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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基于效率的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发展进行研究。方法方法 以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与

效率相同的易用原则为基础，对拟物化、扁平化、低面建模风格、Material Design设计美学的发展历程

及优劣点展开分析，并结合实际项目中以效率为先的设计美学应用经验。结论结论 任何移动界面视觉设

计美学都要以效率为中心，并适应当前的技术发展与大众审美情趣来展现不同的视觉特点。设计师

也需要围绕效率的两个方面，选择合适的设计美学以合理的界面视觉形式加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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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design aesthetics of mobile interface based on efficiency. On
the basis of easy of use for both aesthetics and efficiency of visual design of mobile interface，development courses of
skeuomorphic design，flat design，low modeling style and Material Design in design aesthetic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analyzed while integrating the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design aesthetics in actual projects that efficiency
comes first. Visual design aesthetics of any mobile interface shall center on efficiency and adapt to curr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esthetic views，so as to show different visual characteristics. Designers also need to take the two
aspects of efficiency into consideration and choose appropriate design aesthetics to express with reasonable visual forms of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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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移动”是指基于移动设备的系统和产

品。移动界面设计包含了用户、场景、功能、架构、交

互、手势、视觉、动态等诸多方面。任何成功的移动界

面视觉设计，都需要努力提高用户的认知效率、界面

内容信息的传播效率以及跨产品界面视觉的适配设

计效率。基于效率的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强调效

率在设计美学的中心地位。设计美学中的实用、认知

和审美都存有效率的基因，因此，对基于效率的移动

界面视觉设计美学发展进行研究，能使设计师更好地

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移动视觉设计美学与效率的关

系，从而引导设计师以效率为目标开展设计实践。

1 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与效率

移动界面涉及实用主义美学的理论，实用和好用

的界面才能达到所谓美的标准。用户对界面美的体

验是全方位和多维的，正如约翰·杜威将审美经验视

作一种整体性、完整性和丰富性的体验过程。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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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因素都是影响界面审美体验

的重要因素。移动界面设计美学就是设计人与界面

的关系，其中的美包含人与界面的无障碍沟通、用户

经验与界面及其环境的协调、良好的认知及情感化体

验。而效率，即“容易使用”，用户在理解界面符号及

流程的基础上正确实现预期功能与所投入资源（时

间、精力等）的比例，包括如何对单个符号与整个操作

系统的认知，以及查找、快速实现特定的功能操作[1]。

这与移动界面设计美学所强调的围绕用户与设计事

物的关系，从实用、认知和审美3个层次从事设计活动

才能得出真正符合美感的设计成果的观点是高度吻

合的。其中，实用是强调产品使用价值与用户的使用

需求之间的高度吻合，认知是对产品类别、使用方法

和社会意义的传达，审美则具有唤起用户情感体验和

自我认同的作用。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与效率关

系见图1。

设计师工作的核心是在遵循移动界面设计美学

原理的基础上，以效率为先，将信息解码和重新编码

后再传递给客户与目标人群[2]，因此，设计师需设计

令用户感到贴心的视觉界面，使视觉效果不仅能符

合用户的心理模型，还能体现一种人性化的关怀，以

提升用户的认知效率或是强化视觉界面的吸引力，

设计令用户感到有趣和新奇的界面视觉效果，使其

带给用户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官体验以提升信息的传

播效率。

2 基于效率的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发展

为了更好地理解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与效率

之间的关系，这里分析了其发展历程及特点，从而推

断出基于效率的设计美学发展。移动界面设计美学

发展历程及特点分析见图2。

2.1 拟物化的设计美学

拟物化的设计美学的特点是模拟真实物体的材

质、质感、细节、光亮等，它将事物中的一些特性加入到

设计中，即使这些特性并不具有任何功能性的需求。

1984年的Mac电脑上就已经有了拟物化设计的

雏形，其中计算器、磁盘、垃圾箱几个主功能的图标已

经通过简单的拟物画面表现出来了。最初，图形界面

系统的目的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熟悉软件的

功能，即提高用户的认知效率。2007年开始，苹果公

司在Mac OS X和iOS系统以及以iPhone等移动设备的

UI中大量运用拟物化设计，这些具有高质感材质的视

觉界面，因其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学习成本低并传达

了丰富的情感信息深受用户的喜爱，使拟物化设计美

学在移动界面的视觉表现上成为主流[3]。

与此同时，拟物化设计美学的优势也是其劣势：

当拟物发展到极致时，它有可能变成另一个巴洛克风

格和中国汉代鸟虫书，具有浮夸、复杂和奢华的特点，

对质感的过分追求会降低视觉界面对信息传达的效

率。同时，拟物化越接近真实，它的局限性越大。有

些时候应用的工作方式与现实物品不相同，都会直接

影响产品的用户体验和使用效率。

2.2 扁平化的设计美学

由于人们开始对拟物化设计美学产生审美疲劳，

为了能更好地与苹果形成差异，以微软Metro UI为代

表的扁平化设计美学应运而生。它的特征是没有阴

影、高光、渐变和纹理的修饰，取而代之的是平面化的

色块与突出的文字信息。其中，2013年苹果iOS 7的

问世，将扁平化设计美学推向了高潮。

一些人认为，扁平化设计美学来源于瑞士国际主

义平面设计风格，因为它们都强调版面的工整和画面

的精简。其实，扁平化设计美学很早就在网页设计中

有所体现了，只是微软的移动应用让其受到了大家的

关注。这里通过分析媒体、设计师和用户对扁平化设

计美学的评价，总结得出其受青睐的原因。

图1 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与效率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s and efficiency of visual

design of mobile interface

图2 移动界面设计美学发展历程及特点分析

Fig.2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visual

design aesthetics of mobil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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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洁。随着移动应用有向微应用方向发展的

趋势，高度专业化的服务类移动应用，功能简洁、体验

流畅，需要简洁的扁平化设计美学满足其界面诉求。

2）专注。扁平化设计不只是视觉上的扁平化，也

是内容信息架构的扁平化。其将低层信息上移，减少

或取消中间层的类目标签，因此，其组织结构呈现“宽

而扁”的灌木状[4]。扁平化设计美学让界面更专注于对

内容信息的表达，使用户能够更快地找到目标信息。

3）清晰。为了使用户不受冗余信息的干扰，突出

重点，避免界面出现信息呈现超负荷现象，需要运用

扁平化设计美学删除用户界面繁杂的信息。随着屏

幕尺寸和像素密度的不断增加，扁平化设计美学所强

调的精细化排版布局和字体也能呈现最佳的清晰度。

4）兼容。由于移动设备硬件技术的不断发展，越

来越多的不同尺寸界面出现在移动设备上，因此移动

界面需要具备更灵活的适配性，而扁平化视觉界面比

拟物化视觉界面更轻更简洁，更容易被设计师处理和

调整，也能降低页面重量和缩短加载时间[5]。

当然，扁平化设计也有其局限性。要避免扁平化

设计美学被设计师滥用，如果扁平化设计不当，会降

低应用的可用性，特别是扁平化界面的细节需要着重

设计。例如，按钮上带有轻微渐变的圆角设计，表单

部分浅浅的阴影效果，导航栏轻微悬浮的效果[6]。如

果忽略这些细节，界面中的每个元素都将被置于同一

水平面，用户在使用时将不可避免的产生疑惑。

2.3 低面建模风格的设计美学

低面建模风格的设计美学是在扁平化设计美学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抽象美学，也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

种移动视觉设计美学，这种设计美学的特点是模型面

数不高，面与面之间边缘比较锐利，容易形成一种简

洁、抽象、冷硬的视觉形象，再配以精致的高度渲染和

柔光效果，低面模型的材质和肌理效果能够被高度还

原。其抽象冷硬的外形和细腻的渲染效果相结合，凸

显复古未来派的特点。此外，这种设计风格在早期计

算机建模和游戏场景设计中就已被广泛采用。

2.4 Material Design设计美学

谷歌在 2014 年推出了一个新的设计语言，即

Material Design。它的目的是在谷歌所有产品上实现统

一的连贯性的用户体验，让产品的体验设计更加规

范。Material Design设计美学的特点是使界面交互效

果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它的设计元素和动效

模拟纸张与墨水的质感，也具有扁平化的特色。它的

色彩一般包括一个主色和一个强调色，使用大色块，色

彩大胆但不影响内容的表达。在版式方面，Material

Design设计美学采用网格规范版式，每个网格都可以

根据移动设备的适配情况有不同的宽高比。界面中还

大量采用圆形和三角形的图案，并通过投影表现界面

内容与功能的层级关系。另外，它非常重视动效，通过

吸收水墨浸染纸张过程的灵感，采用触摸反馈涟漪的

方式给用户带来非凡的体验，将页面元素之间、页面之

间连接起来，以表现不同屏幕间的过渡。Material

Design设计美学的动态效果和阴影、颜色、版式共同作

用于界面，使用户更容易理解整个界面的信息架构，在

保证统一界面体验的前提下，实现谷歌所有产品界面

的自适配任务。不过，它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动效

的表现还未完全成熟，但是其跨产品同一设计美学的

理念有利于用户对谷歌品牌认知效率的提升。

结合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发展的分析可以得

出，无论是拟物化设计、扁平化设计、低面建模风格还

是Material Design设计美学，都存在自身的优缺点，它

们都是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有前一种设计美学的影

子，与当时的科技发展和大众审美水平有直接的关

系。不可否认的是，拟物化对隐喻的极致运用，扁平

化对简洁、专注、清晰和兼容目标的追求，低面建模风

格在扁平化基础上增加了复古情感因素，Material

Design设计美学强调对人与现实世界交互效果的模仿

和思考与统一连贯的设计原则，都是对效率追求的不

同形式。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一方面是为了使用户能

够不费力地直接感知，不需要努力思考而理解视觉界

面所表达的信息含义，从而达到减少用户学习时间、

出错率和提高使用满意度的目的[7]；另一方面是为了

减少设计师在面对日益增多的不同尺寸屏幕下和不

同产品线下对视觉界面进行设计调整的压力，避免过

多且无意义的智力投入。同时也减少过于华丽的视

觉界面对硬件设备支持需求的压力，从而增加视觉界

面对跨产品的自适配能力。效率关系见图3[8]。每一种

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都是界面视觉设计时的可选

项，关键需要设计师从用户的使用效率和移动系统与

产品功能的角度去考虑，选择合适的设计美学以合理

的视觉形式加以表达。

3 基于效率的移动界面视觉设计美学实践

笔者及其团队成员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将移动界

面视觉设计美学应用到杭州市车辆管理所的杭州车

管应用视觉界面设计过程中。杭州车管应用视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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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比较见图4，在图4a中，以拟物化的设计美学为主，

采用半透明的水晶质感以及隐喻性极强的写实图标，

让用户能够很快地熟悉杭州车管应用的功能和内容。

在与技术开发团队进行沟通之后，设计团队结合

当下扁平化设计美学方法设计了第二版的视觉设计

方案，并运用A/B测试的方法对两个版本的设计方案

开展了用户测试和效率比较。通过对后台监测到的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扁平化设计方案在完成用户注册

和查询与处理违章这类重要任务的耗时均值，比拟物

化设计方案降低了8%，出错率降低了5%。相较于图

4a，扁平化设计方案的后台对界面行为的响应速度提

升了3%。由于后台的数据为敏感信息，这里仅阐述

相对数据以说明扁平化设计方案在信息传播和硬件

支持方面更有效率，用户对其具有更高的认知感知效

率。此外，扁平化设计方案具有适应矢量软件开发设

计的特点，因此它更容易进行跨产品的适配设计。

通过测试和分析，明确了扁平化的设计方向，并结

合不断更新的产品需求，在多次迭代设计的基础上，形

成了最终的杭州车管应用界面视觉方案，见图4b。

4 结语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未来移动界面的视觉设计

美学法则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然而以效率为中心的界

面视觉设计美学理念应该得到坚持，正如 Kelly

Johnson提出的KISS原则[9]，其原理指导着界面设计师

以设计简单高效的移动视觉界面为目标开展设计实

践，因此，设计师需平衡用户需求与美学标准等各种

因素，深入分析用户的使用行为与消费心理，通过围

绕移动系统与产品的核心任务，在满足其视觉方面的

美学需求的同时，更要保证其使用的效能与效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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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效率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of efficiency

图4 杭州车管应用视觉界面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visual interface of Hangzhou Cheguan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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