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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气象节目制作者来说，如何从观众行为特征出发，不断探索适应观众、贴合观众

的传播路径，有针对性地调整和改进节目制作和播出，是需要经过认真的思考。而如今，新

技术的发展（眼动仪）能提升信息终端在传媒业发展中的作用。因此，眼动实验分析方法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人们电视观看的一些“显性”和“隐性”偏好，课题着重研究气象节目

元素与观众心理的关系。本次实验结果可以为将来气象电视节目的改进提供一个实证方面的

建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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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视收看是一个持续的视线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众视线运动与信息刺激手段和

身体条件、环境等因素有关。观众的视线在特定画面上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与视觉刺激方

式和主持人口播有关，研究这些反应，都可以为优化气象节目制作提供借鉴。如今，眼动仪

技术能提升信息终端在传媒业发展中的作用。眼动分析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人们电视

观看的一些“显性”和“隐性”偏好。因此，眼动实验的结论可以为气象节目艺术形式的研

究提供客观性的建议。 

 

2 眼动仪的现状分析 

    纵观国内使用心理学研究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发现国内关于传播心理学的

研究大体集中在关于传播心理学科体系的概述性质的建构上。其具体问题的研究较少,采用

心理实验的研究方法进行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更是难觅其踪。但是,一门学科不能完全靠推

理,特别是象传播心理学这样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仅凭作者个人经验和直觉性的感知,是很

难以科学称道的。[1] 

    因此，科学的研究观众内在认知的过程，需要我们经过实验研究。文章利用眼动仪这一

精密仪器，探索人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视觉信息加工机制, 观察其与观众心理活动直接或间

接的关系。我们利用眼动仪可以获得眼动轨迹图、眼动时间、眼跳、瞳孔大小等参数, 从而



研究观众的内在认知过程并了解观众的信息加工过程。 

    目前，眼动仪的应用领域有很多，如：阅读心理学、广告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工程心

理学、交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病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但是，眼动仪对于影视传播

这块涉及并不深，作者借鉴眼动仪在其他成熟领域的研究方式来对气象影视这块领域进行实

验分析。 

 

3 眼动仪实验 

    眼动实验是一种直接的测量，它提供了连续的眼动数据，使影视制作人员对观众认知过

程进行实时测量。运用这些数据，可以对被试人的认知活动全程进行精细分析，为分析观众

对气象节目认知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本文主要通过热点图和蜂群图这 2 个眼动指标，

客观分析气象节目每个板块的内容，分析眼动仪实验在气象影视的应用。该实验结果能更客

观、更科学的反应出节目艺术形式的优缺点，使影视制作人员少受非正确的个人经验或直觉

影响。 

目前，本次实验尝试在动态视频中抽取静态帧幅画面为材料进行眼动分析,希望能为眼

动分析提供动态视频分析与静态画面分析间的过度与连接。 

3.1 测试对象 

    14 名年轻男女，平均年龄为 25 岁，以随机选取的方式分为 2 组被测组。 

3.2 实验资料 

    从浙江卫视天气预报日常版与新版中选取 18 个内容片段。如：24 小时雨量累计图，雷

达回波动画图，今天最高气温图，地质灾害图，未来 24 小时沿海海力图，明天最高气温图

等等。其中将地质灾害图，雷达回波图，今日最高气温图以及明天最高气温图分成日常版与

新版，进行对比实验。 

眼动仪实验的测试物为浙江卫视天气预报的截图，我们将对其静态画面截图进行分析研

究。 

3.3 眼动分析数据指标 

    1.热点图：人眼对图像的注视位置及关注程度的直观表现（通过兴趣区域的颜色深浅程

度来表现）。 

2.蜂群图：图像注视点位置及关注程度的直观表现（通过注视点的密集程度来表现）。 

3.4 实验设计 

 



本次眼动仪实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14 位被测者对 8 个节目板块进行测验；第二

部分：14 位被测者被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7 人，分别为天气预报日常版与天气预报新版。

每组的被测者要做该组的 5 个测验，内容被测顺序均为随机。 

 

4 气象节目艺术表达形式的眼动实验测定分析 

4.1 雨区预报图 

    主持人口播内容：后半夜到明天的浙北地区的雨势会有所加强，会出现大雨部分还会有

暴雨量级，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午后部分阴有有阵雨或雷雨。 

从热点图中可获取以下信息：被试者视线关注程度从多到少依次为，深蓝色暴雨这块区

域＞蓝色大雨区域＞色标＞标题＞主持人。 

 

图 1 雨区预报图（热点图） 

从蜂群图中可获取以下信息：当主持人讲到“浙北地区的雨势会有所加强”时，几乎所

有被试者的视线都集中于浙北地区。随后，主持人讲到“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午后部分阴有有

阵雨或雷雨”时，口播内容与画面匹配度不高，因此被试者们的视线无法集中在浙中南地区。 

 

图 2 雨区预报图（蜂群图） 

板块分析： 1.主持人口播内容与肢体动作应尽量配合雨区预报图的重点内容，使观众

的注视点尽量跟着节目内容进行移动。2.深蓝色底图+白色文字形成强烈的明度对比效果，

注视热点越强烈，越能吸引被试者的目光，可以更快的获取有用信息。3.EYE-tracking 的数值

偏大，说明认知负荷有点大，被试者获取信息困难。 

4.2 图片框+挂角广告 



主持人口播内容：又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很多人都会在今天和家人朋友登高望远，赏

金秋美景。 

从热点图中可获取以下信息：被试者视线关注程度从多到少依次为，图片（画中人+重

阳两字）＞主持人＞标题＞广告挂角。（由于该节目截图失误，主持人露出的牙齿面积大，

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被试者的注意力，结论会有稍许偏差。） 

 

图 3 图片框+挂角广告（热点图） 

板块分析： 1.与其他板块出现的的广告挂角相比，该板块的挂角关注度极高，几户每

个被试者都关注到“蓝巨星集成灶”，因为该板块一般出现于播报的开头，没有复杂的天气

信息干扰，被试者有足够精力去关注挂角。2.图片信息简洁明了的表达了今日重阳的意思。 

4.3 森林火险预警图 

主持人口播内容：不过，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从热点图中可获取以下信息：被试者视线关注程度从多到少依次为，文字内容（明天两

字）＞标题＞主持人。 

 

图 4 森林火险预警图（热点图） 

板块分析：1.相较于图像，文字更有吸引力，因此凸出重要信息是最为关键的。2.被试

者最为关注的点集中在“明天”两字，而不是“四级”或者“高”。因此，可以试着将“四

级”两字再放大，“高”的字体颜色改为红色。3. 简短明了的口播内容和配图可以呈现出更

好的表现力，因此 EYE-tracking 的数值偏小，说明认知负荷不大，被试者获取信息快速。 

4.4 雷达回波动画的对比组（日常版与新版） 



 

图 5 雷达回波动画日常版与新版对比（热点图） 

日常版：被试者视线关注程度从多到少依次为，雷达区域＞标题＞主持人/色标。 

新版：被试者视线关注程度从多到少依次为，雷达区域＞标题＞色标＞主持人。 

从新版的蜂群图中可获取以下信息：被试者的关注点普遍从左上角的标题栏开始，逐渐

下移至雷达回波动画（3 秒 17 帧），再右移至雷达色标（5 秒）。 

 

图 6 新版雷达回波动画（蜂群图） 

对比组分析：1.相较于日常版的雷达图，新版的雷达回波图更符合观众的浏览顺序。因

此，主持人站于画面的右侧，将节目内容集中于画面左边，可以更好的帮助观众获取气象信

息。 2.新版的雷达回波图，其 EYE-tracking 的数值偏小，说明认知负荷不大，被试者获取信

息快速。 

4.5 今日气温的对比组（日常版与新版） 

主持人口播：这波冷空气实力不凡，它带来的降温非常的明显。今天连浙南地区的气温

也就只有二字出头了，像是丽水相较于昨天足足下降了有十度，而我们浙北地区的朋友呢，

今天一定是换上了秋装。 

 

图 7 今日气温日常版与新版对比（热点图） 

日常版：被试者视线关注程度从多到少依次为，浙江地区＞标题＞主持人。 

新版：被试者视线关注程度从多到少依次为，主持人＞浙江地图大于标题。（由于新版

日常版 

新版 

新版 

日常版 新版 



的节目截图出现失误，主持人眼睛正好瞟相镜头，导致被试者的视线受到干扰，实验结果出

现了偏差。） 

对比分析：1.新版在一定程度上优于日常版，从下图的 eye-tracking 中可以明显看到新

版的蓝色值更小，说明新版更容易被测试者获取信息。2.主持人口播中提到“像是丽水相较 

图 8 今日气温日常版与新版对比（eye-tracking 图） 

于昨天足足下降了有十度”。在新版中，由于降温的彩色方块接近地图色，该突出的内容不 

明显。因此这条重要信息无法被测试者快速获取，导致被试者抓不住重点，视线较分散，无 

法快速聚焦在丽水这个点上。 

4.6 明天气温的对比组（日常版与新版） 

主持人口播：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除了浙西南地区以外，其它大部也是在三十度上下的。 

 

图 9 明天气温日常版与新版对比（热点图） 

对比分析：1 新版在一定程度上优于日常版，从下图的 eye-tracking 中可以明显看到新

版的蓝色值更小，说明新版更容易被测试者获取信息。2 新版颜色明度对比更加强烈，标题 

 

图 10 明日气温日常版与新版对比（eye-tracking 图） 

更易受到测试者的关注。主持人口播中提到浙西南地区，在改良版中也有很好的体现。 

4.7 地质灾害的对比组（日常版与新版） 

日常版 新版 



 

图 11 地质灾害日常版与新版对比（热点图） 

日常版：被试者视线关注程度从多到少依次为，地质灾害＞标题＞主持人/色标。 

新版：被试者视线关注程度从多到少依次为，雷达区域＞主持人＞标题＞色标。 

对比分析：1 新版受到环境光影响，板块信息不明显，导致被测者的目光集中在更亮的

主持人脸上。标题字与红色地名不明显导致 eye-tracking 的值高，被测者认知负荷略大，颜

色需改进。 

 

4 结论 

1 观众的观察习惯是先观察左上部和上层部分，接着视线逐渐往下走，再往右边浏览有

效信息。因为大多观众的浏览方式呈“F”的形状，所以气象节目应该把主要内容集中于关

键区域，以保证观众更好的获取有效信息。 

2 利用好空白区域。比如图片，过量的信息会把观众淹没，同时还会使他们忘记大部分

的气象信息。因此制作需要保持节目画面的简洁，给观众留出一些视觉空间休息。 

3 节目中的广告挂角。由于节目的开场白通常较为简单，观众比较容易获取信息。因此，

广告挂角越在前面越容易获得关注。 

4 由于气象节目数据繁多，为了使观众能快速从众多数据中获取有用信息，制作可以在

重要数据下叠加清晰的、鲜艳的、对比度强烈的色块。 

5 节目的图标与文字排列讲究对比原则。强烈的大小对比可以使目光很快地聚集到数据

较大、较多的部分，制作可以通过大小、颜色、粗细、空间等方式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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