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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移动应用反馈机制中的隐喻设计，以期提高反馈机制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移动应用的

友好性。方法 从认知隐喻观出发，论述了隐喻在反馈机制设计过程中应用的重要作用，并从设计类型

和设计方法两个方面，对移动应用反馈机制中的隐喻设计进行了研究。结果 总结出了移动应用反馈机

制中的隐喻设计类型和设计方法。结论 依据移动应用反馈机制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选择合适的隐喻设

计类型和设计方法，有助于构建运作良好的交互设计反馈机制，提升移动应用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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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researches the metaphor design in feedback mechanism for mobile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feedback mechanism, enhanced friendly of mobile applications. It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me-

taphor in the design progress of feedback mechanism for mobile ap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It studies meta-

phor design in feedback mechanism for mobile application from the design types and design methods. It summarizes the design 

types and design methods of metaphor design in feedback mechanism for mobile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feedback mechanism for mobile application, selecting the appropriate metaphor design type and design method can help to 

build a well-functioning feedback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design, and enhance the user experience of mobil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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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应用成为人们使用互联

网服务的主流方式。很多时候，技术在增加产品功

能，简化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把产品变得难学难用，

使人们的生活复杂化，使人们愈加迷惑[1]。隐喻作为

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2]，通过对比陌生事物与人们熟

悉物品之间的相似性，启发人们自然地理解产品的

语言思想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而在人机交互中，

反馈对于人们的沟通方式和信息交流以及提升用户

的操控水平有较大的影响[3]。通过基于隐喻的设计方

式建立清晰易懂的交互设计反馈机制，有助于增加

移动应用的可用性及易用性，获得用户认可。 

1  隐喻认知与反馈机制 

隐喻原本是指语言学的一种修辞格，通过说明

某一事物是另一事物来比较两者。1980 年，语言学



82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7 月 

 

家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认知隐喻观认为：隐喻不

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规律，人们的

思维和行动中使用的日常概念系统究其本质而言是

隐喻性的[4]。也就是说，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现象，更

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和认

知工具[5]。 

“反馈”一词 初来源于控制论，经由传播学

被人机交互设计所借用，指用户在使用某个产品的

过程中，得到的产品的提示或信息[6]。在人机交互设

计中，反馈机制是指产品对用户发出的信息作出回

应的一种机制，提示用户如何操作，一般分为视觉、

听觉、触觉等表现形式[7]。作为人机交互中的重要一

环，反馈机制应充分考虑交互设计五要素，即人、

动作、工具或媒介、动机和场景的影响[8]。 

隐喻认知将复杂抽象的概念简明化与具象化，

让人从以往生活经历中借鉴经验，减少学习成本；

反馈机制通过传达产品信息，让用户理解、确认、

知晓如何执行操作，两者都以让人准确高效地理解

信息为目标。由于移动设备的便携性，人们与移动

应用的交互愈加频繁，将隐喻应用于移动应用反馈

机制设计，不仅可以提高反馈机制的质量与效率，

还能提高操作过程的愉悦感，从而更好地满足移动

互联网时代用户的体验需求。 

2  移动应用反馈机制隐喻设计类型 

同样作为使用互联网服务的工具，相较于传统

计算机设备，移动设备具有输入方式多样性、屏幕

空间稀缺性、便携性和移动性等特色，用户的使用

时间碎片化、使用环境多样化以及个人私密性的增

强，方便移动应用为用户提供基于使用数据的本地

化和个性化的服务[9]。相应的反馈机制也会与之有所

区别，如特有的触觉反馈让人似乎可以“触摸”信息，

与视觉和听觉反馈结合在一起，可以给人带来更丰

富的体验；而屏幕同时作为输入与输出的主要载体，

可以在输入动作发生的位置产生更加自然生动的反

馈效果，如跟随手指动作变化而改变大小的图片。 

移动应用设计中，隐喻作为一种设计创意方法，

由本体、喻体和比喻词构成。本体指被比喻的事物，

也就是设计对象；喻体是用作比喻的事物，指传达

某种含义的其他事物形象；比喻词就是连接两者的

关联方式[10]。具体到其反馈机制的设计，本体指移

动应用的反馈机制，喻体即用以解释反馈机制的参

考物，比喻词就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依照喻体属性

及其表现形式的差异，以 IOS 系统中的移动应用为

例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将移动应用反馈机制的隐喻

设计类型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2.1  实物隐喻 

实物隐喻的反馈机制是指移动应用通过类比现

实生活中物品的物理属性、装配结构、功能动作等

来展示信息，借助人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拨弄把

玩的物品，将脱离大众的信息转化为一种浅显通俗

的形式语言，使反馈机制表现得形神兼备。  

实物隐喻包括物理隐喻、结构隐喻和动作隐喻 3

种。物理隐喻是指移动应用通过模仿生活中物品的

形态、色彩、材质、肌理、声音等物理属性，让人

体验使用真实物品的感觉。实物隐喻见图 1，图 1a

中输入法按钮被触击时模仿实体按钮按压后的形

态、声音以及触感反馈，简明直观。结构隐喻是指

从信息的系统结构出发，借鉴日常生活中物品的物

理结构、相对位置、装配关系等，使缺乏空间感与

方位感的程序信息更具层次感与逻辑感，减轻认知

负荷。图 1b 中移动应用在用户触击选项时从侧面滑

入的显示方式，通过类比现实生活中推拉门的结构，

回应用户操作的同时也表明信息之间的层级关系，

清晰明了。动作隐喻是指移动应用通过模拟日常物

品使用过程中引发的动作效果，让人如身临其境。

图 1c 中手机阅读应用在用户翻页时，模仿翻动纸质

书本的动效和音效，告知用户操作的结果，贴近产

品的形象与定位。 

 

图 1  实物隐喻 

Fig.1 Physical metaphor 

2.2  人物隐喻 

人物隐喻的反馈机制是指移动应用通过效仿日

常生活中人类的表情、动作、情绪等来传递反馈信

息，对用户心理形成情感映射，从而体现反馈机制

的人性化。这种以人格化面貌传递反馈信息的隐喻

方式，借助或温馨或可爱的人性，化解移动应用内

在的冷漠与呆板，让反馈效果温暖而有人情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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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隐喻见图 2，在 IOS 系统中删除应用时，图标通过

模仿人们面对恐惧紧张时的肢体表现，即发抖，更

加明显地区分出可删除的应用，并拟人化地表达出

被主人遗弃时的情绪信息，在操作反馈上做到了功

能与情感上的双重表达。 

 
图 2  人物隐喻 

Fig.2 Personification metaphor 

2.3  情景隐喻 

情景隐喻的反馈机制是指移动应用通过模拟现

实的生活场景或借由灵活多样的感官刺激关联生活

场景，营造某种契合当前使用情景的特定氛围，启

发联想，让人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情景隐喻的反

馈机制舒适惬意，具有临场感，让人回味与反思。

情景隐喻见图 3，手机微信中借助鲜艳的暖色，夸张

的字体以及钞票漫天飞舞的场景等绚丽的视觉刺

激，渲染中奖后的喜悦气氛，在反馈过程中增强了

用户的成就感和兴奋感。  

 

图 3  情景隐喻 

Fig.3 Scene metaphor 

2.4  象征隐喻 

象征隐喻的反馈机制是指移动应用通过使用约

定俗成的符号或样式，表现某种无法用简单言语描

述的意义或情感，让人本能地解读形式背后隐藏的

意义。象征隐喻的方式让反馈机制言简意赅，可以

有效提高其质量和效率。象征隐喻见图 4，微信应用

在用户发送信息失败时以一种具有警示意义的颜色

与形式符号及时提醒用户，以基于文化认同的方式 

 

图 4  象征隐喻 

Fig.4 Symbolic metaphor 

与受众的潜意识进行交流，避免大量解说文字占用

屏幕空间。 

3  移动应用反馈机制隐喻设计方法 

隐喻是以类比或相似性为基础的一种比喻修辞

手法[11]。也就意味着，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是实现

隐喻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移动应用反馈机制隐喻设

计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深层次地挖掘反馈机制

与设计参考物之间的相似性映射关系，以此产生设

计方案。针对移动应用多样化的使用环境及操作形

式，结合上文中不同的隐喻设计类型，可以采用不

同的设计方法匹配两者特征，形成运作良好的移动

应用反馈机制。 

3.1  解构与重构 

高科技的介入使虚拟信息与真实世界脱节，可

以采用解构与重构的设计方法，形成通俗易懂的实

物隐喻反馈机制。 

1）选择反馈机制表现形式。移动应用的输入方

式多种多样，包括点按、长按、滑动、语音、扫描、

摇晃设备等，应依据操作方式的不同选择合适的反

馈机制表现形式，使反馈效果与人的心理预期一致。 

2）解构与重构实物特征。通过形态、色彩、材质、

肌理、声音、结构、动作等角度，解构日常生活中物

品的特征。挑选 具表现力的物体特征进行重构，以

视觉、听觉、触觉等反馈机制表现形式模拟实物特征。

如通过触觉和视觉反馈，分别模拟滑动开关时的阻力

感和形态变化特征，表明操作的有效性。 

解构与重构的隐喻设计方法适用于对具体操作

的响应，让人及时确认操作的有效性，保证操作过

程的流畅性，但应注意符合现实逻辑，避免与生活

经验违背而让人混淆，还可以运用夸张等手法增加

其美学价值，避免反馈效果呆板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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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拟人化 

由于移动设备的便携性，与传统 PC 产品相比，

移动应用与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更应

注重用户的情感体验，可以采用拟人化的设计方法，

形成具有人情味的人物隐喻反馈机制。 

1）提取人的特征。以反馈机制要表达的内容出

发，提取具有类似含义的语言、表情、行为等人的

特征。拟人化见图 5，图 5a 跑步的姿态表明一种持

续的运动状态。 

 

图 5  拟人化 

Fig.5 Personification 
 
2）以特征拟人。通过人的特征赋予移动应用人

的气质和风度，让用户感觉在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交谈。如图 5b，美团应用以拟人化的卡通形象结合

人跑步的动作特征，在用户查看新内容时告诉用户

“加载过程正在持续进行”。 

拟人化的隐喻设计方法适用于负面信息的反

馈，可以安抚用户焦躁的情绪，增强移动应用的亲

和力与趣味性，但应以保证反馈机制的准确为先，

避免一味地追求幽默的形式而忽视了信息的传达。 

3.3  模拟场景 

由于移动应用的使用环境不可预知，用户注意

力容易因环境中光线、声音等的干扰而分散，可以

采用模拟场景的设计方法，形成具有沉浸感的情景

隐喻反馈机制。 

1）发掘关键的场景信息。通过细致观察，发掘

生活场景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信息，如“咚咚咚”

的敲门声是生活中“拜访”场景的特色信息。 

2）突出关键信息。将关键信息以视觉、听觉、

触觉等形式强化突出，刺激人的感官，让人在使用

产品过程中回忆起生活经历，建立虚拟信息与现实

场景的关联。QQ 应用在用户登陆时通过模拟敲门声

的反馈，就将用户登陆与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联系起

来，表明“有朋友到来”的概念。 

模拟场景的隐喻设计方法能够清晰直观地展现信

息，适用于对结果或状态的反馈，其核心在于关联场景

来传达反馈信息而非完全还原现实场景，因此在使用时

应避免过度隐喻，把握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 

3.4  符号化 

由于移动设备有限的屏幕尺寸，信息的展示空

间受到限制，对需要复杂解说的反馈信息， 有效

的方式是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代替大段的说明文

字，节省屏幕空间。可以采用符号化的设计方法，

形成简洁精炼的象征隐喻反馈机制。 

1）获取符号。剖析反馈机制要表达的意义，获

取与该意义相近的符号。如操作时要告知用户操作

得正确与否，而生活中，表示正确与错误的符号有

绿色与红色、“√”与“×”等。 

2）提炼运用符号。提炼符号特征，结合各个特征

表达反馈信息的意义。如当用户完成某项操作时，程

序显示绿色的“√”符号，表示用户操作正确有效；

反之则显示红色的“×”符号，提醒用户及时更正。 

符号化的隐喻方法适用于对重要信息的提示反

馈，缩短人们理解反馈信息的时间，避免误操作。

在运用时应考虑到文化多样性以及目标用户的知识

结构，尽量使用在所有文化环境中被一致认同的符

号形式，避免因文化差异带来理解上的分歧。 

4  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见图 6，为某款移动应用设计项目中触

击“暗恋”按钮的反馈机制设计，由于表达的是一

种难以言状的人类情绪，因此采用符号化的设计方

法。首先获取与“暗恋”意义相近的“心”符号，然后提

炼其颜色与形状两个显著特征，在触击按钮时以

“心”飞入按钮的反馈作为对选择操作的回应，反

之则飞离按钮作为对取消操作的回应。在方案原型

评测阶段，获得了诸如“爱慕、喜欢、感兴趣”等

解读意义，对操作结果的指示清晰明确，初步表明

该方案与 初的设计目标较为吻合。 

 
图 6  应用案例 

Fig.6 Applicatio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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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反馈机制是人机交互的重要环节，优秀的反馈机

制具有一定的自明性与启示性，预期让用户在使用过

程中依靠本能驱动执行操作，获得沉浸式的体验，表

达产品个性与情感。在移动应用反馈机制设计过程中，

通过运用基于隐喻的设计方式，为抽象及陌生的信息

提供具象、熟悉的现实参考，可以保证反馈机制的良

好运作，提高移动应用的操作友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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