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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手机应用中标签与操作按钮的布局关系。方法方法 对不同品牌的Android手机和其他

系统手机的应用界面布局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设计出了3款界面布局方案。结论结论 通

过可用性测试，考察这些设计方案是否符合用户的期望和使用习惯，了解用户对不同设计方案的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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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studied the layout relationship of between label and action buttons in mobile application.

Methods By a comparatively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interface layout between Android mobile and other phones systems

in different brands，based on which it summarized and made three kinds of interface layout designs. Conclusion Through

usability testing，it examined whether these designs can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users and their usage habits，thus to

understand users′satisfaction in different design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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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之一，在该系统的应用程序中，界面的操作栏上会同

时存在标签和操作按钮，例如通讯录应用中，有“联系

人”和“群组”等标签，同时此界面中还有“新建”和“搜

索”等按钮。为了了解用户对标签和操作按钮这二者

布局的满意度，对一些目标用户进行了可用性测试，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设计方案是否符合用户的期望和

使用习惯。

1 可用性测试的含义、主要方法及目的

可用性测试是指招募一些代表性的目标用户作

为受试者，通过观察、记录和分析受试者的行为和感

受，以评估某一产品是否符合可用性。由于可用性测

试常常需要参与者在可用性实验室中完成一系列任

务，因此涉及到一些研究方法的应用，其中出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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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品牌的Android手机应用界面布局

Tab.1 Interface layout of Android phone apps in different

brands

图1 Android设计规范中的操作栏布局

Fig.1 Layout for action bars in Android design

法就是常用于可用性测试的一种有效方法[1-4] 。

可用性测试一方面对于改善系统界面设计、发现

交互框架中的主要问题及细化按钮标签、操作顺序和

优先级等方面很有帮助[5]，另一方面也是以用户为中

心的设计思想的重要体现。

2 Android手机应用操作栏布局的相关设计规范

Android手机应用中最重要的结构元素之一是操

作栏，它在应用程序运行中，通常位于屏幕的顶部。

在Android设计规范[6]中，操作栏可以划分为4个不同

的功能区域：应用图标、视图控件、操作按钮和更多操

作。鉴于这里只针对了“视图控件”和“操作按钮”的

布局进行了测试研究。

视图控件用于方便用户浏览或切换应用中的展

示内容，标签是其中的一种控件样式。如果应用需要

在不同视图中显示内容，通过标签可以在它们之间导

航。操作按钮是用来展示应用中最重要的操作行

为。若要把操作按钮放至多个操作栏中，通常有3个

选择：主操作栏、顶部栏、底部栏。Android设计规范中

的操作栏布局[6]见图1。为了让用户可以快速切换屏

幕和视图，在顶部栏中可放置标签；若主操作栏没有

足够的空间显示操作图标时，可使用底部栏。

3 手机应用的界面布局比较

基于操作栏布局的相关设计规范，以最常见的手

机自带应用——通讯录为例，本部分针对市场上常用

的几款Android手机与其他系统手机，分析其应用界面

中标签与操作按钮（如“新建”和“搜索”）的布局关系。

3.1 不同品牌Android手机应用界面布局的比较

由于目前市面上搭载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厂

商众多，因此，选取了多款不同品牌的Android手机，

通过比较分析它们操作栏中标签与操作按钮的布局，

发现不同品牌为了突显各自的品牌特色，它们的操作

界面跟Android原生界面布局并不完全相同。不同品

牌的Android手机应用界面布局见表1（摘自HTC、小

米和三星手机的通讯录界面）。

3.2 其他系统手机应用界面布局的比较

在智能手机领域，除了Android系统外，另外两款

主流手机操作系统为苹果iOS和微软Windows phone，

也对它们的界面布局进行了比较分析，该二者的布局

也各有特色。iOS与Windows phone手机应用界面布局

见表2（摘自iPhone和Nokia手机的通讯录界面）。

4 界面布局方案与测试

4.1 界面布局方案

对用户而言，到底何种布局方式才更符合他们的

期望和使用习惯？通过上述比较，总结出ABC 3套不

同的界面布局方案，并以手机应用中的通讯录、短信

品牌名称

品牌1

品牌2

品牌3

通讯录 界面布局 说明

标签位于

底部栏；

操作按钮位

于操作栏

标签位于

操作栏；

操作按钮位于

底部栏

标签与操作

按钮混合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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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历为例设计出界面原型图，为接下来的测试做好

准备。3套手机应用界面设计方案及原型见表3。

4.2 界面布局测试

1）测试样本。用户体验专家Thomas Tullis和Bill

Albert认为：“在设计早期阶段，需要较少的参加者来

确定主要的可用性问题，随着设计逐渐完成，设计者

们需要更多的参加者以发现剩余的问题[7]”。鉴于本

测试是对Android手机应用界面布局设计的早期阶

段，因此，本次招募的受试者共14名，他们均为使用智

能手机的用户；年龄在21~52岁之间；男女比例为1:1；

这些受试者目前使用的手机品牌不限。

2）测试准备。将界面原型图制作成纸质原型卡

片并设计测试脚本。脚本内容中，任务一是对3个不

同方案的整体布局进行选择；任务二是对同一应用中

的不同方案进行选择。

3）测试过程。在测试过程中，由1名主持人在测

试间进行一对一测试，由2名设计人员在观察间进行

观察和记录。测试步骤为：首先，由主持人向受试者

介绍测试背景和注意事项；然后，主持人出示任务卡

片一，同时展示出设计方案A、B、C的全部原型图片并

介绍每个方案的特点，让受试者选择方案并说出看法

及原因；接着，主持人出示任务卡片二，依次展示出

“通讯录”、“短信”、“日历”的原型图片，让受试者对具

体的应用界面布局做出选择并说出看法及原因；最

后，当受试者发表完全部评论，主持人告知受试者此

测试结束并表示感谢。

4）测试结果及分析。用户测试的数据统计见表4。

通过对受试者的测试发现，有7名用户最喜欢方案

C，他们认为操作很容易找到，并且习惯标签靠近屏幕

表2 iOS与Windows phone手机应用界面布局

Tab.2 Interface layout of mobile phone apps between iOS

and Windows phone

系统名称

iOS

Windows phone

通讯录 界面布局 说明

标签位于屏幕

底部；操作按

钮位于导航栏

右侧

标签位于标题

名称下方；操

作按钮位于屏

幕底部

表3 3套手机应用界面设计方案及原型

Tab.3 Three interface designs and prototypes of mobile

phone apps

设计方案

方案A

方案B

方案C

布局 通讯录 短信 说明

标签位于

操作栏；操

作按钮位

于底部栏

标签位于

底部栏；操

作按钮位

于操作栏

标签与操

作按钮混

合布局

日历

表4 用户测试的数据统计

Tab.4 Statistics of user testing data

用户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任务

一

C

A

C

B

C

A

C

C

C

B

A

A

C

B

通讯录

C

A

C

B

C

A

B

C

C

B

A

C

C

B

任务二

短信

C

C

C

B

C

B

C

C

C

B

C

B

C

B

日历

C

A

A

B

C

A

C

A

B

A

A

A

A

C

备注

用户认为C最直观，但希
望操作能固定住

用户表示自己的习惯是标
签在上面

用户表示对C方案的布局
感觉良好

用户认为B方案与自己曾
经用过的手机界面类似

用户表示能一眼找到操作
按钮

用户表示只要操作按钮摆
在显眼的地方就行

用户提出操作按钮能固定
的需求

用户抱怨B操作按钮离手
指太远，不如A方便

用户表示C操作明显，但
希望日历能按月份打开

认为BC都能接受，但更习
惯B中标签在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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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位置。超过一半的用户喜欢方案C的短信界

面，认为操作按钮“新建短信”一目了然。有一半用户

喜欢方案C的联系人界面，认为“新建联系人”操作方

便找到。另外，有部分用户建议方案C中的“搜索”和

“新建”能在浏览时固定在上方。有4名用户喜欢方案

A。喜欢方案A的用户习惯标签在上面。有一半的用

户喜欢方案A的日历界面，认为年月日的标签很方

便。其余3名用户喜欢方案B。喜欢B的用户习惯标

签在下面。此外，大部分用户在完成任务二时不会完

全受到任务一中选择结果的影响，而会根据具体的应

用做出自己的选择。由此得知，虽然一些用户在选择

过程中容易受到平时使用习惯的影响（如标签的位

置），但大多数用户对突出了重要操作的界面布局更感

兴趣，认为操作按钮能够方便找到是他们所期望的。

5 结语

通过本次对Android手机应用界面布局的可用性

测试研究，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设计参考，在设计手

机应用的界面布局时应注意，不仅要遵循目标用户习

惯，而且要让用户轻松发现该页面中最重要的操作按

钮，这样能够提高用户完成任务的效率，给他们在使

用过程中带来良好的操作体验，为下一步的设计工作

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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