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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反馈机制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视觉反馈、听觉反馈、触觉反馈等反馈种类以及功能，阐述了反馈对互联网产

品的重要意义，通过对互联网产品的信息反馈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互联网产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进行反馈功能的设计时，要使反馈掌控时间和用户心理，反馈要避免粗暴和带来信任，应该尽量使用丰富的非

模态视觉反馈，以及合理使用正面听觉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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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firstly explained the visual feedback mechanism, auditory feedback, tactile feedback and other feedback

types and their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edback, and discussed feedback 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et products.

Then it analyzed the feedback product of internet products, and got some problems in internet products. Based on the

problems, it proposed that the feedback should control of time and user psychology, and avoid rough with bringing trust.

It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rich visual modeless feedback and the rational use of positive audible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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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产品在人们的

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简单来说，互联网

产品就是指网站为满足用户需求而创建的用于运营

的功能及服务，它是网站功能与服务的集成，而一个

互联网产品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和产品本身给使用者

带来的体验是否优良相关，就互联网产品中的反馈机

制进行分析，阐述反馈机制的应用给互联网产品带来

的作用和影响。

互联网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包含信息的传达和

反馈，反馈是计算机对操作行为的指示或者回应，

而传达和反馈的好坏决定了用户体验的优劣。在用

户的使用过程中，一个只有信息传达而没有反馈的

系统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将给用户带来极大的挫

败感。现在的互联网产品设计中，对信息反馈的研

究越来越重视，近来逐渐成为交互研究中的热点领

域。

1 互联网产品设计中反馈机制的意义

面对功能繁多的产品，在用户具体的操作行为

中，问题往往体现为用户不确定自己是否执行了某一

功能，是否正确或是合理地执行了某一功能。另外，

基于用户正确的操作行为，产品提供的反馈能否给予

用户情感上的满足，这对产品中的一系列反馈机制提

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同时也对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1]

。

反馈是对已经发生的操作行为的指示或者说是回

应，而产品中的反馈则是所有反馈的集合体。当产品

功能相对简单的时候，它可以体现为一种形式的反馈，

在功能相对复杂的时候，它也可以是多种形式反馈的

结合。在用户与产品进行交互的过程中，产品对于用

户的每一次行为都要有相应的信息反馈，表示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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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认可或否定，从而使用户获得关于此次操作行

为结果的信息。如果产品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反馈，那

么用户就无法确定自己操作行为的正确与否以及当前

产品处于何种状态，很显然，这样的交互行为注定是失

败的，这样的产品在设计上也是不合理的。

2 互联网产品设计中的反馈机制及其分类

对反馈机制的重视，带来了交互设计新的发展，

而关于反馈机制的理论也在这个发展中获得了长足

的进步。在现代设计中，消费者从单纯的实用消费，

渐渐地转化为体验消费，他们越来越重视使用产品的

过程中的用户体验，而反馈机制在体验的提升方面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ALLEN COOPER在《交互设计

精髓》中就提到了不少反馈带来的好处，而唐纳德·诺
曼在《情感化设计》和《未来产品的设计》等书中也都

提到反馈的重要性。产品的良好反馈会给用户强大

的控制感，能使用户明白，每时每刻都是他自己在掌

控着产品和工作进度，而不是产品在自我行事，工作

进行到什么进度用户都十分清楚，这就是优越的用户

体验

[3]

，一个不考虑用户感受的产品，即使它的功能再

强大，也很可能被用户抛弃。就互联网产品中的信息

反馈种类来讲，大致分为视觉反馈、听觉反馈、触觉反

馈、嗅觉反馈等。

视觉反馈：互联网产品大多依靠视觉界面与用户

进行信息交流，视觉反馈是使用最多、最重要的反馈

类型，一个网站设计的好不好，大多的判断依据就是

第一时间内用户能不能在页面上找到需要的东西，视

觉反馈和排版、心理学等有着很大的关联，能否使信

息最快被用户获取，很大程度上注定了网站的成败。

诸如页面结构、进度条、具有质感的按钮、下划线等是

视觉反馈中经常被使用的重要元素。

听觉反馈：是通过声音来进行信息的反馈，虽然

没有视觉反馈使用频繁，但是也是不可或缺的，特别

是在视觉反馈不方便使用的情况下，比如嘈杂的环境

中，听觉反馈更能唤起人们的注意力。但是在互联网

产品中听觉反馈往往和负面反馈联系在一起，网站页

面上弹出的广告声音、程序出错的声音等，给用户带

来了粗暴的不良体验。

触觉反馈：通过触觉反馈，互联网产品的服务变

得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用户不仅能看见内容，还能通

过触觉来感受，拉近了产品和用户的距离，能使用户

产生更深的沉浸感。触觉交互已成为人机交互领域

的最新技术，对人们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方式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使用触觉通道，

给人们带来更新更精彩的体验。

嗅觉反馈：在多年以前，MIT就开发了嗅觉装置，

嗅觉反馈也变得不再神秘，随着科技的发展，用户一

定能享受到全感官的体验。这也许将是继触觉反馈

后，产品增加竞争力的又一“秘密武器”。

3 互联网产品设计中的反馈机制

什么是好的网站，没有一个公认的准则，但是如

果一个网站的结构清晰，反馈良好，页面又比较舒服，

那么一般来说就不会受到用户的抵触，也实现了最低

限度的成功。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设计师更注意网站

的界面亲切，使用自然，结果使用户信服，这样的网站

肯定会受到人们的关注的。而这其中的各个影响因

素，从反馈的角度来说，归根结底就是反馈是否良

好。因为网站提供的服务也是基于信息的传达和反

馈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用户的行为一般都代表着

某种信息的传达，这些信息的传达意味着用户想要的

某种结果，如果网站不能给予很好的反馈，那么，这一

过程就被打断，过多的打断就势必造成用户体验的劣

质

[4]

，这也是许多网站设计失败的原因。网站页面可

以很有个性，但是必须要时刻牢记一点：提供良好的

信息反馈，并解决用户的问题。

目前的网站设计中，视觉反馈的应用最多，听觉

反馈和触觉反馈等则比较少。视觉反馈作为最主要

的反馈方式，它的成败也大多关系着产品的命运，而

互联网产品中的视觉反馈一般有静态页面反馈以及

页面切换时的转场反馈2类。

静态页面反馈参与到了每个互联网使用者最基

本的人机交流之中，每一个互联网产品都用特有的界

面与用户进行互动，这里面就包含着信息反馈的最基

本方式。

首先，静态页面的反馈和界面设计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优秀的界面设计可以达到优秀的信息反馈，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使用户第一时间找到想要的东

西。要想达到优秀的信息反馈效果，就要知晓用户使

用产品时的习惯和心理，用户习惯扫视页面，而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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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阅读页面上的每个字符，他们不会关注和自己的

需求不相关的内容，所以在进行互联网产品设计的时

候要做好用户调查，分析用户的使用习惯，并进行多

次的可用性测试，依靠想当然的设计思路是不可行

的。要想获得良好的页面信息反馈就不要考验用户

的耐心，避免增加用户的认知负担，去除页面上的不

必要的视觉噪音，这也是简洁页面盛行的一个原因，

简洁意味着信息量少，依靠深入的用户调查，可以用

最少的信息量满足用户的绝大多数需求。“F形”关注

区见图1。

转场反馈所用的元素就是人们熟知的进度条、转

动的圆环和转场动画等，利用这些元素，在系统载入新

页面或者新程序的过程中使用户明白此时产品的状

态，以便避免用户误以为页面崩溃而关闭页面等情况。

首先进度条的使用最广泛，也是反馈状态的最

简单有效的方式，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用户的心

理等待时间，留住用户。其次是转场动画，使用也较

多，在延长心里等待时间上比进度条有效，但是它的

缺点是占用宽带，有可能因此损失低端客户，进度条

见图 2和 3。另一个常用的就是类似于转动的圆环，

这种元素的作用效果很一般，而且不能反馈给用户大

致的等待时间，所以不推荐使用。不过现在不少网站

把它和进度百分比结合起来使用，也算是弥补了它的

一部分缺陷，但是它们二者的结合还是不如单一的进

度条简洁有效。

除了视觉反馈之外，听觉反馈往往作为视觉反馈

的辅助和听觉反馈一同出现，在某些环境中，用户需

要在电脑屏幕面前坐上几个小时，这个时候，单纯的

视觉反馈就不再能满足需求，疲劳会是用户不能在屏

幕上集中注意力，这个时候，听觉反馈就是必要的了，

比如在输入一些文档的时候，如果有错误，电脑就可

以用声音来提示，这样既不影响用户盯着屏幕，又能

使用户知道是否出现错误，但是听觉反馈一般都被大

家认为“负面反馈”，因为听觉反馈一般和错误信息框

强烈相关，虽然微软和苹果都聘请了声音设计师来改

善警告声音的质量，但这仍然改变不了它们是用来传

递负面并具有侮辱性信息的事实

[4]

。

最后，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产品开始采用触觉通道

来实现触觉反馈，用户终于不再处于只能听、只能看，

而不能接触的尴尬局面，在手机、WIL等终端上，触觉

反馈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视听之外，触觉成了最

重要的反馈方式，而且会带来真实的沉浸感，这是视

觉反馈和听觉反馈不能代替的。

不得不提的是，不少产品在载入信息的时候不采

取任何反馈提示，用户面对的是空白的屏幕，这种做

法带来的损失是不容忽视的，不知道产品此时的状

态，这无疑会降低产品的使用体验。

4 互联网产品中反馈设计的原则

互联网产品中的反馈是无处不在的，在进行设计

的时候，要仔细考虑用户的需求和自身条件，进行折

中处理，反馈最基本的意义是使用户第一时间找到目

标，如果出现必须打断用户操作的情况时要优雅打

断，避免粗暴，要考虑到所有的非理想状况，进行智能

处理，最终给用户优秀的使用体验。互联网产品的设

计可以遵循以下反馈原则：

图1“F形”关注区

Fig.1 The attention area of F shape

图2 进度条loading图案

Fig.2 The loading pattern of progress bar

图3 圆环loading图案

Fig.3 The loading pattern of ring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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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掌控时间

在体验经济时代，设计师要尽可能节约用户时

间，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尽量去繁存简，加快显示速

度，基于现阶段中国广大的路由器用户，页面最好能

在1 s内显示

[5]

。其次在使用转场反馈的时候，优先使

用进度条，其次采用转场动画，再次使用转动的圆环，

尽量避免使用无反馈功能的空白页面进行内容加载。

4.2 掌控用户心理

进行互联网产品设计之前，尽量做足用户调查，

对产品的目标用户进行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优化设

计，使反馈符合用户心理。譬如加载包含声音的页面

时，要充分考虑到用户的使用环境（办公、网吧、家庭

等），最好提醒用户。成功往往来自于对细节的关注，

要根据用户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信息反馈方式。

4.3 反馈要带来信任

反馈结果必须使用户信服。无意义的或意义较

小的反馈是弊大于利的，要尽量避免。譬如用户在使

用新车的时候，一般对油表提示的油量过少的警告普

遍持怀疑态度

[6]

，如果用户平时只是短途驾车，那么油

箱里剩余的油量是否足够用户到达目的地？而在长

途驾车的时候，当油表提示时，是不是已经为时晚

矣？这些复杂情况都是现实中存在的，所以反馈必须

要给用户带来信任。

4.4 反馈要避免粗暴

互联网产品中有很多粗暴的反馈方式。用户在

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出现错误弹出的警告框，还有嘟

嘟噔噔的声音提示等，这些使用户恼火的设计几乎遍

布在互联网产品的各个角落，给优化用户体验带来很

大的问题，从用户的角度来说，这种粗暴的反馈是很

失败的，不但没帮用户解决问题，反而责怪用户，在体

验经济时代，毫不起眼的地方也许就埋藏导致最终失

败的原因。在提供错误反馈的时候，要从用户的角度

出发，智能处理，避免粗暴的无意义的反馈，尽量给出

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告诉用户错了，然后

便置之不理。

4.5 使用丰富的非模态视觉反馈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计算机设备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运算速度等处理功能成几何倍数的提升，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却很少有程序利用这些功能的提

升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程序员或者设计师仍然使

用最粗糙的工具——对话框——来和用户交流。有

着设备的支撑，完全能够用更先进、更有用的方式给

用户提供持续的反馈，标签云见图4。

非模态视觉反馈是最重要的非模态反馈类型，避

免使用对话框和用户进行交流

[2]

，比如对网页上的某

些事项进行说明时，采用悬浮框进行提示，只有在鼠

标悬停超过500 ms时才出现悬浮框提示，鼠标移动后

随即消失，见图 5。非模态视觉反馈有些类似于环境

提示，当用户使用时，不需要特意弹出对话框进行提

示，而是潜移默化中使用户明白当前的状态，标签云

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在高性能的计算机支持下，设

计师应该多考虑非模态反馈，优化用户体验。

4.6 合理使用正面听觉反馈

虽然听觉反馈所需的声音播放功能有时会给用

户带来基于工作环境的困扰，但是听觉反馈也是不可

或缺的，当用户坐在计算机前连续几个小时输入数据

或者是进行其他重复的工作时，单一的视觉反馈也许

不能给用户带来足够的提示

[2]

，从而造成某些不良后

果，这个时候，可以听觉反馈和视觉反馈结合使用给

用户反馈信息，也可以用听觉反馈来使用户确信数据

的正确输入。但是，建议在使用听觉反馈的时候，尽

量避免嘟嘟等讨厌的声音类型，而根据情况进行专业

（下转第115页）

图4 标签云

Fig.4 The tag cloud

图5 悬浮窗

Fig.5 The floating window

100



化设计的出现既是社会需求，也是一种设计策略。作

为一种需求，体现了设计对于消费者的关爱；作为一

种策略，反映的是设计对文化的尊重和影响

[5]

。

现代的包装设计已经进入个性化新时代，由原来

的满足功能为主向个性化、情趣化发展。包装能赋予

产品以独特的个性，包装要有个性，才能赢得市场，才

会获得消费者认可，才能有所发展，于是如何设计出独

具特色，具有震撼力、吸引力的个性化包装，是当前包

装设计的新挑战。运用仿生方法设计的包装以自然界

中的生物为原型，满足了现代消费者不断求新求变的

心理，具有独特性。包装的个性化是彰显个性、展现自

我的重要体现，如化妆台前选择用什么造型、颜色的化

妆品、香水瓶，这些都具有消费者的自我感性色彩，是

情感性和功能性的融合。如达利设计的香水“达利之

水”，见图2，瓶身上便是达利绘画中的维纳斯的鼻子和

嘴的结合体，香水装在透明光滑的粉红色唇型玻璃瓶

中，加上鼻子形状的瓶盖上，更显华美浪漫。拥有这一

款香水，也突显了使用者的身份、个性和品位。

6 结语

人类的仿生思想由来已久，自古人们就运用自己

的智慧模仿自然界生物进行着各种具有创造性的活

动。自然界中的生物在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和淘汰后，

必定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其以客观的形式给设计创

新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自然界中的生物为了生存

具备了“完美”的包装形态，其精巧的结构、完美的形

态让人们惊叹大自然的伟大，它们在结构、形态、色

彩、功能等方面对包装设计的发展提供无尽的启迪。

包装设计在造型、结构、色彩等方面从仿生学受益非

浅，但仿生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有很多知识

有待于挖掘、思考。应进一步研究仿生学和包装设

计，争取设计出更多形态优美、功能合理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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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Eau De Dali " Perfume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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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提升。

5 结语

对于互联网产品来讲，反馈是不可忽视的，而且

互联网产品中也有着多种不同的反馈，在适当的时候

合理使用这些反馈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是设计中必须

要考虑到的，持续的反馈对交互设计产品来说不可或

缺，对互联网网站来说更是生存的基础，信息的良好

反馈是提升互联网产品用户体验的很好途径，而互联

网产品中的反馈也必将越来越受到设计师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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