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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峡等的《人机情感交互》在详细介绍人机情感交互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人机情感交互的研究
前沿，特别是在情感模型、人脸表情交互、语音信号情感交互、肢体行为情感交互、生理信号情感识
别、文本信息中的情感提取和情感仿生代理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使读者对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情
感交互具有更深的理解，对促进我国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人机情感交互》适合信息类、计算机类等专业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阅读，还可供情感计算、人机
交互和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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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首要需求已从物质层次转向精神
层次。
随着“人-人互动”逐渐减少，“人-机互动”不断增加，情感的需求也更加强烈。
与人类之间交流的情况一致，人机交互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计算机具有“情感”的能力。
计算机一旦具有“情感”，人类就进入了高级信息时代。
人类不仅具有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而且具有情感能力。
众所周知，计算机具有高效的运算能力、极高的计算精度、超强的记忆能力、复杂的逻辑判断能力和
按事先设计的程序自动工作的能力。
也就是说，计算机具有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大脑”。
由于人类的行为、活动不仅取决于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情感能力的影响，因此在
人与计算机的交互中，人们也期望计算机具有情感能力。
为了实现情感人机交互，人们希望计算机能够模仿人的情绪、感觉和感情等，也就是说要使计算机具
有富于感情的“心”。
神经生理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在决策时掺杂太多的感情因素固然不可，但若丧失了这种感情成分
，决策同样难以实现。
当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之间通道缺损时，人会由于缺乏感情而导致决策能力下降。
人类智能中的情感能力是与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相辅相成的。
人机情感交互就是要赋予计算机类似于人一样的观察、理解和生成各种情感特征的能力，最终使计算
机能够像人一样与人类进行自然、亲切、生动和富有情感的交互。
人与人进行交流时，是通过人脸表情、语音情感、带有感情的肢体动作、文本情感信息等来感知对方
的感情。
人与人的交流可以通过表情、语音、眼神、手势等方式进行。
然而，计算机没有人脸和躯体，无法运用上述方式进行交流。
仿生代理（lifelike agent）是实现人与计算机自然交互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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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机情感交互》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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