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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游戏设计中极简主义风格的特点与形成原因。方法 以当下游戏产品设计中极简主义
设计思想的大量应用为启示，结合当下具有代表性的运用了极简主义设计风格的游戏作品，引入了符
号学和游戏心理学等理论模型，分析了极简主义风格在游戏视觉特征以及用户体验特征中的体现与意
义，并且总结了造成游戏中极简主义设计风格大量出现的环境因素。结论 极简主义风格在游戏设计中
的流行是受到极简主义设计风格自身的特点和市场用户等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极简主义风格能够很
好地与游戏设计的需求相契合，其简洁直观、注重展现游戏产品本质内涵的特征，让它更能够适应游
戏设计领域与市场需求的大环境，并且将会对游戏设计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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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alist in Game Design 

JIN Zheng, ZHANG Li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imalist in game design and forming reason. Inspired by the a larg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of the minimalist design thought, combined with the present representative game in the use of minimalist 

design style, it analyzes the refle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minimalist style in game visual features and user experience using the 

theory of semiotics and game psychology model. The minimalist style is popular in game design because of its own characteris-

tics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user and the market. The minimalist styl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ame design requirements, which 

is simple, intuitive and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essential connotation, can be better adapted to game design field 

and market requirements environment,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game desig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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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世界上第 1 款电子游戏《PONG!》的出现已

经过去了 43 年，那一款只有几个白色像素点的简陋游

戏在如今看来甚至很难被称为一款正式的游戏；随着

硬件设备性能的不断提升，电子游戏一直都朝着追求

逼真华丽的视听效果以及复杂多变的游戏系统的方向

发展。然而近几年来，游戏市场上却出现了大量的视

觉效果和游戏规则都保持着高度极简风格的游戏，这

些游戏虽然有着和《PONG!》相似的简单形态，但是

却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在游戏设计中运用极简主义成

为了一种独特的游戏设计潮流。 

1  游戏设计中极简主义风格的来源 

 极简主义是 20 世纪 60 年代发源于美国的一种现

代主义艺术流派，它继承了抽象艺术的衣钵，并且将

抽象艺术中的元素都再度简化，形成了一种以几何造

型和单纯颜色为主体的设计风格。从狭义上来说，极

简主义风格的特色是将设计的元素、色彩、组合方式

等简化到极致，剔除不必要的元素[1]，主张通过摒除与

作品本质无关的一切因素，展现艺术作品真实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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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流派。近几年来，随着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出现

和发展，极简主义设计理念被大量应用于界面、网页

设计等数字媒体艺术领域，而游戏设计作为数字媒体

艺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迎来了一阵极简主义设

计浪潮。极简主义设计思想在游戏设计中往往体现在

游戏的视听、游戏机制和内容方面，这些游戏大多数

将游戏视听效果极度简化，通常没有太多具象的表达，

配色选择上也以纯色为主，游戏规则和操作简单明晰，

抛弃了一切繁杂的设计因素，充分体现出游戏本身的

设计内涵与魅力。 

2  极简主义风格在游戏视觉特征中的体现 

在游戏的设计中，视觉部分的设计具有奠基性，

游戏通过视觉部分的设计来定义游戏本身的风格、

制造艺术效果与气氛，并且向用户传达关于这款游

戏几乎所有的信息，对于用户而言，游戏的视觉部

分可以说是它们可以直观接触到的“游戏的全部”。运

用了极简主义设计思想的游戏作品的视觉部分设计

通常具有特殊性，因为它们会 大限度地削减游戏

华丽的视觉效果，但是这种极简的特征却为其带来

了一些优势。 

2.1  符号化的造型元素 

游戏中的造型元素是一款游戏 基本的视觉载

体，UI 界面、角色、场景等都是游戏中众多造型元

素的一部分。与其他设计风格的游戏相比，具有极

简主义设计风格的游戏，其造型元素从符号学角度

来说，是一个个携带意义的指示符号，每一个符号

都包含着能指和所指两部分，前者是符号表面上的

表现，后者则是符号所携带的内容，在游戏造型元

素中，前者即是此元素单纯的视觉表现，后者则是

此元素所传达给玩家的信息。 

游戏是关于规则及其交互的，游戏的规则是抽

象化的[2]，因此游戏的造型元素设计必须将这些规则

与交互内容准确传达给玩家。运用了极简主义设计

思想的游戏本身更加强调游戏本身的规则与内涵，

因此游戏的造型元素的设计意义从很大程度上是为

了更好地烘托游戏的核心部分。大量的此类游戏作

品中，视觉元素都被精简成了单纯的几何体，这些

几何体用一种近乎赤裸的符号化表现来代替完整华

丽的拟物特征，而这些造型元素也会在游戏中被当

作一种基础的元素相互组合，形成更多的视觉造型，

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块化特征。 

游戏的 UI 界面也是造型元素的一个方面，其

大的功能就是为用户提供一些必要的交互操作。某

些手游和页游在本身就已经混乱不堪的界面中，加

入更多的抽奖、开宝箱等功能的按钮，并且给予这

类按钮以视觉聚焦，使得用户在游戏中无法接收到

游戏的真实意图。运用了极简主义设计思想的游戏，

通常使用隐式交互界面的设计方法，隐式交互是指

产品的交互界面具有一定的内隐性，操作无法让人

一望即知[3]。游戏《纪念碑谷》中的 UI 界面见图 1。

还有些游戏作品将 UI 界面溶解到游戏中去，利用游

戏中固有的操作与元素来替代 UI 界面中的操作行为

与按钮。 

 

图 1  游戏《纪念碑谷》中的 UI 界面 

Fig.1 The UI design of "Monument valley" 

2.2  单纯且具有设计感的配色 

游戏中色彩的运用和造型元素的设计相辅相

成，和造型元素一样，一款游戏中的色彩设计也具

有向用户传达信息、引导用户行为的作用；但是游

戏的配色更多的作用是完善游戏的整体设计风格，

奠定游戏基本的情绪与气氛。一些作品的配色中也

渗透了更多的极简主义设计风格，这些游戏的配色

将传统的极简主义配色风格进行了发展，除了一部

分运用单纯黑色与白色的作品之外，有的游戏还将

平面设计中的配色原理引入其中，将色彩有机地运

用在游戏中。游戏中的单个元素通常只有一种单纯

的配色，而不同元素之间的配色则保持较高的对比

度，并且色彩的搭配通常鲜活刺激，具有很强的装

饰意义；游戏的总体配色通常也保持在几对单纯的

对比色中，有些作品中元素之间仅仅用单色相区别。

这种极具色彩构成意识的配色风格让运用了极简主

义配色风格的游戏有了一种独特的设计感，如同蒙

德里安的抽象作品，虽然构成的元素极其单纯，但

是却给人一种精巧平衡，具有设计感和时代感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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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感受。游戏《孤独的托马斯》配色设计见图 2。 

 

图 2  游戏《孤独的托马斯》配色设计 

Fig.2 The color design of "Thomas was alone" 

3  极简主义风格在游戏用户体验中的体现 

极简主义的设计思想除了被应用于游戏的视觉

设计中外，在游戏的用户体验方面也有着很广泛的

应用。游戏作为一种娱乐化的交互手段，用户的交

互体验是 重要的部分；用户体验是指用户在受到

一定用户需求和动机的驱使下，与产品或系统交互

而产生的全部体验[4]，游戏的用户体验自然是指用户

与游戏本身发生交互时产生的体验，而用户体验程

度的好坏往往与整个游戏的交互设计有着关联。 

3.1  “噪音最小化”的交互方式 

游戏本质上由大量的符号构成，因此游戏可以

算是一个巨大的符号文本，即由符号组成的一个合

一的表意单元；它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符号意义

会被用户重新解释。符号学认为，一个封闭的文本

中，无论如何，接受者必然在文本中发现对它的解

释不需要的冗余感知，这些冗余即是“噪音”[5]。游戏

中的符号通常都会被过度修饰，会提高“噪音”出现的

几率，影响用户对于符号和游戏本身意图的判断。 

在交互方式中采用极简主义的设计思想意味着

大量的游戏元素被简化，有些甚至接近或直接使用

原始的符号。游戏规则和意义的直观化，以及游戏

视觉内容的抽象化，使其符号过程被简化至 原始

的状态，强化了发送者（游戏）和接受者（用户）

之间的直接联系，让用户在游戏过程中不会接收到

容易产生“噪音”的符号信息，从而使得用户不会迷失

在表意繁杂的符号之中，让他们能够 直接地感受

到游戏本身想要传达的意图和体验。这种设计牺牲

了一小部分游戏新鲜内容对于用户的吸引，但是从

本质上迎合了绝大部分用户对于一款游戏的体验要

求，若辅助以类似的成就和收集机制，会大幅度提

升用户的忠诚度，即让玩家对所参与的游戏具有较

为强烈的偏好，就算是面临一些情境改变，也不会

影响玩家对该游戏持续性使用的意愿和行为[6]，让用

户更乐于持久的深入参与游戏。 

3.2  注重“心流”平衡的游戏机制 

心流理论是由心理学家齐克森米哈里提出的。

“心流”是指一种能够让人感受到全身心投入的专注

状态，人在进行某一种活动时（例如运动、游戏、

学习），当针对行为的机会和行为所需的必要能力达

到平衡时，就可以体验到“心流”。 

在进行游戏的用户同样具有“心流”，优秀的游戏

作品都能够让用户保持着较为平衡的心流。极简主

义设计思想强调将游戏庞杂的游戏机制 大程度地

简化，往往只保留单纯的核心机制，即游戏的主导

规则，这种设计让此类游戏具有了游戏目标明确的

特征，并且能够保持线性的游戏难度，很好地控制

和调节用户的“心流水平”。另外，在游戏机制设计中

采用了极简主义的游戏的流程可以被中断分割，这

缩短了单次体验游戏的时间，让游戏呈现出阶段性

与重复性的特点，这种机制可以充分利用用户作为

“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互相交织下的模糊的边界[7]”

的碎片时间，也可以让用户能够充分认知挑战的难

度与自身的技能层次。 

4  游戏中极简主义风格的形成环境因素 

如今华丽逼真的视觉效果已经成了游戏设计毋庸

置疑的主流，但是极简主义的游戏设计风格能够形成

并且不断发展，必然是受到了众多环境因素的影响。 

移动端设备的普及以及移动端用户数量的迅猛

增长，是促使大量游戏应用极简主义设计思想的

具奠基性的环境基础。据统计，至 2014 年 6 月，

中国移动游戏的用户数量已经达到 3.3 亿人[8]，移动

端设备的性能相较之前也有了巨大的提升，巨大的

用户群体和更多的硬件支持使得移动端平台成为了

游戏设计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平台，涌现出了大量的

设计优秀、商业成功的游戏作品。但是系统资源有限、

屏幕小、普遍采取触屏输入、使用时间呈碎片化分布

等移动终端产品的特性，决定了运行于移动终端平台

上的游戏产品必然受到一些约束和限制[9]。这些限制

往往会直接影响游戏作品本身的效果与品质，因此

移动端游戏大多数会为了追求游戏的 优化而削弱

游戏的视觉效果或者减少游戏内容，而这种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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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却与极简主义的特征相吻合，极简主义游戏设

计风格中单纯且简约的画面表现，以及精简直观的

游戏内容几乎可以让游戏作品在不缩减游戏品质的

情况下，获得优秀的整体表现。由于这种优势，大

量的游戏制作者开始以极简主义的理念开发游戏。

除了移动端设备及其用户给予极简主义风格在游戏

设计中生存的基础之外，大量小型游戏工作室和独

立制作者开始投身此类游戏的开发制作，也是极简

主义风格在游戏中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

贯彻极简主义而设计的游戏作品并不追求华丽繁杂

的表面效果，从单纯的制作成本上来看，要比其他

类型的游戏的制作成本小很多，小型游戏工作室和

独立制作者由于经费和技术等资源方面的问题，通

常很难完成一款“主流标准”的游戏作品。极简主义的

设计风格给予了这些制作群体一个可行的、可以着

重表现游戏本身内涵的选择空间。 

近几年来，各大设计领域都开始将极简主义设

计作为自己的标杆之一，从工业设计到环境设计等，

交互设计领域则是受到极简主义浪潮影响 大的领

域之一。APP、游戏甚至操作系统等，在交互界面的

设计上都以极简主义作为设计导向；例如扁平化的

设计风格在交互界面中成为了绝对的主流，扁平化

即将视觉元素的拟物性降到 低，省略了部分繁琐

的细节与仿真效果，让这些视觉元素更加具有符号

特性。这些领域中极简主义风格的蔓延，自然而然

地成为了极简主义游戏设计风格出现的前提条件。 

除了以上重要的环境因素外，如今普通用户对于

极简主义的精神需求也是风潮形成不可忽略的环境因

素。普通用户对于产品的精神内涵更加关注，更加符

合现代生活气质的极简主义设计成为了大多数用户的

一致精神需求。从设计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用户首先

接受的是产品的界面信息，简洁有序的设计语言是用

户 能接受的[10]，这足以看出极简主义不论在实际的

用户体验方面，还是在满足用户审美需求方面，都有

着极大的优势，在这种潮流环境中，游戏设计领域中

的极简主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风潮。 

5  结语 

游戏中的极简主义设计风格独树一帜，视觉风

格上简洁且具有符号化特征，充满了设计感，用户

体验方面则简化交互方式与信息传达，强化游戏作

品的内涵与核心机制，这些特征都让运用了极简主

义设计思想的游戏为用户和市场接纳与认可。虽然

极简主义设计风格在游戏中的发展在未来依旧需要

面对很多问题，如游戏内容过分单一重复、视觉设

计风格缺乏细节创新、游戏部分元素粗制滥造等；

但游戏设计中的极简主义设计风格依旧会不断发

展，并且与其他类型的游戏设计风格有机结合，不

断完善，在此基础上，接纳其他游戏设计的固有优

势，形成全新的游戏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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