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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非遗”传承创新语境下的APP界面设计。方法方法 分析优秀“非遗”类APP作品界面设计的

特征，总结“非遗”类APP界面的交互方式及应用，概括APP界面设计中的信息架构和视觉表现方法及原

则。结论结论 将传统艺术语言与信息技术、数字艺术、移动终端平台融合，能最大程度地使民族文化得以保

护、开发、传承与创新。面向“非遗”传承创新的APP界面设计，应充分兼顾产品功能、用户体验与界面视觉

效果的结合，传统元素融入界面设计不应只是“非遗”元素的堆砌，而要考虑如何通过有趣的交互传达传统

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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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researches on APP interface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utstanding work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PP interface design，
summarizes interactive and appl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PP interface，and recapitulates the IIICH-
methodology and principles of APP interface design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and visual design. Digital arts and MT (mobile
terminals) can maximize the protection，development，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ethnic culture. APP interface design
with IIICH should combine product features，user experience and interface visual effects.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integrated
into interface design is not simply loading non-heritage elements，but to consider how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interesting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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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

传承创新上存在着信息缺失、表现缺失、机制缺失等

问题，主要表现在：对“非遗”的保护更多是文物式的

保护，缺乏对其内容的保护；对“非遗”普遍重保护，但

缺乏对“非遗”开发利用的载体；“非遗”保护常常是孤

立在本体本身，缺乏衍生品和实际应用的创新。“非

遗”保护的目的并非使其成为固化和静止的木乃伊，

而是维护和强化其内在的生命力，增进其自身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1]。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只有将科学与文化

相结合，技术与艺术相结合，通过信息技术、数字技

术、艺术手段并用，才能最大程度地使民族文化得以

保护、开发、传承与创新。

随着手持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APP以其便

捷、迅速、可个性化定制推送等特点在信息服务和知

识传播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在大数据时代，APP

的应用会根据用户下载不同的应用内容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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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荐给用户，APP的开发及营销向着智能、人文关

怀的方向发展。APP以其高普及率和用户黏度无疑

会成为传播、应用“非遗”资源的新平台。

1 “非遗”类APP界面交互构思

笔者通过调研市场上主要提供APP的4个商店，

了解到商店中提供的“非遗”类APP种类较少，仅有的

几个应用程序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以为电脑能做什么，移动终端APP就能做

什么，简单地将APP设计为电脑应用程序的缩小版；

其次，APP的交互结构单一，多数只是简单地把数字

化的图文资料平铺直叙地放在APP里，缺乏有效的信

息架构及用户参与；再次，有些APP制作得过于精致

以至于功能繁杂，反而影响了用户对内容的浏览。

笔者从APP精品推荐里找到几款以介绍传统文

化资源为主线的优秀作品，以及我校主持的“非遗”传

承与创新国家级教学资源库项目建设成果作品，分析

总结面向“非遗”类的APP界面设计交互构思。

1.1 实景再现

实景再现式APP界面，以模拟“非遗”资源的制作

或应用场景为界面交互表现元素或手段。页面信息

的呈现及浏览方式还原“非遗”资源设计制作的工艺

流程、技艺展示和工作场景。实景再现的交互方式容

易引导浏览者直奔“非遗”主题，启发兴趣。故宫开发

的《胤禛美人图》APP界面见图1，以图屏中的12幅美

人画面的实景再现为界面主要叙述结构，浏览顺序也

按照 12 副美人图屏原作的顺序从左往右浏览。

Pottery（一起来做瓷）是一款用户黏度很高的制作瓷器

的APP游戏，在APP中应用的就是制作陶器过程中的

实景再现。从制作、烧瓷、绘制图案到上色都是模拟

一个制作瓷器的真实场景，在游戏中玩家可以充分发

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来制作瓷器。《浚县泥塑》

APP界面设计以制作一个完整的泥咕咕工艺流程为

主线，图标应用的都是制作泥塑的器具，界面元素应

用是对泥塑制作情景的提炼和梳理，见图2a。

“非遗”类APP界面设计应根据不同的“非遗”主题

和对象，营造出符合“非遗”主题特征意境的实景氛

围。显然，只是单纯地对既定场景做出复原和重建是

远远不能满足“非遗”类APP界面设计需求的。设计者

必须通过自身对“非遗”对象历史由来、工艺特征、风俗

奇趣、作品与大师等知识的认识，人为地通过设计和重

构来完成情景的重新构建，力求能够通过“非遗”实景

的艺术化表达来激发浏览者的情感和情绪，使之通过

设计师对情景的再构建看到带有浓烈民族文化感情色

彩的“情景”[3]。这样可以有效地烘托展示对象的整体

氛围，从而激发浏览者对“非遗”内容的共鸣。

1.2 360°虚拟浏览

作为一种最接近于实物的展示方式，360°虚拟浏

览广泛应用于虚拟博物馆展品展示及电子商务平台商

品展示中，达到使用者与展示品最好的沟通与交流[4]。

360°虚拟展示能清楚地看到展品各个角度的形态以

及各部分的细节，达到如见实物、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用户可以随意地进行360°旋转观察展品的细节，实现

“非遗”的虚拟再现、知识可视化及互动操作[5]，增强用

户学习的主动性。浏览者可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作

品的全方位结构，弥补了图像展示中角度的限制。《浚

县泥咕咕》APP界面见图2b，利用360°旋转展示技术

可以实现基于用户参与的div互动游戏，用户可以用手

指拖动泥咕咕展品的各个角度进行观看，增强用户的

参与度。360°虚拟浏览的交互技术手段在该APP中

进行了恰当的应用，有趣的交互让用户从各个角度全

方位、立体地了解了浚县泥塑的特征，激发了浏览者主

动了解传统文化的兴趣。除了360°立体展示外，还可

以增加一些针对“非遗”内容局部放大浏览的功能，使

用户浏览作品时对局部进行放大研究。《凤翔泥塑》APP

界面见图3，手指划过某件文物局部随机弹出的放大镜

和相应的局部文字介绍内容，就顺应了浏览者对于内

容深入了解的需求。

1.3 叙事与互动体验结合增加用户的操作黏度

试想一款介绍“非遗”资源的APP，如果按照传统

的知识型叙事结构向用户进行介绍，可想而知，APP的

优势未发挥出来，而劣势却显露无疑。从内容的丰富

性、媒体资源的交互性、屏幕展示的流畅性都远远不如

基于大屏幕平台的网页或电子读物，因此，“非遗”类的

图1 《胤禛美人图》APP界面

Fig.1 "Twelve Beauties of

Emperor" APP interface

图2 《浚县泥塑》APP界面

Fig.2 "Xunxian County Clay

Sculpture" APP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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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大屏幕展示的内容缩小至APP

版本，那么用户很有可能在看完后将APP卸载。

面向“非遗”资源介绍的APP界面设计只有将叙

事内容与用户的互动体验结合到一起，才能提高APP

的可用性和生长性。如《景泰蓝》APP中用户通过交

互游戏实践景泰蓝制作过程中的主要工艺流程，制作

好的景泰蓝还可以参加拍卖，拍卖得到的钱又可以买

到更多的器型、图案、蓝料等制作素材，制作元素的提

升又可以使得景泰蓝的制作更加精美进而拍卖到更

多的钱，形成了一个可生长的激励性用户体验机制，

只有激励因素才能充分调动用户的积极性[6]，进而提

升了产品的用户黏度，见图4。用户黏度的意义对于

APP产品而言，不仅仅是用户活跃度的提升，还有品

牌价值的提升以及付费转化率的影响[7]。如果将该机

制融入到“非遗”类APP界面设计中，则可以有效地将

“非遗”内容知识讲述与用户体验结合，用户参与和激

励机制很好地提升了用户使用APP的黏度，对理解

“非遗”内容知识又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

2 “非遗”类APP界面信息架构

信息架构就是将若干信息有机地组织在一起。

信息架构关注内容结构：如何将内容组织好并进行标

注以便让用户容易找到所需信息[8]。通过信息构架，

在用户与信息之间建立起一个通道，将相关信息快速

呈现给目标用户[9]。有效的APP界面信息架构能提升

信息的可用性和可寻性，以使其能更加高效有序地被

用户认知。“非遗”类APP界面信息架构主要包括信息

的分类组织、信息的层级、信息的呈现3个方面。

2.1 信息分类组织

从认知世界中人们已经获得普遍赞同的信息的

基础结构对信息进行排布，如位置组织法以信息的位

置为依据组织信息；字母顺序组织法以字母排列顺序

（中文可按照拼音顺序）为依据组织信息；时间组织法

以信息发生的时间顺序为依据组织信息，在“非遗”类

的信息分类中广泛应用；类别组织法按照类目组织信

息，在“非遗”APP界面中，常见的如按工艺流程或某

传统技艺所属类别进行分类组织；层次组织法按照等

级关系、任务流程或重要程度等组织信息。

2.2 信息的层级

在“非遗”APP界面信息层级的设计中，经常遇见

的功能层级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扁平层级，即所属功

能属于同一层级的并列关系，这种层级关系适合呈现

栏目数量不多的APP界面；另一种是树状层级，即信

息架构较为层次化或者任务之间有从属关系或任务

流程存在前后关系，适合呈现以任务操作型的体验式

界面信息构架。

2.3 信息的呈现

APP界面信息架构如同带着脚镣跳舞，既要考虑

信息的可读性又要考虑屏幕及交互呈现的局限性，还

要考虑“非遗”内容的特殊性。应该本着以下原则：信

息呈现方便用户快速寻找以及功能板块间的切换；信

息层级尽量保证清晰的结构，将用户经常使用的功能

信息呈现在前面。横竖排信息权重图见图5，由于“非

遗”类APP界面题材的特殊性，设计师在设计时一定

会遇到信息纵向排列和横向排列的问题。因用户阅

读的横扫描习惯，纵列信息保持了一个简单的递减关

系，而在横向信息呈现中，最后一个元素则有个跃升

原理，因此，在“非遗”类信息架构设计中，如出现竖排

文字，应注意到竖排信息最后一个信息重要程度的跃

升，而确定重要信息的呈现位置。

3 “非遗”类APP界面视觉设计

3.1 借鉴中国传统美学版式

APP界面版式设计及视觉效果，都是为了突出产

图3 《凤翔泥塑》APP界面

Fig.3 "Fengxiang Clay Sculpture"APP interface

图4 《景泰蓝》APP界面

Fig.4 "Cloisonne" APP interface

62



第36卷 第8期

品个性，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对屏幕中的元素依据规律

排列组合。“非遗”类的APP界面设计版式可借鉴中国

传统美学形式法则，突出“非遗”类APP的气质以及格

调。如传统美学中的对称美，运用到“非遗”类APP界

面版式中能增加界面的平衡、和谐、庄重之美；中国古

代的文字是自上而下竖书成行，中国传统绘画中竖排

的文字结尾处配以红色的印章，印章在中国画中起着

均衡画面构图、丰富画面效果的功能，竖排文字配以

印章的版式应用到“非遗”类APP界面设计中能传递

出浓浓的古典文化气息，与“非遗”主题相呼应；中国

画中的留白运用到“非遗”类APP界面版式中，能协调

界面上各种视觉要素间的关系，使得界面构图更加协

调。宽松自由的布局也会让APP界面变得更加飘逸、

时尚、清新，浏览起来富有极强的节奏感。

3.2 传统色彩的应用

当用户首次使用APP时，色彩会给用户最直观、

深刻的印象。中国传统色彩中的红色、黄色、绿色、灰

色、白色、水墨黑白灰都可以为“非遗”类APP界面色

彩设计提供借鉴。中国红衍生出来的朱砂红、铁锈

红、砖红等红色，无疑成为“非遗”类APP界面配色的

首选，不同明度、纯度的红色与黑白灰的搭配传递出

庄重、贵族的气质；不同明度的茶色作为一种中性色

可与纯度、明度较高的色彩进行搭配，适合表现传统

泥塑的题材，如浚县泥咕咕；黑白灰的配色能演绎出

浓浓的水墨风情，配以朱砂红的印章使得画面凸显灵

气；蓝紫色与黄色的搭配，适合表现精致、贵气的“非

遗”题材，如景泰蓝。综合运用中国传统色彩时应注

意低纯度、低明度、低饱和度色彩间的对比与协调。

3.3 相关“非遗”具象元素的应用

“非遗”类APP界面设计中可结合所选择的“非

遗”主题选取具象元素，如从“非遗”资源中的原料、工

具、主要工艺、图案、纹饰、质感中提取元素。此外，具

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元素的素材也可以应用到“非遗”

类APP界面设计中，如传统纹饰、传统工艺技艺等元

素都为“非遗”类APP界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语

言。在一些“非遗”类APP界面设计中，设计师将某

“非遗”资源中的材料、工艺或工具元素与导航、边框、

按钮等融合到一起来进行创作，无论从美感还是寓意

上都很完美，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气息。

4 结语

面向“非遗”类的APP界面设计首先应根据“非

遗”内容确定交互目标和用户体验，根据核心功能进

行信息架构，进而进行视觉内容设计。就设计的优选

权而言，趣味性的用户体验高于APP产品功能，功能

高于交互方式和信息架构，交互方式和信息架构高于

界面视觉设计。“非遗”类APP界面设计过程中，应思

考如何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非只是简单地

将传统元素粘贴罗列，当中国视觉元素中以中国“信

仰”，即吉祥文化意境加“化学反应式”的“溶化”方式

体现在当代设计中时，就如鸡尾酒式的多层互渗、盐

溶于水般了无痕迹。将骨子里的中国风格自然而然

地流露出来，这是最高境界的中国设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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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横竖排信息权重图

Fig.5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ows of information weights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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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和合共生。

4 结语

通过互补的理解，笔者认识到：互补作为一种哲

学观念，它从一开始就影响着人类看待与思考问题的

方式，叩其两端、相反相成在指导人们认识世界的过

程中，更多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转化与协调；

作为一种科学原理，互补指导着人类更完整地认识世

界，平衡事物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

互补的视角可以为设计提供更为全面、科学的认知模

式；作为一种方法论，互补不仅仅是取长补短之手段，

更具有协同性、思辨性、综合性的特点，它强调的是从

对立排斥到转化融合，形成多种方法的集合，从而尽

快达到科学创造的目的。

在视觉传达设计实践中，采用互补设计方法可以

突破单向思维的局限，使得思维更加全面，并使得人

们的认识及创新更加深入，在相互对立排斥的方法中

勇于跨界、协同、融合，从而准确、快速、有效地进行视

觉信息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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