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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眼动记录技术的网页视觉吸引力研究

姚海娟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300134）

摘要：分析了具有视觉吸引力的网页在吸引用户注意和发展用户信任方面的意义，探讨了网页视觉吸引力的2种研

究方法，并阐述了眼动记录技术在网页研究中的应用，论述了在眼动研究中所发现的网页视觉吸引力的4个主要影

响因素，即大图片、名人图片、搜索功能和小文本，提出了网页作为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交流媒介，要根据用户对网页

各成分的心理需要，合理优化网页组成成分及功能，以提高网页的视觉吸引力，促进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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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Design on Visual Appeal Based on Eye Tracking Methodology
YAO Hai-ju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 30013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the visual appeal with the web page to attract consumers attention and develop
consumers' trust, and mainly expounded the eye-tracking methodology in the application of web design research. It
discussed the results from eye movement data that visual appeal of web page mainly influenced by four factors: main
large picture, pictures of celebrities, search feature and little text, and put forward the web as a communication medium
between company and consumers, accord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need of consumers to web page, and should design 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web page reasonably, improve visual appeal of web page, and to promote the sales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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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公司都使用互联网作为接触与分享市

场的主要渠道。例如京东商城，中国最大的综合网络

零售商，是中国电子商务领域最受消费者欢迎和最具

有影响力的电子商务网站之一。据该公司公布的数

据显示，京东商城自 2005年上线以来，已连续 5年保

持每年 300%以上的营收增速，2011年销售额已达到

309.6亿元，2012年第一季度，京东商城以 50.1%的市

场占有率在中国自主经营式 B2C网站中排名第一。

可见，促进用户的互联网使用经验已经成为工业设计

和工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课题，让网页变得更有视觉

吸引力已成为研究的重点。

1 创建具有视觉吸引力网页的意义

视觉吸引力是指网页上的信息能够吸引用户注意

力的大小。网页信息通常通过它的知觉成分与客户进

行沟通，例如文本和图像，通过合理安排这些知觉成分

创造一个视觉等级，从而能够很自然地指导用户观察

网页[1]。然而，研究表明，用户很有可能会因为一个技

术原因（下载慢）或内容原因（网页上的信息）而离开网

页，并且网页的形式（即用户对网页的感觉）也是导致

用户离开网页的原因之一[2]。对于公司来说，网页的有

用性和吸引力对产品的宣传和销售至关重要。

首先，一个好的网页设计能使用户不离开网

页。其次，好的网页设计能够吸引新用户，例如那些

没有任何特定意图而只是浏览网页的人，这些新用

户可能通过很多方法被网页吸引，但是网页的视觉

吸引力是众多方法中最重要的。再次，除了保持用

户不离开网页或者吸引新的用户外，网页的视觉吸

引力还会让用户对网页的评价产生重要影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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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页的第一印象良好，会使得他们评价该网页时

具有很高的视觉吸引力，甚至一个网站的主要使用

性缺陷可以在极端良好的第一印象的基础上被忽略

掉，第一印象的持续效果并不仅仅限于积极的第一

感觉。事实上，如果用户对网站的第一感觉是消极

的，那么他们即使面对积极的证据时也不会改变观

点，这通常被称作证实偏差[3]，因此，视觉吸引力已经

被认为是决定一个网站质量、用户购买产品或者重

新访问该网站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一个有吸引

力的网站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该网站的信任度，从

而让用户相信他们的服务也是可靠和安全的。

2 网页视觉吸引力的研究方法

网页视觉吸引力主要探测的是用户对网页的审

美反应。这里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探讨这种审美反

应：其一是考察用户观察整个客体的反应时，其二是

检验一个客体的某一部分的反应时。

第一种方法是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理论，该理论认

为，个体对一个客体的知觉不能分解成各个部分，知

觉的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理解视觉吸引力，个体

必须评价完整的、自然的刺激。这种研究方法考虑到

了刺激的生态学效度，促进了完整、真实刺激的使用，

而不是人工创造的刺激。它强调刺激的整体性，因此

这种类别的研究经常使用探索性方法，呈现对刺激的

主观评价。对于网页设计来说，这种研究视角表明，

对一个网页的审美评价应该包括对一个网页总体的

主观评估，而不是评估其具体成分。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研究网页某一部分的反应时

来探测人们对网页的审美反应。这种方法的根基是

实验性审美，主张审美偏好受数学原则管理，例如黄

金比率，根据这个观点，一个人的审美偏好能够通过

刺激的内在成分的功能来预测。例如 1974年Berlyne

开创了“新实验审美学”，将心理生理学的方法引入

审美研究，根据这一思路的研究表明，科学的实验方

法很好地揭露了审美反应，检验了艺术工作的某一

部分的效果。对于网页研究来说，这种方法尝试理

解什么网页成分对用户的知觉有显著影响 [4]。为了

收集用户对网页某一部分的反应，在不影响生态学效

度和刺激的整体性情况下，可以采用眼动记录技术收

集用户的眼动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揭示哪个网页部分

更吸引用户注意。

3 眼动记录技术在网页视觉吸引力研究中的

应用

眼动研究可以帮助大家记录用户浏览网页时快

速变化的眼睛运动数据，包括：注视点、注视时间、眼

跳方向、眼跳距离和瞳孔直径等多种参数，还可以绘

制眼动轨迹图、注视热点图等，直观而全面地反映眼

动的时空特征。

眼睛有两根轴线，一个是光轴，一个是观察时视

线的视轴。视网膜与视轴相交处，从内而外可以划分

为：中央凹、副中央凹、边缘视觉。视角为1°到2°的

中央凹处的视敏度最高，其次是副中央凹（双侧视角

为10°左右），随着与中央凹距离的增大，视敏度显著

下降，提取信息的能力也显著降低[5]。副中央凹预先

阅读中央凹的信息，边缘视觉善于捕捉运动和对比。

用户浏览网页主要分注视和扫视，注视时眼睛相对较

久地固定在一个特定区域，主要信息通过中央凹获

取；扫视时眼睛快速、短暂浏览，主要信息通过副中央

凹和边缘视觉获取。

许多大型网站的设计都会考虑数据上报的功能，

比如某一个页面里各个链接的点击事件具有数据上报

功能等，分析这些后台点击量可以得出用户在网站页

面各个链接的点击分布和热点等结果，从而为网站内

容和设计的优化提供客观的参考数据。如果想了解用

户在网站页面的浏览轨迹、对各区域内容的关注度等

情况，仅从后台数据作点击量统计和路径分析，其结论

还不够全面。眼动研究方法是解决上述需求的一个不

错的选择，因为通过眼动研究，不但可以完整地还原用

户在各个页面的注视轨迹，还可以通过划分兴趣区来

分析用户对各区域内容的关注度。除此以外，还可以

深入分析所有用户的眼动注视轨迹是否流畅、注视点

分布是否合理以及有无明显的兴趣区或疑惑区等，从

而更全面地解决上述需求。从眼动模式去分析问题，

可弥补其他用户研究方法的不足；眼动研究方法与后

台数据分析、可用性测试和用户访谈等方法结合起来，

可以使研究结论更加全面、有效。在网页设计的眼动

研究中，常用的眼动指标有以下几种：

（1）注视轨迹。记录被试者在整个体验过程中的

注视轨迹，从而可知被试者首先注视的区域、注视的

先后顺序、注视时停留时间的长短以及视觉是否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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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注视热点图。用不同颜色来表示被试者对界

面各处的不同关注度，从而可以直观地看到被试者最

关注的区域和忽略的区域等，例如红色代表注视水平

最高的区域，黄色和绿色表示注视水平相对较低，没

有颜色的区域则表示没有注视。（3）兴趣区分析。考

察被试者在每个兴趣区里的平均注视时间和注视点

的个数，以及在各兴趣区之间的注视顺序。

4 影响网页视觉吸引力的主要因素

研究者采用眼动研究方法对网页设计进行了大

量研究，得出了很多有效结论，可以为网页设计提供

参考。根据大量研究结论，总结了影响网页视觉吸

引力的 4个主要因素，分别是大图片、名人图片、搜索

功能和小文本。

4.1 大图片

客体的大小是视觉捕获的一个重要因素，客体

越大，其重要性就越大，视觉等级也就越高。研究发

现，网页中的图像大小与视觉吸引力是正相关的 [6]。

一般来说，用户对有图片的网站的审美感受更愉

悦。图片是文字以外最早引入到网络中的多媒体对

象，它传达信息的直观性与寓意性远远超过文字，而

且图片的引入也大大美化了网络页面 [7]。图像或图

片影响视觉等级，因为用户倾向于首先加工这些信

息，特别是年轻人，更喜欢得到快速服务，他们的注

意广度较窄，不太可能阅读较长而又令人厌烦的文

本。根据视觉修辞理论，图片能够很容易地交流复

杂信息，减少阅读必要。

4.2 名人图片

沟通理论中的社会存在观点提出：一种媒介能让

用户体验到他人的程度就称作是心理存在。根据这

个理论，如果网页能够创造一种温暖的、与人接触的

感觉，那么网页就能够建立一种与用户的心理连接。

网页上使用名人图片作广告，在构建网页与客户的情

感连接上特别重要。有关广告的研究发现，名人，例

如影视明星、音乐家、艺术家等，对用户有很大的吸引

力，名人作广告会让用户更信服，并且显著影响用户

的购买行为[8]。

4.3 搜索功能

目前，网页的用户主要是年轻人。调查发现，如

果让年轻人设计一个他们自己认为理想的网页，他们

会更喜欢设计带有搜索功能的网页，而不是设计很多

的链接[6]。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伴随着科技成长，习

惯了遇到问题就进行电子搜索，而不是查阅书籍，这

样也是非常方便、快速的解决方法。网页的搜索功能

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变成了马斯洛需要层次中的一

个基本需要。

4.4 小文本

现代年轻人注意范围较窄，因此他们不喜欢阅读

较长的冗繁的文本。研究发现，网页中的字符数与网

页的视觉吸引力呈负相关[6]，因此，网页设计时页面上

的文本字数要尽可能少一点。

除了上述4个主要影响因素外，知觉成分在网页上

的位置同样也影响视觉等级，通常放在页面上部的成

分被认为是更重要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通常预期

标题位于页面的最上面。有研究者对大学生浏览网页

时的眼动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在浏览网

页时存在明显的区域偏好，其偏好顺序为中-左上-右

上与左下-右下；男性大学生的平均注视点时间比女性

大学生要短[9]，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浏览网

页时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还有研究者对网

页新闻内容与广告的相关性及网页广告的呈现位置进

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新闻内容和网页广告的相关性不

影响人们对网页广告的加工。位于新闻上方和新闻中

间的网页广告，被注视的次数较多，且注视时间较长；

位于新闻中间的网页广告，其再认效果优于新闻上方

和新闻下方的广告[10]。可见，网页最具视觉吸引力的位

置是网页的上部和中上部[11]。

5 结语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购物形式已经由

商场、店面购物转向了网上购物。网页作为公司和消

费者之间的交流媒介，在不断地向消费者传达着商品

营销信息。这就要求网页设计不能只注重满足点击

链接和付费购买的功能，还应该重视网页的视觉吸引

力，因为高视觉吸引力的网页将更能吸引用户的注

意，影响用户的购买行为，这对目前电商网站占领市

场优势非常重要。网页设计应根据用户对网页各成

分的心理需求来构建出更有吸引力的面页，满足用户

对网页的感知需求、功能需求等基本需要，从而促进

（下转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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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和西方语境之间的积极对话桥梁，这既是对本土

文化的正确表达，也是对其他语境文化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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