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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信息图表的应用及设计研究

许向东

摘要

互动式信息图表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媒介融合的传播理念 , 突破了传统信息图表符号单一 ! 缺

乏趣味的局限 , 以传受互动来提升传播效能 "论文在分析传统信息图表局限性和梳理互动式信息

图表类型的基础上 , 对其应用特征和设计框架进行了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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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 , 传统媒体在内容制作和传播渠道等方面也日益注重了对网络特性

和优势的运用 , 互动式信息图表(A ct ive In fo 一gra phics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它是

发布在网络上 , 综合了文字 !图像 !音频 !视频等符号 , 以动态为表现特征 , 具备了和受众及时互

动 , 实现双向交流等功能的信息图表 "这种传播方式的诞生 , 是在媒介融合大趋势下的一种主

动而积极的应对, 对其进行探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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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息图表的发展及传统信息图表的局限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系统里, 信息的大量积聚使得人们对信息的整理 !加工和传

播有T 更高的需求 "信息可视化 (1nfo rm ation V isualization)是最经济 !有效的方式 , 通过分

析!组织信息或数据, 让其通过可视化手段进行再现和传递, 使其易于理解和接受 "

信息图表就是一种可视化的传达方式 "传统的信息图表是以平面和静止状态呈现的, 随着

传播方式多媒体化趋势的增强, 传统信息图表逐渐显露出一些难以超越的障碍"

一是传播符号较少, 缺乏趣味性 "以纸煤为主要载体的传统信息图表是由文字!数字 !图
形 !色彩或照片组合而成的, 是不折不扣的静态图表 "即使设计的再有创意, 与多媒体的表达

方式相比较, 也难以摆脱因表现手法陈旧而显示出枯燥和平淡的劣势"而互动式信息图表则不

然, 由于借助了互联网传播渠道, 不仅容量大, 而且加入了音频 !视频及动画等元素, 增强了画

面的动感和生机, 更利于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二是缺乏传受互动, 影响传播效果的提升"我们常

说的传播效果 , 实质上就是传播者通过传递视听信息而对受众产生的影响 , 使受众在态度 !认

知或行为上发生变化 "在传播过程中融入交互环节, 吸引 !动员受众参与传播活动, 有助于增强

信息的可信度和劝服性 , 便于实现引导舆论的目的, 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 "

互动式图表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01 年 , 美国的一家网站M SN B C就用Flas h报道了91 1恐

怖袭击"该网站用了3个图表分别介绍了撞击世贸大厦飞机的路线 !世贸大厦内的情况与坍塌

过程 !世贸大厦第二次被袭击的情况"该图表运用了互动手法, 受众可以连续收看五角大楼遭

袭的所有片段, 也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个片段, 或反复收看其中的一个片段 (彭兰, 2003:288 一

289) "

2004年10 月, 时任新华社图表编辑室副主任的朱剑敏走访了韩国联合通讯社, 发现该社自

2002 年起, 为了加大图表新闻参与网络传播的竞争力, 充分依据视觉传播原理 , 引入网络动画 !

音视频拍摄及剪辑技术, 研发了集文字!图片!图表 !音频 !视频 !动画等于一体的网络互动式

图表新闻 (A ct ive N ew s) "该类图表的推出使韩国联合通讯社图表组在国内名声大振 (朱剑

敏,2005 :12 5) "互动式图表的精髓在于 /互动 0! /对话0 "帮助!引导受众通过自己的操作完成

传播活动, 不同的受众可以获得不同的信息 "互动式图表同样有助于传播者随着事件的发展及

时更新和添加内容 "由于匹配了各种多媒体的信息资源, 互动式图表的信息容量往往很大, 但

是, 其阅读的操作过程却很简单, 只需鼠标点击或拖拽便能获得所需信息 "

二 !互动式信息图表的类型分析

互联网 !手机等新煤体的互动功能让传统媒体望尘莫及, 借鉴和更好地发挥这种双向的传

播模式 , 增强新闻传播的吸引力和效能, 不仅被通讯社 !报业集团所瞩目, 也被一些门户网站所

青睐 "互动式图表具备了传统信息图表的构成要素, 根据受众的参与情况和图表设计制作的复

杂程度, 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 , Fl ash动画型"指的是借助于Fl as h 动画的信息图表 , 在图表的展示过程中受众仅

需用鼠标点击某个图标 , 不同图片或图表将接二连三地展示相关信息 "201 1年3月1旧 , 日本发

生里氏9.0级地震 , 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 ,并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 "S O H U 为此做了

专题报道 /核辐射离我们还有多远 0"在该专题的上端就是一幅核电站机组运行的动态图表 ,

标题是 /福岛核电站到底发生了什么? 0"受众首先看到的是机组在正常运行状态的示意图,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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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点击右 下角的按钮 /事故分析 0, 示意图上的冷凝水泵 !水处理器 !应急供水系统 !循环泵 !供

水泵等部分即刻出现阴影, 同时弹出 /标注式窗口10, 内容为 /核电站的紧急供电设备因地震无

法工作, 冷却水无法被传送到反应堆 0 "该动态图表就是以阴影和 /标注式窗口0的方式分4步

依次显示了事故的过程和原委"

第二类, 信息查询型 "该类型图表主要是通过受众的点击 !移动等操作来获取信息, 更多地

体现出接受者主动搜寻信息的意识和行为 "为此, 尽量降低受众在查找时的心智成本, 在制图

中融入人性化设计成为关键环节"5华盛顿邮报 6在其网站上推出了一款交互式新闻地图一一

/时空 0(Ti m espac e) "该地图不仅能够显示邮报里最新的新闻, 而且允许用户浏览来自全球各

地的新闻!图片!视频 !评论 !博客等内容"移动地图下方时间条上的滑块, 世界地图上则会出现

一些灰色方框, 这是在某一时间发生在某地并被邮报报道的新闻, 点击灰色方框 , 即可显示新

闻内容 , 还可以直接进入华盛顿邮报网页"有时, /时空 0地图上的新闻还整合了来自多家媒体

的内容 ,覆盖范围八内容丰富"

第三类, 问卷调查型 "该类型图表是以调查问卷的样式表现出来 "即时反馈信息是网络传

播的突出优势之一, 借鉴互联网的信息反馈功能, 把调查结果即时反馈给受众, 有助于提高受

众的参与兴趣和动力"在2012 年全国两会期间, 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以及一些地方

媒体和腾讯合作 , 推出了诸如 /我有问题问总理 0 ! /两会问卷调查 0 ! /民生十问 0等与网民互

动的栏目, 这些互动栏目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问卷的形式, 受众在提交答案后, 即可查看统计结

果 "

第四类, 综合集纳型 "简单说 , 该类图表是对信息!的集纳与汇编, 是网络媒体超链接技术

和网状信息结构的应用, 它主要是对近期重大事件或者热点新闻的归纳总结, 是一种较完整的

信息解读 "对受众而言, /信息消费只是业余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们不可能全天候地跟踪世界的

发展与变化, 并且还能对这些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 "这样一种跟踪与解读的工作, 应该是由媒

体来完成的 0 (彭兰,20 04 ) "20 n 年新浪网为神知 又号和天宫一号制作了特别报道 5仰望我们的

天空家园6 "包括了 /神舟/得 发射全程3D模拟动画 0 ! /透视神舟:中国人未来的太空房间 0 !

/中国载人航天之路 0, 还有 /生活在太空:聚焦国际空间站 0等一系列互动图表 "集合了文字 !

照片!视频 !音频 !动画等传播符号, 对受众而言, 无疑是一次内容丰富的航天知识的盛宴 "

三 !互动式信息图表的应用特征

互动式信息图表(int er ac tive gra p hi c )是在 /图表 0的大框架下 将各种多媒体的操作手

段运用到设计 !制作中, 一般而言, 互动式图表具有以下五个应用特征 "

第一, 具有明显的时间线索 "事件性新闻往往是按照时间顺序发生发展的, 环环相扣 "此

类互动式图表首先梳理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然后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处, 链接已经

采集并加工好的素材 (包括文字报道和相关的图片 !视频 !音频报道 , 以及现场效果图 !F las h

模拟动画等) , 受众通过点击时间按钮 , 便能够了解此时发生的事情 "20 07年4月16 日的 5今日

美国 6在其网站上采用互动式图表报道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 (Tr age d y at V irg ini a

Te ch ) "标题下的导航条中的第二个就是 /Ti m el ine 0"点击该按钮则 , 出现一条4月16 日上午7点

到下午5点的时间线 "时间线上标明了11 个时间点, 还有3个信封图标 "点击这些时间点和信封图

标 , 则会出现对该时间所发生事件的描述和学校发送学生的El nai l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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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具有很强的地理特点 "通常情况下, 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是如影相随的, 但有时,

地点的特性比时间还强 "地点贯穿事件的手法同样能使内容条理清晰 "5纽约时报 6在2008年

中国坟川地震报道的图表中使用了互动地图(Int er ac tive m ap) ,点击北川 !都江堰 !绵竹 !江油

等地名处的图标 , 则链接到反映当地灾情或救援情况的图片报道 "打开 5今日美国6报的网络

版天气报道, 点击 /W 七ath er 0图标旁边的小箭头, 在全美地图上的主要城市图标上依次显示最

近12 小时的天气情况 "如果在右侧的搜索栏中输入城市名称, 则在该栏的下面显示最近ro 天的

天气情况 "与以时间为线索的图表不同的是, 以地点为主线的图表, 更多的使用地形图和三维

模拟图"

第三, 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这类图表大多是关于当前某一社会问题或者热门话题的讨论 !

对某种社会现象的阐释等, 体现信息的深度和广度及各类信息之间的逻辑性是其特色"2008 年n

月14日, 5纽约时报 6针对总统大选的投票情况做,升声个互动式图表 "该图表的主体是一幅美国地

图, 地图上边有一条具有投票资格的县市人口数量的线段, 左侧是代表各类人群的按钮, 包括黑

人 !白人 !中等阶层 !低收入者 !天主教徒 !失业者 !大学生等, 点击按钮, 并拖动线段上的滑块,

则各州的版图上出现深红 !浅红 !深蓝 !和浅蓝的变化 (蓝色代表奥巴马的选票 , 红色代表麦凯恩

的选票) , 同时, 右侧两位竞选人的选票百分比数字也相应变化, 右下方代表3141 个县市投票情况

的柱状图也随之高低起伏 "

第四, 注重视觉效果展示 "纸媒在报道中很难突破版面容量的限制, 无法大面积地使用

图表, 而网煤则有着足够的空间来拓展报道 "新浪 !搜狐 !网易和腾讯针对201 1年重大新闻事件

(以 5人民日报 6评选结果为依据)共制作了10 9幅图表, 其中41 .3%是以一个满屏的面积展示

的, 不仅保持了信息的完整性, 方便受众专注地读图, 而且满屏在构图 !色彩上也利于整体设

讯 比如在神舟8号和天宫一号报道中, 新浪 !网易和腾讯均以一个满屏来展现 , 深蓝色的宇宙

背景给人浩瀚 !神秘的遐想, 神八和天宫的动态三维仿真图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通过点击相

关按钮就可以模拟交会的过程, 加上采用多种传播符号, 在满足视觉 !听觉需要的前提下, 报道

主题得以形象化的展示 "

第五, 图表结构体现人性化设计"采用图形符号传播信息的目的就是减轻受众的收受成

本, 加入互动交流功能 , 则能够提升受众的接受兴趣, 进一步增强传播的效能 "综合考察了四

大门户网站在重大事件中所用的互动式图表后发现 , 人性化在设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 图表结

构非常尊重由简到难 !由外到内 !由总到分的认知规律 "具体而言, 这些互动式图表大多是先采

用新闻地图或三维仿真图来还原事件发生的场景 !展示事物的结构 "待受众对事件 !事物有了

清楚的了解后 , 再用时间线方式梳理事件发生前后的关键点 , 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有时依据

事物本身的逻辑性来集纳相关信息 , 为报道提供背景知识 , 来拓展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

四 !互动式信息图表的设计框架

互动式图表传达信息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把信息或者数据可视化为相关联的

图形;二是在互动中, 受众易于实现有着认知目的的操作 , 并在可视化的各个环节获得信息 "因

此 , 从交互设计的角度出发 , 互动式信息图表的设计框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如图所示) :

一是信息可视化设计"信息可视化是对某事物建立心理模型或心理图像 "它是人类的认知

活动 "不仅涉及视觉经验 , 除了图形外 , 声音 !和其他感知形式都可以用作数据描述 "信息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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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操作设计

困困国回画画一8二 7匹亘弓迥 刁,逼日应卧-奥亚,一
一 匕匣到一渔醚 :

厂一一一一~ ~ 一~ 一一一,

信息可视化设计

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用户从数据中提取信息 (Spence ,2012:3) "可视化结构是指能够被人的

视觉有效处理的图形系统 , 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图形空间!标记及其图形属性 (C盯d ,

M aek inlay & shneid erm an , 1999) "可视化设计就是设计者在一定的图形空间里, 用标记及

其图形属性对数据或信息进行编码 "标记就是图形空间中的图形元素, 包括点!线 !面 !箭头!

标志 !色彩等"从属性上分析, /点0可以指代事物, 并标明所在位置 "/线0可以起到分隔 !比照

作用, 表示变量和趋势"/面 0主要表示事物或事物之间的量值 !范畴 !距离 !属性等关系"/箭

买 则接近线的属性 , 即流动与方向性, 同时更具流程感, 指向感 "/标志 0是约定形成的视觉语

言符号, 多为公共标识或商业标志, 具有普遍认知的特点"/色彩 0具有信息分类与强化的作用,

并衍生出视觉心理 "设计者通过形状 !大小 !位置 !排列!各元素之间的关系, 以及对视频 !音频

和Fl as h动画的综合运用, 把抽象的数据或信息进行可视化组构"

二是传受交互操作设讯 互动式信息图表的设计目的就是帮助受众通过交互方式快速 !有

效地发现所需要的信息, 或者探寻到隐藏在抽象信息中的特征 !规律或趋势 "通常情况下, 受

众在互动之前有着明确的目标, 设计者需要考虑受众的行为 !和心理特征, 依据所传播信息的

内容 !属性 , 以及任务流程来进行设计"第一步是把传播内容进行层次化的分解 , 确定各层次展

示的先后顺序和位置 (串行或并行) "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不同层级的内容与网页

之间的跳转关系"第三步是把操作步骤具体化和人性化"设计者考虑采用移动 !点击 !拖拽 !缩

放 !输入 !滚动等方式来帮助受众进入交互流程 , 并获取信息"有效的互动一定不只是形式上

的 , 受众在互动中不只是为了点击鼠标 , 让受众在最短的时间内耗费最少的精力弄明白如何互

动 , 并且获得实实在在的信息 , 是传受交互操作设计的原则 "

总之, 在互动式信息图表的设计框架中, 简捷实用是首要原则, 即受众能在互动中找到获得

信息的路径 "互动形式是为了更精巧和有趣地呈现内容 , 并且让受众因此在内容 上停留更长的时

间, 对信息有更多的掌握 (马忠君,201 1) "互动式信息图表对于传统信息图表, 乃至传统新闻报

道而言, 其意义就在于让受众以一种愉悦 !有效的方式参与到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来 , 帮助受众更

好地理解抽象的概念或复杂的事物 "互动只是一种方式, 其存在的最大意义是被受众便捷地使

用并有所收获 "

(责任编辑 : 何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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