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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动态交互在移动应用软件中的应用场景及价值进行分析。方法方法 将移动终端应用软件

的动态交互设计分为引导页设计、转场设计、加载设计及反馈设计4种交互场景，并将其引入移动应

用软件设计中，进而分析了动态交互在移动应用设计中的价值及交互语义。结论结论 动态交互具有增强

操作感、丰富交互形式以及引领用户故事经历的价值，从而带给用户全新的交互体验。设计师应积极

思考如何运用与创新不同的动态交互方式，为移动应用软件设计扩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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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its value of dynamic interaction in mobile application
software. Methods It divided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design of mobile terminal application software into four interactive
scenario such as guide page design，transitions design，loading design and feedback design，and it brought it into the design
of mobile application software，further analyzed the value and interaction semantics of dynamic interaction in the mobile
application design. Conclusio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can enhance sense of operation，rich forms of interaction and lead
user story experience，bring good interaction experience to the user.Designers should think about how to use and innovate
different ways of dynamic interaction，hen it will bring the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mobile application
softwa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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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与触摸技术及硬件交互的

发展，人机操作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1]。同时，移动

化风暴呼啸而来，在移动软件层出不穷及用户界面

日益发展的趋势下，交互方式呈现多样化，动态交互

的运用在丰富交互形态及增强操作效率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1 解析动态交互

1.1 动态交互的概念

人类行为作为交互性内涵的最基本层次，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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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性的本质是人的动作，这种动作行为包含人和

人、人和交互物之间的互动[2]。

动态交互是相对于静态而言的，在移动界面中的

动态交互是指用户发生触发、点击等交互操作时所产

生的动态反馈效果，并不单纯是对动画效果的引入和

运用。运用动态交互的目的如下。首先，动的形式使

设计元素在静态的背景中更容易吸引用户注意力，引

导用户视觉流动。例如，地铁中，传统的指示图是采

用静态地图，而现在车厢中运用动态指示灯的方式，

通过指示灯的闪烁便可清晰地知道下一站及地铁的

运行方向。其次，在手机应用中，当前屏幕内的空间

是有限的，而屏幕外的空间是巨大的，设计者可运用

多种运动交互方式来链接场景的转化，扩展界面范围

及内容。另外，通过更加生动、高效的方式引导用户

操作，丰富了交互语言，使得原本枯燥、复杂的操作变

得更加有趣、容易，提升了产品用户体验。

1.2 应用软件中动态交互的构成元素

速度：是指在手机屏幕中，用户操作过程中动态

元素运动的快慢。动态效果中对运动速度的处理至

关重要，不同的速度与节奏表现的产品内容及适用场

景是不同的，设计师需要对运动速度进行量化。

强度：是指在屏幕中，动态元素的运动强弱程

度。例如，运动的过程常会伴随有振动、反弹等效果，

使物体在界面中的虚拟运动形象更加逼真。

方向：在移动应用中，运动对象从起始位置移动

到终止位置，其位移趋势称为运动方向。动态交互的

运动方向具有多样性，同时方向需要有一定的指示性

及隐喻性。通常在一个移动应用软件设计中，运动方

向应尽量保持统一，多方向的运动会带给用户混乱、

迷失的感觉。

形式：动态交互的运动形式主要根据产品的真实

特点，模拟真实物品，并使操作物品的过程接近生活

中的本来面貌。如手势缩放、力学弹性等，这些运动

形式的轨迹方式常见的有直线、曲线及旋转等[3]。运

动形式与动态交互的表现内容有关，通过不同的运动

方式可以表现界面的逻辑关系。

2 应用软件中动态交互的应用场景

目前应用软件中使用动态交互的场景主要有：引

导页、转场、加载和反馈设计。

2.1 引导页设计

引导页是用户在首次安装并打开应用时，呈现给

用户的“说明书”。目的是希望用户能在最短的时间

内，了解应用的主要功能及操作方式，开始愉快的体

验之旅。优秀的引导页设计引人入胜，是帮助用户了

解应用与沟通的有效机制。

动态交互通常以故事形式贯穿于引导页设计中，

或是通过动态交互的效果营造出镜头移动的氛围，从

而吸引用户注意，凸显应用的特性与气质；或者通过

描述典型场景，将动态交互的方式进行串联，从而树

立自身的品牌特征。例如，乐活志应用的引导页采用

由黑白线稿变为真实色彩的场景，与其品牌内涵相吻

合——为生活带来色彩。

2.2 转场设计

转场设计是链接不同页面及场景的桥梁，通过动

态交互操作达到自然、流畅、生动的效果。在转场设

计中，常见的表现手法有折叠、翻页、旋转等。

1）折叠。“折叠”的内涵是指物体的一部分折起，

应用于对同一对象或是关联度较高的两个界面。在

新闻类、阅读类软件中模拟纸张折叠的转场设计已并

不陌生，例如，阅读类应用软件Flipboard见图1，它采

用的转场设计是典型的折叠方法，模拟现实生活中纸

张折叠的效果，与产品的使用情景相吻合，带给用户

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

2）翻页。翻页是用户控制页面的一种动态交互

方式，页面不能在一定的区域内显示所有内容时，需

要进行分页设计，此时用户通过翻页来实现阅读内

容。在设计时，通过暗示交互操作方向、使翻页自然

过渡及快速响应等方法是提高翻页效果的有效途

径。

3）旋转。在移动应用中，旋转设计是对有限大

小屏幕的无限运用，通常是一个界面旋转为另一个

界面，呈现新的并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内容。与折叠

的动态效果相比，旋转的运动及变化幅度较大，节奏

更为紧凑。例如，天气应用Weathercube软件中运用

了大量的旋转动态交互效果，采用极简的全手势操

作，通过点击、滑动、捏合3种交互手势可以查看天气

内容，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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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载设计

页面加载时，过长的加载时间容易让用户焦躁，

甚至会使用户离开页面。有趣、生动的动态交互将减

轻等待时间所带来的“不耐烦”，留住用户。加载设计

时应将加载前及加载结束两个状态巧妙链接，动态的

运用不宜过于突兀，让用户在等待的过程中得到一些

乐趣、惊喜。

1）模拟现实场景。人类的先天倾向在于把物品

拟人化，把场景拟物化，把人的情感映射到生活物品

中，因此，在加载的动态交互设计中对现实场景的动

态模拟不仅能降低操作难度，同时让人与产品进行情

感交流。比如在Cut the Rope中，打开应用时的加载

过程采用刻刀划开箱子的动态效果，而关闭游戏的加

载过程采用胶带封箱的动态效果，将用户等待时的注

意力转移到生动有趣的动态交互场景中，见图3。

2）通过动态加载设计展现品牌标识。在加载的

动态交互设计中，融入品牌符号是一种巧妙的方式，

将品牌形象动态化，用户在等待的过程中便加深了对

产品的印象，运用图形的语言营造视觉意境[4]，同时缓

解了枯燥的等待过程。例如，“天猫”在下拉刷新这一

加载设计的细节中，将天猫的卡通形象进行动态化，

加载的过程中，小猫眼睛会随上面的毛线球左右摇

摆，像这样具有特点与情感的动态交互方式也会成为

一个产品的代言与象征，见图4。

2.4 反馈设计

应用软件中的反馈交互设计是指通过合适的反

馈以及和程序之间的交互让用户知晓当前的操作状

态，而不仅仅是提示操作错误。通常可将反馈分为两

种类型：一种为正面反馈，另一种为负面反馈。

1）正面反馈。在正面反馈机制中，运用动态交互

的方式，可以以恰当的方式提示用户目前正在进行的

操作，帮助用户打消顾虑，建立操作信心，防止用户在

进行了正确的操作后由于担心自己操作有误而撤消

之前的行为。

2）负面反馈。对于应用软件的使用者而言，为了

不让用户继续错误下去，需要帮助他们纠正操作中的

错误。柔和的动态交互提示是一种更加恰当的反馈

提示方式，可以避免带给用户消极的情感体验。例

如，在360密码输入框的设计中，当用户输入出现错误

时，输入框抖动提示输入错误，如同一个摇头说"NO"

的孩子，通过在反馈设计中有效地运用拟人的动态交

互，增强产品的亲和力，降低用户的失败感，见图5。

3 动态交互的交互语义及设计价值

3.1 增强操纵感，吸引用户操作

交互中的人们不是静观默察，不是置身事外，而

是身体力行，是实际操作[5]，如何吸引用户进行操作成

为诸多设计师所思考的问题。日本心理学研究者海

保提出了设计的3个着眼点，其中一点是“存在的设

计”，即像灭火器那样以提示产品自身存在的设计，要

求引人注目、表明差异、显示用途[6]。采用恰当的动态

交互便是通过“动”的形式引起用户关注，在界面的情

境中吸引用户操作，增强碰触感。最典型的例子是

图1 Flipboard软件

Fig.1 Flipboard software

图2 Weathercube软件

Fig.2 Weathercube software

图3 Cut the Rope软件

Fig.3 Cut the Rope software

图4 天猫商城

Fig.4 Tmall

图5 360密码输入提示

Fig.5 360 password rem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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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d用流动封面的方式来展示电子书或音乐集，用户

通过滑动来实现操作，使得很多用户会心不在焉地把

玩[7]，这是动态交互界面的吸引力。

当用户长时间面对静止的屏幕，执行操作任务，

连续的心理活动使精神高度集中，以致产生疲劳心

理，因此交互设计师应避免长时记忆及操作引起的出

错、失误，而恰当的动态元素将缓解并刺激用户的感

官，从而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使原本乏味的操作模式

变得更加生动。

3.2 丰富产品的交互形态

移动化的设计变幻无穷，各种交互方式不断推陈

出新，挑战着用户的操作极限，交互形态复杂多样，一

方面可以依据产品的具体特征来进行设计；另一方面

也可以根据功能实现的原始模式进行探索。动态交

互提供了一种新的、出人意料的、有趣的设计方式，对

现实场景的动态模拟使得产品变“活”了，界面由静变

动，产品由单一变得丰富、有活力。例如，获得豌豆设

计奖的知趣天气应用，运用了大量的动态交互形式

——风、雪、雨等天气形式，将传统的静态天气显示状

态变为生动、感性的动态交互，包括视觉、听觉、感觉

等刺激[8]，丰富的产品形态深受用户喜爱，见图6。

此外，不同的运动方式及速度的变化呈现出多样

化的表现形式。动态的变化方式本身就具有多样性，

随着动态元素大小、颜色、形状的改变，其呈现的结果

也不尽相同，产品所表现的气质及风格又将随之改

变，因此，动态交互具有丰富的表现方式。

3.3 引领用户亲身经历

用户体验已成为设计的一部分，情感化设计要求

更加贴近用户。动态交互设计以动态的形式融入带有

故事性及文化性的内容，在用户操作的过程中，体验故

事场景，寻找一段记忆、一个故事。此外，动态交互带

给用户美好的回忆、独特的个性，是从生活出发、为生

活而设计的实践。目前，许多应用软件开始运用动态

交互的方式来展现产品的功能，引发用户的情感[9]。

4 结语

随着移动化生活的到来，设计越来越被人类重

视，人们对体验的需求逐渐增强[10]。打造一个优秀的

移动应用离不开对交互设计的优化，而应用动态交互

的形式将在表现的巧妙和精巧上丰富产品的交互形

态，带给用户全新的交互体验。设计是创造新的生活

模式的一种行为活动[11]，设计师应该扩宽思路，思考如

何运用与创新不同的动态交互方式，给移动应用的发

展带来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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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统一协调[9]，这需要包装设计师对新材料、新工艺

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足够的社会责任感。

4 结语

现代包装设计的创新必须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

虑，充分考虑时代特点、文化内涵，理性地把握人性观

念，充分研究材料和工艺，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尝试才

能成功，打开思维，挖掘现代包装设计的创新空间。

作为美的设计者和引领者，现代包装设计师必须具有

探索精神，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社

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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