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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开拓面向老年人的智能手机界面设计的固有风格，为设计师提供老年智能手机场景式界

面的设计策略。方法方法 从市面上现有的老年手机及场景式界面出发，在理解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

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老年人对于手机界面的特定需求。并通过剖析现有老年手机中的场景式界面，探

讨老年手机的界面设计方针。结论结论 揭示场景式界面与老年手机结合的可能性与优势，总结设计方

法，为今后的界面设计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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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develops the inherent style of smart phone interface design for the elderly，provides the strategy of smart
phone scene-based interface design for designer. Starting from the smart phone interfac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in the
market，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it summarizes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elderly interface for mobile phone. Through analysis of scene-based interface of smart phone for the
elderly，it deeply discusses the interface design methods. It also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and advantage of combining
scene-based interface and phone for the elderly，and provides new idea and method for user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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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早已深入人心，老

年人作为庞大的用户群体，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随着科技的发展，以老年人为主要受众的产品的

开发因社会人口老龄化而变得越来越重要[1]。手机逐

渐渗入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然而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手机界面寥寥无几，

大多数老年人都在使用廉价劣质的小手机，并且对所

谓的高科技充满恐惧感[2]。场景式界面作为界面设计

风格的新方向，以其趣味性、直观性获得了众多青睐，

更为老年手机界面设计打开了新通道，让老年人也能

享受到科技的趣味。

1 市场上现有的老年手机

老年手机可从手机的价位、品牌和种类进行划

分。从手机价位的角度来看，500~1000元的手机卖得

最好，占卖出总量的41%，而价格在2000元以上的则

只占3%。从手机的品牌分析，售出最多的是诺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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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从手机种类的角度分析，普通按键手机稳居榜

首，而老年手机、触屏手机次之，但它们在近年来有上

升趋势，见图1。

2 场景式界面解析

2.1 场景式界面定义

场景式界面是指对界面进行场景化设计，将一个

个孤立的矩阵排列图标及挂件融入场景中，与设计场

景元素结合，再配以场景中的动态效果，使界面更美

观，更富有情感[3]。

2.2 场景式界面分析

少数公司已将场景式界面运用到手机设计中，如

步步高场景式UI以及小米手机的MIUI，都是为年轻人

设计的场景式界面。二者都将手机的基本功能用具象

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风格清新，而且十分时尚。

步步高VIVO S7场景式界面见图2（图2-3均摘自

中关村在线），它描绘了公园里蓝天白云的景象。图

2a将手机中的通讯功能整合在同一界面，在视觉上表

现为电话亭和邮箱，电话亭代表打电话的功能，发短

信功能则表现为邮箱，用户一目了然，更加直观地理

解各个功能的含义。图2b则将时间功能与钟楼的外

表相结合，使用时只需要用手点击界面上相应的图标

即可。

MIUI V5的自由桌面见图3，在表现为书房桌面的

大场景中，用户可自由摆放手机中的各个功能，并将功

能的视觉形式进行还原。导航功能表现为放在地图上

的指南针，联系人功能表现为桌上放置的联络簿，营造

出直观的办公气氛，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意趣。

3 老年人对手机界面的诉求

3.1 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关系见图4。在生理方面，

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老年人的

听觉、触觉、嗅觉和视觉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人从外

界获取的信息中有80%来自视觉，影响老年人使用手

机的生理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视觉。过于简便且抽

象的界面会导致老年人的认知障碍，不利于老年人对

手机的使用。

老年人的视觉变化表现为以下两点：（1）老年人

视觉的信息加工能力下降，具体表现为加工速度减

慢，对刺激的反应潜伏期加长；（2）老年人视觉注意能

力下降，老年人在注视物体时需要集中注意力，但是

老年人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4]。

伴随着生理功能的衰退，老年人的心理特点也让

他们不同于其他群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多数老年人认为自己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并且

图1 老年手机的种类

Fig.1 Species of mobile phone for the elderly

图2 步步高VIVO S7场景式界面

Fig.2 Scene-based interface of VIVO S7

图3 MIUI V5的自由桌面

Fig.3 Free table of MIUI V5

图4 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derly′s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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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比周围同龄的老年人更活跃。感觉器官功

能的下降，使老年人切身感到了自己的衰老。老眼昏

花、听力下降、味觉迟钝，这些都会给老年人的生活和

社交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如由于听力下降，容易误解

他人谈话的含义，会变得敏感、猜疑，甚至产生偏执的

观念[5]。

2）老年人的记忆特性。对记忆衰退之前的事情

记得很清楚，但对记忆衰退之后的事情往往记不清

楚。老年人长时记忆中的情景记忆较差，但语义记忆

较好，例如他们往往记不住某个特定时间发生了什么

事，但可以正常地进行读写和运动。

3）伴随着衰老，老年人智力也是不断降低的。即

便有学习能力，但对于他们来说，学习如何使用手机

也是极其困难的。学习成本过高，导致他们对新生科

技产生畏惧之心，并拒绝使用此类产品。

3.2 老年人对手机界面的诉求

老年人身心的特殊性，导致了他们对手机界面的

需求的特殊性，体现在6个方面：（1）手机界面需具有

较大的按键和屏幕，大面积的按键能够保证老年人进

行精确的操作，显示的字体也应比较大，避免来电时

因看不清对方姓名导致手忙脚乱[6]；（2）手机界面应减

少不必要的信息，需要对菜单树进行优化，把信息量

减至最低；（3）充分利用形象记忆；（4）充分利用意义

理解记忆，注重对功能的理解，其实就是将操作流程

设置得和用户预期的一致，即符合用户的“心智模

型”，声音、振动等形式也利于用户记忆[7]；（5）菜单功

能简单实用，可去掉上网、游戏之类的功能，电话薄的

设计也应简化，设置一键通话的功能，使老年人能够

快速地找出想要联系的人；（6）增加其他贴心功能，如

买菜清单、隔代教育、音乐晨练等。

3.3 场景式界面在老年手机中的应用价值

3.3.1 降低老年人使用手机的学习成本

记忆力的衰退是影响老年人使用手机的最大障

碍之一，过于抽象的功能界面，会加大认知障碍的产

生。场景式可有效地将手机功能界面图形化，并置于

贴近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可以帮助老年人减少认知障

碍的产生，便于老年人理解手机界面中每个子功能的

意义，更好地使用手机。

3.3.2 帮助老年人的心态年轻化

老年人渴望心态年轻化也是设计中必须重视的

因素。场景式界面给人的感觉时尚、美观，可以很大

程度上激起老年人的使用欲望，再加上便于操作的界

面特性，能够有效地树立老年人使用科技产品的信

心，帮助老年人心态年轻化。

3.3.3 增添老年人使用手机的趣味性

随着用户定制的商业概念越来越流行，将用户定

制引入场景式界面也是增添趣味性的途径之一。作

为手机的宣传手段，可以为部分老年人提供定制界面

服务，将老年人家中的场景绘制为手机界面，提供给

他们独一无二的界面感受，让老年人使用手机时感到

自在、放松。

3.3.4 增添老年手机的情感价值

场景式界面无论是在色彩还是风格上，都比普通

的扁平化、拟物化界面有更强的能动性与表现力。对

文化的追忆在老年人的情感中占据着很大的位置[8]，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见图5，如果将春节、京剧、书法等

富有文化特征的元素符号融入手机界面的设计中，可

以减少老年人对冷冰冰的科技产品的疏离感，增强手

机的情感价值[9]。QQ手机UI设计见图6，它将京剧脸

谱、传统书法等中国元素应用到手机UI的设计中，营

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

4 老年智能手机场景式界面的设计策略

1）在界面中融入老年人所熟悉的家居场景。如

图5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Fig.5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lements

图6 QQ手机UI设计

Fig.6 QQ phone UI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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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80年代的旧电视、老电扇放进场景式界面，会比高

科技的界面表现更具亲和力，可消除老年人对智能手

机的恐惧。

2）界面色彩需鲜艳。基于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大

片的灰色及浅色或许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却会对老年

人的视觉识别造成障碍。鲜艳的颜色，强烈的对比，

风格的统一，这些更符合老年人的使用需求。

3）交互动作需简洁、明确，交互流程需简短。

IPhone中使用两指、三指的操作虽然酷炫，却不便于

老年人记忆与使用，因此手机中交互动作的设计必须

简单好记，不易引起误操作。一个按钮一个功能，操

作后应有明确的提示，手机使用过程中有效的反馈能

够增强老年人的自信心，以便更好地使用手机。交互

流程则尽量简短，同一个界面上的功能控制在3个以

内，便于老年人记忆。

4）模拟现实生活中的交互动作。如在打开阅读

应用时，通过手指从右向左滑动翻页，模拟日常生活

中翻书的姿态，降低老年人的使用难度[10]。

5 场景式界面在老年手机中的应用案例

德赛老年手机界面是针对老年人设计的场景式

界面，率先在国内取得了应用。它将主界面设计为模

拟乡村家居场景的长卷，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内置

乡村风格和城市风格两套家庭情景模式操作系统，以

及一套普通模式操作系统，可凭用户的喜好自由切

换；（2）充满怀旧与温馨的界面风格，主色调为温暖的

黄色，界面均采用手绘，加强手机使用时的质感；（3）

同类型应用分布紧凑，各个功能区占据不同的分屏，

便于老年人的记忆与使用。

德赛老年手机场景式界面见图7，主界面长卷划

分为客厅、阳台、书房和所有应用这4个部分，不同的

分屏集合了不同的功能种类。在客厅界面中，桌面上

放置了电话本、电话、通讯记录、相框4个图标，整合了

电话本、拨号、通讯录和快捷亲情号这4个功能。在书

房界面中，电脑桌上放置的电脑、耳机，分别代表着视

频和音乐的功能，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具象的表现

形式和富有美感与亲和力的场景式界面能更好地帮

助老年人使用手机，增添视觉上的趣味性。

德赛老年手机不只对主界面，甚至对每个子界面

都进行了场景式的设计。例如关爱功能中的健康检

测功能，用一个红色的药箱来表示，其中心率、血糖、

血压和体温的测量都合理放置在药箱的各个部分。

德赛老年手机健康检测界面见图8，如点击血压图标，

屏幕上就会出现血压计的图案，再通过外接设备就可

测量血压。老年人不需要阅读文字，就能轻易地找到

所需功能，这便是场景式界面的优势所在。

6 结语

场景式界面通过与老年手机的融合，让人们看到

了设计的更多可能性，新生设计概念也能为老年人所

用，为他们的生活增添活力。老年手机界面的改善只

是一部分，针对老年人的设计应覆盖衣食住行的各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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