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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分析并论述“扁平化”理念在交互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界面设计

从“拟物化”向“扁平化”转变的原因，并提出扁平化设计不仅仅是视觉风格的扁平，更强调其交互层面的含

义。结论结论 扁平化设计是一种糅合视觉风格与交互理念的设计思路，视觉风格、信息层级以及交互逻辑的

扁平化目的，都是为实现交互的易用性和创造优质用户体验；扁平化设计在交互设计中的应用，为复杂的

系统引入了秩序，是未来界面设计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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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the flat concept in interaction design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it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ransforming from skeuomorphism to flat in interface design. In addition，it

presents an idea that the concept of flat is not just a flat visual style，but also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action. The

flat design is a design idea that combines both the visual style and interactive concept. The purpose of flat design in visual

style，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and interactive logic is to achieve the better usability and user experience. The application of

flat design brings the order of complex system and it will be the trends of interface design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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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界面设计的扁平化浪潮可谓如日中天，从微

软的Windows 8开始，还有后来Google的Android，到现

在苹果的iOS，都采用了扁平化的设计理念。在很多

人眼中，扁平化设计就是：界面被设计成扁的平的，无

立体感的。其实在“扁平化”这个词流行以前，一直都

在强调交互的易用性和创造优质用户体验，并一直在

努力朝这方面做。而“扁平化”一词的出现，实现了对

这些设计目标的总概念，它不仅是一种简约的设计风

格，更是一种设计理念，“让内容更直接呈现，功能以

更低成本完成，让用户获得更好的交互体验”。

1 未来界面设计趋势探讨

2013年 9月11日，当回归苹果极简风格设计的

iOS7.0一经面世便引来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瞬间“扁

平化设计”这个敏感的词汇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扁平

化风格作为设计潮流以不可抵挡之势在界面设计领

域蔓延开来。所有的界面似乎一夜之间都被拍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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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各大主流网站和移动应用也纷纷通过设计极

力称颂扁平化设计给人们带来的便捷。可以说iOS7.0

引领了设计潮流，关于未来界面设计的趋势也似乎成

了板上钉钉的事[1]。

1.1 交互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

人们对于iOS7.0风格迥异的扁平化设计存在着

毁誉参半的争论，很多人因不喜欢 iOS7.0的视觉风

格，而反对扁平化。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都陷入了

一个误区，即扁平化只是视觉层面的扁平，所谓扁平

化的设计风格，也就是直接把UI一刀切地去掉肌理[2]。人

们沉醉于拟物化所带来的熟悉感，也就对扁平化的界面

风格转变产生了质疑。

扁平化设计理念，源于设计师希望人们的注意力

从过分聚焦在界面元素的状态，回归为重视内容本

身，而复杂的肌理只会干扰内容的表达，因此iOS7.0

的设计相比之前变得更加简洁。但扁平风格不仅仅

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物体概念在数码界面中的抽象体

现，扁平化设计的前提是对内容的信息架构有所要

求。确保扁平界面的可用性，首先需要梳理清楚内容

的层级结构，让用户找准交互对象，这一点基本功做

好的前提下，所谓“拟物化”与“扁平化”的风格争论似

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设计师对于“扁平化”的思考，

本质上颠覆了交互内容的呈现方式，所谓的扁平或拟

物的UI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

1.2 交互层面的扁平化

扁平化设计是一种糅合视觉风格与交互理念的

设计思路，不能单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无论哪种

风格，其根源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性化需求。在数

码设备普及度不高的年代，拟物给人们搭建了现实与

虚拟环境里很好的平台，是一个过渡和引导的过程。

但随着各种移动终端设备的多样化和普及，也就不再

需要拟物来帮助人们了解系统本身，人们更倾向于通

过自己的设备快速、准确地获取资讯。

伴随移动互联的飞速发展，终端软件所承载及要

传达的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如何在短时间内让用户

快速获取所需内容，是每个产品设计师关注的核心问

题。无论视觉展现还是交互过程，如果增加了用户的

认知、学习成本，势必会影响产品使用过程中的交互

体验。当信息成为界面主体并要求更多视觉关注力

时，过去的纯粹装饰性设计开始成为内容化界面的重

负，必然受到逐步减弱和剥离。扁平化设计通过UI图

标的去拟物化，视觉效果的去立体化，旨在弱化“容

器”，强化“内容”，让讯息在传递过程中进一步压缩层

级，更直观地将内容展现给用户[3]。

扁平化风格不意味着设计工作本身可以得到简

化，更不意味着界面可用性的衡量标准可以被降低。

苹果对iOS7.0进行重新设计也远远不是换一套视觉

风格这么简单，相比于界面的视觉风格，“扁平化”从

本质上讲更关注交互层面的东西。

2 扁平化设计在交互设计中的应用

2.1 视觉风格的扁平化

产品界面设计的改变离不开设备本身的发展变

化，正如宽屏液晶显示器的普及使得旧式网页设计迅

速淘汰。近年来，各种不同尺寸和配置的移动终端产

品的出现，填补了产品生态链中不同级别间的空缺，功

能也日益强大，其能完成的任务在某些方面已经无法

通过拟物来实现，同时也对界面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成更复杂的交互，并且避

免随之产生的复杂操作，设计师不得不简化设计语言，

使界面设计回归到如何理解功能内容和应用本身，而

“扁平化风格”成为这次快速演化的最直接表现[4]。

当界面剔除一些为增加其模拟现实的立体感而

添加的元素，如阴影、浮雕、高光、渐变或其他非关键

性特征之后，每一个元素和区间，图像和按钮，导航工

具，都处于同一个维面，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二维平面

风格。区别于拟物化通过“物”的光影、突起特征给予

用户信息，扁平化运用极具视觉隐喻的、抽象的图形

或色彩进行设计，使用户可以更加轻松地获取信息，

有助于用户对内容的理解和互动，因此，Windows 8在

对扁平化的探索中依旧使用隐喻和模仿的手段增强

每一块“磁贴”的功能可见性，只是没有了精致繁复的

细节[5]。此外，由于非功能元素的删减，矢量化图形元

素的应用，使得“扁平化”的界面风格与响应式设计本

身拥有更好的契合度，界面加载速度更快，收缩弹性

更强，从而摆脱了因设备环境不同带来的平台限制，

更好地服务于移动互联产品信息传递的高效性[6]。

2.2 信息架构的扁平化

扁平化设计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设计因素，就是效

率的最大化。去掉高光、阴影、浮雕所带来的立体感，

是初步的扁平，其注重通过弱化视觉效果，来强化功

能主义。但如果一个产品试图寄希望于视觉，想靠视

觉来实现产品的扁平化，显然还远远不够，设计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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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信息架构的角度去进一步思考扁平化[7]。任何

一个设计里面，都存在设计作品向使用者传递信息的

过程，信息架构扁平的目的就是通过减少内容层级，

追求信息到达用户的最短距离。

1）内容层级的扁平。信息层级的扁平化意味着

对内容的更直接呈现，因此当Windows 8和WP将文

字、图片等信息直接显示在磁贴上，再用辅助的颜色

强调内容的特性或进行分类时，表现出理解和兴奋。

Windows 8开始界面见图1，将天气、时间、日期、电量

等信息直接显示在图标上，不仅减化了信息操作的层

级，更减轻了用户的工作量，体现了设计师对用户的

情感关怀。信息层级的扁平化强调通过构建更具视

觉凝聚力的信息呈递模式，来简化操作，减少交互过

程对链接的依赖[7]。卡片式设计似乎是最近流行的一

种扁平化设计的缩影，既可以单张使用来呈递一些短

小的信息，也可以组成序列，呈递一系列、大量的信

息。Google Now界面截图见图2，使用卡片式列表框

架展示信息，把用户需要的信息展示在首页，将搜索

结果前置，省去输入、点击和页面跳转等步骤，让用户

更快捷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2）交互路径的优化。信息架构的精简同样意味着

对交互路径的优化，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就是让用户

用最少的步骤就能完成任务。通常用户需要通过一系

列的操作方式（包括点击、摇一摇、滑动、触摸等）来到

达某个特定的信息或者功能点。Android4.1.2开启/关

闭WIFI的操作路径见图3。图3a-b分别是通过点击设

置按钮进入设置页面，按照常规流程逐步进行操作，图

3c则是在任意界面顶端呼出通知中心下拉菜单，点击

WIFI设置按钮完成操作。对于相同的操作目标，层级

结构的精简可以减化用户的操作步骤，提高效率的同

时也使结构变得清晰，因此在交互设计中，设计不同的

到达路径会直接影响用户对产品的使用体验[8]。

2.3 交互逻辑的扁平化

经常会有人提及扁平化设计在视觉上的出众体

验，而忽略其在交互设计上的作用，扁平化设计让信

息的“感觉”更好。正如Ive所说，简洁之美影响深远，

真正的简洁不仅抛弃了多余的修饰，它还给复杂带来

了秩序[9]。对“扁平化”最好的理解当属苹果的“极简

化设计”，即强调利用最轻量、简单的设计来传递核心

信息，强调通过对视觉焦点的引导来让用户快速地完

成操作。

1）视觉空间的扁平化。失去了质感和深度的扁

平化设计有其独特的观感，它依赖于一个清晰的视觉

层次。为了给用户营造一种细微的空间感觉，iOS7.0

重新梳理了系统的空间逻辑，使这个虚拟空间呈现出

清晰的层级关系。其icon和控件并非全部平面化，而

是带有轻微的渐变、投影、模糊和透明度。由此可见，

苹果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执行所谓的“扁平化”，只是将

拟物化的概念（动效、层次、色彩）抽象出来，从认知和

潜意识层面着手，重新设计自己的界面。iOS7.0引入

了全新的视觉层次概念，这种分层界面有助于营造纵

深感，建立层次结构和秩序，帮助用户理解屏幕元素

间的物理关系。iOS6.0与iOS7.0中打开的文件夹界面

见图4，图4b的文件夹摒弃了图4a的屏幕裂开效果，

而是采用了置于主屏之上的毛玻璃效果，通过合理的

视觉层次关系使文件夹中包含的内容与屏幕上的其

他元素得以有效区分。

2） 交互动效的功能性。如今，过度拟物化的设

计趋势正在退去，而具有沟通意义的动效却得以保

留，只是在展示形式上并未与现实中的物体产生过强

图1 Windows 8开始界面

Fig.1 Windows 8 start screen

图2 Google Now界面截图

Fig.2 Screenshot of Google Now

图3 Android4.1.2开启/关闭WIFI的操作路径

Fig.3 Operation pathway to on/off WIFI of Android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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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性。设计师将转场动效打造得像是同一个界

面在进行流畅的变形，以此来使交互流程更平滑，更

具自解释性[10]。iOS7.0 的桌面系统及自带应用中，采

用了被称为“集合视图转换”的界面切换效果，通过以

用户操作焦点为中心的运动方式，来引导用户的视觉

焦点在不同界面间自然移动。在桌面层级中，无论是

点击某个图标打开应用的启动动效，还是打开文件夹

的展开效果，与iOS6.0以屏幕为中心点的打开动画不

同，iOS7.0的打开动画是以被点击的应用/文件夹为中

心，向四周放大的形式打开。单从这一动效的改变来

看，iOS7.0的扁平相比iOS6.0的拟物更注重动画与真

实物理世界规则的对应，而不仅仅是基于二维平面本

身进行的视觉风格设计。

3 结语

设计不仅仅关乎外表，还要囊括一切，包括工作

的方式等多个层面。撇开风格不谈，拟物化设计和扁

平化设计的初衷都是加快用户对信息资源的吸收，提

升产品的用户体验。拟物化设计通过设计元素模拟

现实物体的造型和质感，让用户一眼就明白产品的功

能；而扁平化设计通过去除冗余的视觉元素，突出内

容，让用户一眼就能找到他们所关心的信息。设计的

存在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交互的扁平远远超越了

视觉的扁平，走向一个更纯粹的目的，一切都是为了

效率和内容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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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iOS6.0与iOS7.0中打开的文件夹界面

Fig.4 Opened folder interface of iOS6.0 and iOS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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