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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移动应用的情感交互特征及设计方法。方法方法 将情感交互设计融入移动应用设计

中，通过案例分析情感交互在移动应用设计中的价值。结论结论 指出了移动应用中的情感交互内容分为

形式层面、内容层面及行为层面的情感交互。论述了情感交互设计是提升移动产品竞争力及满足用

户情感需求的有效方式，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基于移动应用的情感交互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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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laborate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features and design methods in mobile applications.

Methods Merged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design into the design of mobile applications，and then it analyzed the value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s in the mobile application design. Conclusion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of mobile

applications consisting of the form，content and behavior.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design is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obile products validly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meet user needs.On this basis，it explored the design methods

of emotional interactive based mobil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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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莫格里奇曾阐释：技术不是交互设计的本

质，使用者在交互过程中获取何种情感体验更为重要，

因此他认为体验设计才是值得关注的事物[1]。目前，用

户体验的概念已将设计的目的从效能扩展到情感、意

义的维度[2]。同时，伴随着情感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

展，情感交互成为信息时代人机交互的主要发展趋势，

情感交互设计也逐渐成为研究者及设计师关注的焦点。

1 移动应用的情感交互解析

1.1 移动化生活中情感交互设计的出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开始与

移动应用的设计联系起来。在移动化的生活中，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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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不断增加，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越来越感到不满足，

而这种“不满足”更多的是对移动应用情感方面的不

满，因此，人们对交互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情

感需求上，用户希望产品能够富有情感，可以如朋友般

亲密；同时也期待产品富有魅力，能够贴心、自然。

移动应用的情感交互与PC端情感交互存在很大区

别，这主要是由于操作方式、使用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因

此研究移动应用的情感交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移动应用中情感交互设计的内涵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情感交互是一种以信息为

媒介来融合设计者、产品与用户之间情感的设计方

式。它以满足用户情感需求为基础，使用户在操作过

程中得到情感满足。

移动应用是安装于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上的应

用程序，是用户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产品。在这些移

动应用的设计中，情感是一种高层次的信息传递，而

情感交互是一种交互状态，它在表达功能和信息时传

递情感，勾起人们的记忆或是内心深处念念不忘的情

愫。情感交互无形地存在于产品中，并作为改善用户

体验的一种方法，贯穿在交互设计的细节中[3]。

1.3 移动应用中情感交互的特征

1）基于情感体验的交互设计。情感交互设计的

最终目的是提升用户的情感体验而非仅仅对功能实

用性的改善，在移动应用中使用户在操作和使用产品

的过程中得到精神满足，最终让产品成为连接设计者

与用户的情感桥梁。

2）丰富的交互语义。不同用户在交互行为过程

中具有不同的自我情感意识，对产品的情感解读也不

尽相同。虽然移动应用的存在及呈现形式是相对固

定的，但是它的情感内涵具有丰富性及变化性，这使

得产品的交互语义具有多样性。

3）和谐的时空差。交互设计就是为人们设计一

个空间[4]，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产品进行对话。情感的

交互有时在产品使用结束后带给用户深远的影响，和

谐的时空差为情感化交互提供了一个适度的空间感。

2 移动应用中情感交互的内容

按照交互设计的内容，移动应用中的情感交互

设计大致可分为3个层面，即形式层面的情感交互、

内容层面的情感交互及行为层面的情感交互。其

中，形式的情感交互是交互设计的视觉表现及呈现

结果；内容的情感交互是展现产品功能的主要部分；

行为的情感交互是设计中的核心，它贯穿在整个交

互设计的过程中。

2.1 形式层面的情感交互

形式层面的情感交互不单单是追求视觉上的美

感，更要赋予其意义，提供合理的语境，让用户对产品

“一见钟情”，在视觉上产生情感共鸣。

1）富有情感的图标设计。图标是界面的重要构

成元素，也是移动应用的一张名片。优秀的图标设计

不仅为用户带来视觉享受，还可以触动用户的情感。

图标在移动应用中的情感交互主要表现在：首先，优

秀的图标设计能够带给用户视觉享受，满足用户对美

的情感需求；其次，形象的图标语言能够传情达意，使

用户在交互过程中感受到产品的情感及气质。

2）引人入胜的视觉风格。一个移动应用的视觉

风格与产品的定位、功能及品牌特征密不可分，图形

语言能够营造视觉意境[5]，视觉风格的创新可以带给

用户深刻的情感体验。例如，QQ引导页见图1，在手

机客户端的QQ引导页设计中，采用手绘风格描绘出3

个人们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带给用户亲切、熟悉、温暖

的情感感受。

2.2 内容层面的情感交互

交互内容是交互设计的功能基础，包含了具体的

功能和信息的组织结构[6]。

1）打动人心的功能设计。贴心的功能设计“润物

图1 QQ引导页

Fig.1 QQ guid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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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无声”般地打动着用户。例如，APP store中最火爆

的应用之一Tom猫，它是一只会学说话，也会开玩笑

的猫。它的功能简单但却深受用户喜爱，一是因为它

有趣的功能丰富了上班族单调乏味的生活，二是它就

如同随身携带着自己心爱的宠物，成为用户寄托情感

的容器。功能不在于多而在于真切地满足用户需求，

一个打动人心的功能便可成为最核心的价值，此应用

的成功正在于此。

2）维系情感的文本信息。移动应用中文本信息

的设计主要体现在提示语、引导语等内容上。在移动

应用中，打动人心的话语能够让用户由里及表、由内

而外地感受到自己受到非常良好的对待，对产品产生

使用兴趣并建立信任感。

2.3 行为层面的情感交互

在用户与产品的交互过程中，行为的交互贯穿始

终。目前在移动应用中，行为层面的情感交互主要表

现在肢体行为及脸部表情的情感交互。

1）肢体行为的情感交互。从用户的体验层面来

看，利用自己的肢体行为、动作或语言与外界的交互

是最自然、最亲切和最易被接受的方式，也是最容易

产生动作愉悦感的体验方式。目前在移动应用中已

开始逐渐融入肢体行为的交互方式。同时，也有诸多

操作开始顺应用户自然的行为方式，如“摇一摇”操

作，带给用户积极的反馈，创造一种令人愉悦的情感

体验。

2）脸部表情的情感交互。脸部表情作为行为语

言其意义是十分丰富的。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过识别

人脸表情感知人的情感和意图，再生成与之对应的表

情与人进行情感交互。目前此功能已应用于多款移

动软件中，例如，移动软件"twika^o^"见图2，可以帮用

户把人物面部真实表情转化成文字符号表情，甚至可

以直接通过手机拍摄一张面部表情照片，进而转化成

有趣的文字表情，通过短信等形式发送给朋友。

3 移动应用中的情感交互的设计价值及方法

3.1 移动应用中的情感交互的设计价值

1）有效提升产品的竞争力。目前移动应用层出

不穷，如何在众多的移动应用中脱颖而出是令设计师

们苦恼的事情，而高层次情感需求的满足意味着高附

加值及较好的经济效益[7]，因此，基于情感交互设计的

移动应用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有效方式。同时，用户

评价一个移动应用体验的优劣，不仅仅关注其功能是

否满足需求，让用户感到贴心并惊喜是赢得用户赞美

的重要方面[8]。

2）满足用户情感需求。设计大师Alessi曾阐释：

“真正的设计是要打动人的，它能传递情感、勾起回忆、

给人惊喜。”设计不是设计师的自我表述，而是对用户

需求的表达。情感交互是基于功能的情感设计[9]，界面

的主要诉求是通过形式层面、内容及行为层面的情感

交互设计，满足用户情感需求的设计方式。

3.2 移动应用中的情感交互的设计方法

移动应用的随时、随地的特征决定了其设计方法

的独特性，移动应用的设计者需要从全新的视角来思

考设计，带给用户高质量的产品，提升设计品质。

1）构建不同场景下的情感化设计。移动应用的

存在载体是移动设备，它与传统的PC相比，一大特点

便是使用情景的多样性。情境不仅包括用户的使用

地点，同时还包括使用环境，这些都是随着用户的移

动而时刻发生改变的。具体方法有两种：一是观察特

定情境下产品的使用状态，发掘相应情境中的用户情

感需求并进行设计。设计师应充分考虑特定情境下

用户情感需求的变化，并赋予产品相应的情感与功

能。通过对不同使用情景的研究，从细节上满足用户

需求，使设计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贴心。二是根据

用户情感特征，构想未来产品，编写故事剧本。讲故

事的过程是赋予产品一个情感主题，围绕着这样一个

特定主题展开情感联想，将经验元素和性格赋予明确

的目标和宗旨并引入到设计中，从而构建出更加有生

命活力的情感产品。

2）模拟现实，巧妙运用隐喻，建立情感桥梁。移

动设计中的隐喻手法有自己的独特含义，它是运用拟
图2 移动软件"twika^o^"

Fig.2 Mobile software "twi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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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的方法来表现界面信息，对现实生活中的物品进

行比拟，并将界面语言进行转译，让界面中的材质、造

型、质感等成为新的意义。生活中熟悉的语义符号触

动用户经验记忆中的造型元素，由此产生情感交互。

设计师可以刺激并提取用户内心深处的情感，将用户

熟悉的元素运用于产品界面中，通过产品唤醒用户封

存已久的记忆，与用户产生情感共鸣。例如，腾讯微

博“吹一吹”功能见图3，用户对着话筒吹一吹，或用手

滑动界面，界面中的蒲公英会被吹散。

3）运用合适的技术塑造情感。情感本身是模糊

的、虚幻的存在，但适当的技术却能在情感表达以及

情感激发上发挥作用，交互设计需要思考如何利用技

术来创作出能够打动人类心灵的情感作品。例如，语

音情感识别技术可以分析通话人之间语音交流中所

透漏出的情感信息，未来智能电话的电话簿交互设计

就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将联系人自动进行关系亲密、疏

远的情感化分类，结合通话频率提醒主人注重对好友

的联络，从而维系、加强情感交流。

4 结语

当今时代，移动应用呈爆炸式增长，人与产品之

间不再是冰冷的、无情感的操作与被操作的关系，取

而代之的是更加和谐和自然的情感关系，人们对体验

的需求逐渐增强[10]，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关注用户

的真正所需，而用户的情感需求也将成为众多设计师

的重点。这就需要设计师首先要了解移动应用中的

情感内容，并将富有情感意义的元素及交互行为赋予

设计中，构建情感故事，带给用户愉悦的情感体验。

以情感交互为设计切入点，将为移动应用的交互设计

带来新的方法，并提升整体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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