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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人机交互设计在移动设备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多角度分析和解答移动设备中人机交互

的各项指标，首先强调人机交互的地位，接着将人机交互与传统的学习方法进行对比，由此得出多种

可以让人更完美匹配移动设备的使用经验。结论结论 从研究背景、设备优劣势分析、人机优化探索和案

例分析 4个方面分析人机交互设计在移动设备中的应用方式，通过多平台的优劣势比较及对人机交

互的剖析，得出人机交互设计可以使移动设备更方便人们使用。

关键词：移动设备；人机交互；界面；移动学习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4）16-0046-04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Design in Mobile Devices

DING Feng1，JIANG Zhu-ming2

（1. Changzhou Institute of Mechatronic Technology，Changzhou 213100，China；2. Changzhou Institute of Light Industry

Technology，Changzhou 213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ve design in mobile devices.

Methods It analyzed and solved each index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mobile devices from multi angle，firstly

emphasized the interactive status，the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method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so

that more people can experience the use of more perfect matching device. Conclusion From the application background，

the analysi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equipment man-machine optimization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it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ve design in mobile devices from 4 aspects，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ulti platform and analysis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esign can make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use mobil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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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移动通信在信息高速发展

的今天早已进入每个人的生活中。据研究机构的统

计调查表明，有别于2009年手机市场的不景气，2010

年世界范围内手机出货幅度大大上升，同比增长

20%，初步统计达到14亿部[1]。其中智能手机因其人

机交互的智能性成为最受欢迎的手机。在14亿部手

机中就有4亿部是智能手机。2010年仅国内智能手机

的产量就超过了3000万台[2]，占据手机市场20%的份

额。与此同时，针对不断提高的网络需求，3G网络很

快被普及。3G网络的出现为将来智能手机朝智能方

向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良好铺垫。从手机使用频率的

角度分析，由于经济发展导致城市化的节奏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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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不断增

加，人们上班和下班在路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移动

设备自然而然成为大众在地铁、公交中最主要获取信

息的媒介。研究报告指出，智能手机中的网页浏览、

书籍阅览和及时通讯聊天是大众对智能手机最主要

的使用目标，占有率分别为52%，48%和34%。除此之

外，随着高性能智能机的不断发展，以及iPhone，HTC，

三星等双核手机的不断推出，这些都为在手机上流畅

运行大型游戏和流媒体影视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毋

庸置疑，移动设备已经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1 移动设备优劣势分析

1.1 优势

1）便捷的无线通讯功能。作为一种即时通讯的

移动设备，无线通讯具有信号覆盖范围广、信号强等

特点，信号强度很好地帮助了人们进行更加快捷舒适

的人机交互，减少了移动设备和人之间的障碍。

2）设备配备部件完善。智能移动设备大都配备了

各种各样的硬件功能，例如麦克风、耳机、照相机等功

能。就麦克风而言，移动设备会对用户的声音进行录

入并通过各种技术的支持来达到话语的减噪等人机交

互效果，为人们的通话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智能

设备的像素也逐渐提升，如今很多设备已经实现根据

人像进行修改和滤镜美容，通过用户的参数设置和动

作对照片进行美化。利用这些功能，用户能很好地通

过拍摄、录音、动作手势等各种实体动作进行对移动设

备目标的优化，从而达到更好的人机交互网络的构建，

为进一步的移动设备智能化打下扎实的基础。

1.2 劣势

1）按键少而且功能不一[3]。由于受设备成本和大

小的限制以及苹果极简工艺风格的影响，手机按键已

逐渐从塞班时代的全键盘或九宫格简化为极少数物

理按键。这也就直接导致有相当大一部分功能的交

互按钮是重合的，而且相似的功能键对于不同品牌的

制造公司其设计用途也是大相径庭。例如索尼爱立

信的上下左右按钮有别于一般手机的设计，其交互功

能是相反的。这间接导致了不同使用者交互习惯的

差异，为移动设备交互的统一性造成了困扰。再如智

能手机的触屏打字模式，如今手机大都为单手操作

（除三星某些大板砖和平板外），受键盘大小的影响用

户无法进行双手键盘操控，这对用户的交互便利性也

提出了挑战。市面上推出的几款全键盘移动设备，虽

然刻意模仿了全键盘的清晰舒适性，但由于屏幕的有

限导致按键狭小，影响了输入的正确度，人机交互也

由此受到了影响。有不少智能机推出了全键盘，但以

非智能机为典型的大多数手机依然采用的是数字键

盘，输入文本速度非常慢。诚然，交互是一个相互协

调的习惯过程，相信在移动设备不断普及的今天，按

键问题会被用户的人机交互习惯所替代，不会造成较

为明显的困扰。

2）屏幕大小问题。移动设备具有便于携带的特

性，这一移动特性直接影响了移动设备的尺寸大小。

虽然2012-2013年在三星大屏手机的带动下手机在向

大屏飞速发展，四寸及以上屏幕越来越成为主流[4]，但

是相较于传统PC交互的屏幕大小，移动设备仍存在

先天的劣势。与电脑显示器不同，移动设备依然存在

屏幕展示区域有限的弊病，这无形中增加了人机交互

选择的局限性，极易造成交互内容传输不到位和信息

模糊等问题。为了保持交互信息的完整性，移动设备

往往要将交互信息进行翻页或下拉等操作从而达到

信息的完整铺盖，无形当中不利于交互便捷性的发

展。当用户进行交互内容的阅读或跳转时，多次点击

容易造成交互内容不清的现象。

2 移动设备人机交互优化探索

针对移动设备尺寸展示区域有限、交互内容被分

割成众多部分、页面布局凌乱结构复杂等弊病，通过

以下几点对交互排版进行适当优化。

1）导航简洁明了化。针对手机这一移动设备而

言，安卓系统学习IOS系统，尝试将导航进行分级归

类。分支和小类以折叠涵盖的方法归属于第一导航

窗格中，用户若要进行信息的提取，便可先通过该信

息的大类导航点进去进行细分搜索，从而找到需要获

取的APP信息。例如，用户若想在手机移动设备中打

开QQ这一社交工具，普通的导航交互需要用户不断

进行翻页在众多的软件中进行寻找再打开，而将导航

进行一级二级分类之后，用户只需要找到社交这一第

一导航窗口，由此进入，很容易找到QQ软件的位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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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此以外，针对目前不少设备采用的动画导航方

式，由于受设备硬件所限，往往会造成卡顿现象，因

此，应适当将动画导航简化为纯文本导航，既清晰又

提高了人机交互速度[5]。

2）清晰的HOME键按钮。无论是物理按键还是

虚拟按键，HOME键的存在都将大大简化交互的难

度。当用户对交互信息进行层层点击筛选时，主菜单

键的存在能保证用户在最短时间内回归桌面，防止交

互乱象的发生。这一现象如今已被大多数智能设备

所运用。

3）撤销按钮的增加。相比较后退按钮返回上一

级的界面，撤消按钮的存在能很好地纠正用户失误，

方便用户进行改正。用户在进行交互时需要一定的

适应过程，而且即便熟悉交互操作以后，受限于屏幕

大小和按键等局限性因素也很容易产生误操作[6]。

3 移动学习方向的人机优化

1）短信式移动人机优化。移动设备人机化的一

个很重要的传统学习通道，就是通过让用户将学习短

信发送到服务云端，云端进行分析后进行对用户的短

信反馈，学习材料也通过短信一并发送给用户。学习

材料一般由超链接、文本内容和图片等组成。一般而

言，用户发送短信内容由代码和文字两部分组成，云

端进行代码分析后，进行程序的响应。然而，此过程

往往需要让用户进行对代码的熟练记忆，否则很难编

辑出正确的符合服务器算法的短信，这无形增加了用

户自我学习的门槛，加深了用户对人机交互认知的负

担。短信模式虽然传统，但仍是不可或缺的。针对这

一情况，相关部门应开发出相应的APP，用户下载安

装教程学习后，通过APP中的图形化界面进行个性化

的操作。用户仅需编辑相应的文章内容，代码等较难

编辑的就由APP来帮助协调完成。除此之外，APP对

服务器回馈的信息也做了一个详尽的算法归类整理，

将代码和信息进行解析分割化，简化内容，使信息图

形化。例如对于多条短信的分层次进行智能合并，减

少了阅读的困难，有利于人机交互的便捷。

2）软件学习人机交互设计。与短信设计的解决

方法类似，用户也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进行更为方

便的一体化学习，但此类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无

法真正实现教学同步。往往软件的功能限制导致学

习知识无法得到良好的补充、教学模式不同步、评价

体系不一致等问题。针对这一普遍学习模式弊病的

解决迫在眉睫。对此，相关人员应有机地将移动设

备的即时通讯特性与软件结合起来，对软件进行优

化，如添加和老师在线交流对话平台等；也可以在软

件中嵌入短信模式和邮件学习功能，并对老师的联

系方式作出有效整合，在联系时无需退出软件再进

行相关操作。APP的通讯录也应该与本地进行同步

匹配，方便学习者不用打开软件就能进行联系。将

老师从软件上“搬下来”，成为真正通讯交流过程中

的一份子。除此之外，如今十分流行的“附近的人”

功能也能在此模式中加以运用，用户可通过地理位

置信息的共享进行搜索，从而调取附近用户的学习

资源和学习情况，这不仅能方便用户进行资源共享，

也能帮助用户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伙伴，形成共同

学习的良好氛围[7]。

3）网页移动人机交互。网页式移动设备由两大

类组成，用户可以通过类似PC上的网站进行WEB站

点的打开进入，也可以通过专门针对手机用户而建立

的手机网站进行点击进入学习，即所谓的WAP网站。

后者相对来说对手机处理运算能力较为宽泛，因此受

众面更为宽泛。针对WAP网站的不足可进行以下优

化。（1）页面板块布局优化。WEB站点由于屏幕较大，

可以容下较多的多媒体信息，而手机则不同，对于

WIFI仍未大范围普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手机的运行

能力、上网资费等都成为了局限性因素。针对这一问

题，要实现大范围的WEP移动交互学习，有必要对页

面板块进行简化[8]。在放置内容时要在实用的基础上

再考虑其他因素，实现用户学习成本效益的最大化。

例如，可以少放置几张图片，减少用户的流量消耗

等。实用性之后才是考虑美观程度，风格应尽量从

简，方便用户交互信息的获取。针对硬件技术问题，

在用户移动设备终端无法频繁更换的条件下要尽量

对WAP站点进行功能优化，提高用户的运转体验性。

（2）点赞和分享[9]。此种行为最早起源于电子书市场，

如今已遍布各大社交网站。点赞和分享这两个简单

的手势操作能很好地将各种资源与网络社交好友的

资源进行整合，让好的文章更加优秀，让值得分享的

文章被更多的人知道。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有

共同学习目标的人形成一个学习生态系统，进行资源

分享、问题解答、互帮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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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由于新时代多媒体和信息统一化步伐的不断加

快，移动终端的人际交互界面已更加体现用户体验度

和用户情感因素[10]。移动设备由于其本身的特点，用

户在进行人机交互时会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限制，相

比计算机移动设备也有便于携带、使用率高等特点。

移动终端如何扬长避短同步提升硬件和软件设备，更

好地探知人类行为，提出更适合于移动学习人机交互

的优化方案，必将成为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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