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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机交互是关于设计、评价和实现供人们使用的交互式计算机系统，并围绕相关的主要现象进行研究
的学科。
它主要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互理论与方法，涉及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社会学以
及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是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受到各国的重视，如我国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已将人机
交互列为支撑信息技术发展的科学基础之一。
山东大学是国内最早开设人机交互课程的高校之一。
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资助下，参考IEEE和ACM推出的“Computing Curricula 2001”中关
于人机交互的有关知识体系，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对2004年编著的《人机交互技术——原理与应
用》一书进行重新编撰，精炼内容，使之更适合本科生使用。
本教材注重人机交互基本知识，侧重技术讲解，包含丰富实例，希望通过本书的学习，读者可以较好
掌握人机交互的基本知识和相关技术，能够学以致用。
本书共分9章，第1章主要概述人机交互的相关概念、研究内容、发展历史及其应用等内容；第2章在介
绍人的感知模型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认知过程与交互设计原则，讨论了认知概念模型的几种表示方
法和分布式认知模型等内容；第3章侧重介绍各种交互设备的原理和技术；第4章主要从人机交互输入
模式、图形交互技术、语音交互技术以及笔交互技术等几个方面详细介绍一些常用和新兴的交互技术
；第5章重点介绍人机界面设计方法，特别是以用户为中心的界面设计原则。
方法；第6章讨论人机界面的表示模型和实现方法，重点围绕窗口系统和UIMS系统等进行介绍；第7
、8章分别介绍Web界面、移动界面这两类特殊人机界面的设计原则、方法、工具和技术；第9章则重
点围绕可用性分析与评估方法进行介绍。
为了便于读者对全书内容进行理解并提高应用能力，本书系统地设计了各章的习题和课程设计题目。
希望读者通过这些习题的思考和上机操作，能够加深对内容的理解，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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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人机交互基本知识，主要包括人机交互的相关概念，与人机交互相关的感知和认知的基本知
识，各种交互设备及其工作原理，人机交互技术，人机界面设计方法及其表示模型和实现方法，web
界面、移动界面这两类特殊人机界面的设计方法、工具和技术，以及可用性分析与评估方法。
读者通过本书的学习，可以快速掌握人机交互的基本知识和交互技术，能够学以致用。
    本书可作为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和对人机交互技术感兴
趣的读者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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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语音识别系统选择识别基元的要求是有准确的定义、能得到足够数据进行训练、具有一般性。
英语通常采用上下文相关的音素建模，汉语的协同发音不如英语严重，可以采用音节建模。
系统所需的训练数据大小与模型复杂度有关。
模型设计得过于复杂以至于超出了所提供的训练数据的能力，会使得性能急剧下降。
大词汇量、非特定人、能识别连续语音的语音识别系统通常称为听写机。
其架构就是建立在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基础上的HMM拓扑结构。
训练时对每个基元用前向后向算法获得模型参数，识别时将基元串接成词，词间加上静音模型并引入
语言模型作为词间转移概率，形成循环结构。
汉语具有易于分割的特点，可以先进行分割再对每一段进行解码，这是提高效率的一个简化方法。
用于实现人机口语对话的系统称为对话系统。
受目前技术所限，对话系统往往是面向一个狭窄领域、词汇量有限的系统，其题材有旅游查询、订票
、数据库检索等。
其前端是一个语音识别器，识别产生的N-best候选，由语法分析器进行分析获取语义信息，再由对话
管理器确定应答信息，由语音合成器输出。
由于目前的系统往往词汇量有限，也可以用提取关键词的方法来获取语义信息。
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不同的说话人、说话方式、环境噪音、传输信道等。
提高系统鲁棒性，是要提高系统克服这些因素影响的能力，使系统在不同的应用环境、条件下性能稳
定；自适应是根据不同的影响来源，自动地、有针对性地对系统进行调整，在使用中逐步提高性能。
语音识别技术在实际使用中达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如何克服影响语音的各种因素还需要更深入地分析
。
目前听写机系统还不能完全实用化以取代键盘的输入，但识别技术的成熟同时推动了更高层次的语音
理解技术的研究。
由于英语与汉语有着不同的特点，针对英语提出的技术在汉语中如何使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四声等汉语本身特有的问题也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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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机交互基础教程(第2版)》：《人机交互基础教程(第2版)》第1版《人机交互技术——原理与应用
》被几十所高校选作教材，目前已印刷6次。
《人机交互基础教程(第2版)》在第1版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撰，精炼并更新技术内容，使之更适合本
科生使用。
《人机交互基础教程(第2版)》配套完整的电子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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