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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分析系统论在手机APP引导页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阐述了系统方法的内涵。以系统方

法中的系统性原则、隶属性原则、动态相关性原则为切入点，分析了近年来手机APP引导页设计的趋

势，引导页在整个软件产品中的作用，研究了其特点、设计要素和设计原则。结论结论 手机APP引导页设

计遵循着一系列系统理论。系统方法为手机APP引导页设计提供了科学理性的思维模式，为其错综

复杂的设计实践提供了基础的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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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 theory in the guide page design of mobile phone APP. It ex⁃

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systems approach. It analyzes the trends of recent mobile terminal guide page design in the term

of systemic principle，subordination principle，dynamic relevance principle，and the effects of guide page in the whole APP.

It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design element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guide page by using the system thinking. Guide page

design follows a series of system principles. The system theory provides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mode of thinking for the

guide page design of mobile phone APP. And it also provides a basic method of support for its complex desig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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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模式的改变促使大

量手机APP更迭随之频繁。智能手机用户每下载或

更新一次手机APP，在进入其功能界面之前的引导内

容被称为前置型引导页，一般用有趣的图文和简单的

交互方式展现。好的引导设计能让用户快速愉悦地

了解该APP的功能特点及操作方式，让用户一目了然

地记住关键信息，对软件产品起到有效的品牌宣传作

用。因此，引导设计成为APP设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设计环节。这个环节需要设计者结合APP本身的功

能特点、跟随用户的心理、捕捉时代的潮流进行系统

的设计。系统论作为宏观上的科学思维，其理论和方

法对APP引导页设计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手机APP引导页设计中遵循着系统理论

20世纪中叶以来，加拿大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

冯·贝塔朗菲把各种对象作为系统，用统一的语言加

以描述的科学思想，即为现代系统思想。系统的基本

特征有多元性、相关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系统科学

是以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系统现象、系统问题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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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系统科学还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分析思维

的系统思维方式。它的特点就在于用系统观点考察

所有的事物，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系统[1]。

手机APP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多个子系统

构成，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紧

密联系。一个APP通常是多部门或多人合作的成果，

需要各领域的专人制作才能从最初的简单想法变成

每个使用者手机中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这个小小

的产品或从全世界收集着财富，或史无前例地创造着

一波又一波潮流，又或在帮助各地使用者解决现实中

不同的问题。3G时代的来临让移动互联网超越了传

统的互联网，随着人们对手机的依赖性增强，各种更

加个性化的移动服务深入人们的生活，手机APP已覆

盖了吃穿住行方方面面[2]。从一个偶然的点子到一个

优秀的软件产品的上线发布，以及发布后的每一次改

进、更迭，这期间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因此，移动端

应用软件设计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系统。

引导页作为一个软件产品的子系统，在产品中起

到很多作用。它能突出APP的交互特性，降低与用户

间的“认知摩擦”。生动的引导方式，能迅速吸引用户

关注，赢得用户的好感[3]。引导页作为用户首次下载

软件或软件更新后第一时间必看的一系列页面，可以

介绍软件的新功能、在用户遇到使用问题之前引导和

给予用户贴心的帮助，也可以宣传产品的品牌。

动态、开放的子系统与母系统见图1，以表示动态

开放的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关系。如果把虚线围成的

大圈看作是APP设计，虚线围成的绿色小圈是APP引

导页设计，则图1表现了引导设计与整体APP设计的

系统性、隶属性和动态相关性。

2 手机APP引导页设计中系统方法的运用

系统科学具有方法性，属于方法论科学，系统科

学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普适的研究方法、技术和程序。

系统方法强调事物的统一性、整合性，强调事物组成

部分的多样性、差异性，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

影响。手机APP的引导页设计作为一个特殊的表达

空间，存在于APP的全新应用和迭代期应用中，在实

际设计时应遵循系统方法中的系统性原则、隶属性原

则和动态相关性原则。

2.1 系统性原则

子系统不是一般的部分，也不仅仅是母系统（整

系统）的组分，它本身一定是系统，具有系统的基本特

征，必须作为系统来认识。把子系统仅仅当成组分看

待，轻视、忽视它特有的系统性，不把它当系统对待，

便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结构问题。

引导页，在一个APP中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但

绝大多数手机APP在用户首次使用中都会放上几页

引导内容。APP作为母系统，而引导页作为其中一个

子系统，它也具有系统的属性，不能忽略它本身的系

统性。在这个子系统中，包含了文案设计、编排设计、

交互设计和图片处理等要素。这些要素互相作用、互

相联系，牵制着引导设计的有效性，决定了引导设计

的优劣。当然，无论以什么形式展现的引导页，都是

为了勾起用户的共鸣，让用户喜欢使用该APP，唤起

用户对所述功能的需要感。这与母系统的目的是相

同的。以迅雷某一时期的引导页为例，见图2，该系列

的引导页中包含了产品标识、产品版本信息、静态或

动态主图形、文案、通往主界面的按钮（点火启动）和

小圆点（标注该页处在引导页的第几页）。小圆点，是

翻页提示，现阶段大多数引导页都采用左右翻页的交

互方式；主图形，作为引导页中聚焦用户视线最重要

的元素，所占据的比例最大，直接影响用户对整体产

品的第一印象；文案，作为决定图片内容及故事主体

的要素，与整体不可分割。融入热点话题、具有时代

特征的行文风格，层次分明、信息精简的文案给使用

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图1 动态、开放的子系统与母系统

Fig.1 Dynamic, open subsystem and parent system

图2 迅雷APP引导页

Fig.2 Xunlei APP guid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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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为数不多的引导页中让人对APP的特点过

目不忘并对其产生好感是引导页设计的主要目标。正

如著名交互设计师Robert Hoekman所说：“我们的工作

不是设计花哨的屏幕，而是要设计美好的瞬间[4]。”

500px引导页与美图秀秀引导页见图3，同为摄影类别

的两款手机APP，功能都被用户所称道。在两者的引

导设计中都有告知用户操作方法的需要，故引导页文

字较多。但不同的是，500px的引导页文字分散，给人

一种短时间无法找到焦点的感觉；美图秀秀的引导页

中则对文字进行字号、字体的处理和编排，于是观者

的视线更容易集中在界面的中下方，让用户的关注点

更明确，真正有效地降低了用户遇到障碍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引导页设计与APP的功能界面设计原理相

通但形式差别很大，因为在功能界面的设计中，根据

功能特点、设计风格等方面的需求差异，信息量更大，

信息构架更复杂。

2.2 隶属性原则

子系统是母系统的一个真部分，母系统中至少还

有不同于它的另一个子系统，一般情形是同时存在多

个真子系统。子系统（分系统）毕竟不同于母系统（整

系统），子系统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局部，独立性比较

容易出问题。

由于引导页的设计一般都在软件产品基本成型

之后，上线之前，所以设计者需要对该产品有一个整

体的了解，才能进行引导页的设计。为了完成不同的

引导内容和引导目标，移动端的引导设计会根据需求

进行多样化处理。引导页是应用软件中的子系统，不

同于母系统，它更加注重展现的形式感，为的是能营

造浓烈的情感色彩，唤起使用者心底的某种情感。而

软件产品本身是一个不带有很多情感色彩，以便捷舒

适的功能和操作来吸引用户的。如果说一个真正优

秀的应用软件设计要在长期不断、多次迭代之后其功

能性才能趋向于完善，那么好的情感体验就可以在产

品运营的前期掩盖产品的缺点[5]。相比之下，引导页

设计就是把“打感情牌”的手法用到极致。APP引导

页设计应将不为用户熟知的内容转换成生活中用户

熟知的语义或符号，用亲切的文案和插图唤起用户内

心深处的情感共鸣[6]。

其次，引导页是不能独立存在、不能与整个系统

割裂的。这需要设计者对APP整体的感受力。脱离

了软件本身的功能和内涵是无法设计出优秀的引导

页的，设计者在设计引导页之前，往往需要一遍又一

遍地使用相关软件，达到亲身体验的目的，或跟随软

件开发的步骤了解相应软件的特点，更要站在用户的

立场上发挥想象，才能领悟到该应用软件（母系统）的

精髓和优势，才能想出吸引用户注意力的内容和展现

方式。拟物时代的支付宝钱包引导页及界面风格见

图4，扁平化时代的支付宝钱包引导页及界面风格见

图5，分别作为支付宝钱包手机客户端的先后两次引

导设计，从大体风格上就能看出前者出自拟物时代，

后者为扁平化时代的产物。设计者需要及时捕捉潮

流，一旦某APP的整体设计风格发生了改变，引导页

的风格也需要重新定义，其中的要素也需要相应发生

改变。引导页的设计虽然与应用软件的整体表现手

法和功能都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是与其他界面风

格相统一，受到整体风格的制约。

2.3 动态相关性原则

动态是指系统一直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相关是

指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系统

与外部环境不断发生信息互动，使系统维持稳定的状

态向前发展。动态相关性原则反映了客观世界发展

变化的规律[7]。

图3 500px引导页与美图秀秀引导页

Fig.3 500px guide page and Meitu guide page

图4 拟物时代的支付宝钱包引导页及界面风格

Fig.4 Alipay guide page in skeuomorphism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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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移动端应用软件具有的快速迭代性，使得其

引导页设计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化和更新之中。应用

软件的界面风格、功能特点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改

变，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传递的加速，迭代将越

来越频繁。APP引导页设计能在把握APP新功能、新

特质的前提下，做到关注当下社会人们文化生活中的

流行元素、制造情感的共鸣、给用户带来情趣与欢乐

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用户个体的差异性，任何手法

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情感需求，设计者要能抓住共

性，营造让大部分用户当下特别能产生共鸣的情感体

验。节日时QQ浏览器引导页见图6，在春节到来之

前，QQ浏览器更新的版本中，采用渲染感情的方式吸

引用户，让用户在打开软件的一瞬间感到浓浓的年

味，文案简洁明了，介绍的功能与“过年”这一时期人

们关注的事件联系紧密，大大加强了用户对产品的好

感度。由此可见，手机APP引导页设计是动态的、开

放的，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引导页设计应把握时代

的脉搏，体现时代的需要。设计者需要结合用户群当

下关注的热点，及时把握受众的心理行为，才能设计

出人性化和高满意度的产品[8]。新时期也赋予了设计

者新的责任，即明确APP设计不仅仅是商业盈利的工

具，也应该同时从如何帮助个人成长，提高工作效率，

关注弱势群体等更多层面去思考[9]。

手机APP引导页设计是一个动态的“活系统”。

设计者不仅需要关注当下，还应运用发展的眼光，发

现设计新趋势。如今，易用性和趣味性成为触屏手机

交互设计中的新要求，比起传统的按键操作方式，触

屏操作具有直接、快速、流畅的特征，手机正在某种程

度逐渐取代个人电脑。一些高端智能手机的硬件配

置甚至超过了个人电脑，这也意味着手机可以轻松实

现更多的图形处理效果，包括一些绚丽的动画效果[10]。

而在手机APP的引导页设计中，轻松简洁的动态画面

能让用户眼前一亮，将成为下一阶段引导设计的一个

主要发展方向。移动端的用互体验和视觉呈现不仅

将会与PC端更多程度上齐平，而且将创造出更好的

体验。

3 结语

系统论是一种立足整体、统筹全局、应用广泛的

方法论，以系统的思想理解和分析手机APP引导页设

计，为其设计和研究提供了科学理性的思维模式。在

未来的引导页设计中，系统科学思维将有助于设计实

践，让手机APP散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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