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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智能手机 APP 交互情境设计的审美要素。方法 在用户体验的基础上，从启动情

境的交互创意、功能情境的交互风格、应用情境的交互审美、互动情境的情感审美 4 个方面，对智

能手机 APP 交互情境设计的审美要素进行研究。结论 智能手机 APP 设计中，在用户体验的基础

上进行视觉设计、信息设计、交互设计和情感设计，把握交互情境设计的审美要素，为用户创设愉

悦的审美体验，提升用户使用的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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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Elements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ve Situation Design of the Smart Phone 
APP 

XU Yan-zhang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aesthetic elements of the APP interactive situation design of smart phone. On the 

basis of user experience, from four aspects of the interactive creation of situational context, interactive style of functional 

situation, interactive aesthetic of application situation, and emotional aesthetic of interactive situation, it studies the aes-

thetic elements of interactive situation design of smart phone APP. In the design of the smart phone APP, it should be on 

the basis of user experience, visual design, information design, interaction design and emotional design, grasp the aes-

thetic elements of interactive situation design, for the user to create a relaxed aesthetic experience, enhance the user vis-

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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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推动行业的转型与融合

发展，以微信为代表的智能手机 APP 不断体现出

生态性的特点。关于用户体验与交互设计的研究成

为目前设计领域研究的热点，正如辛向阳指出的

“交互设计正从物理逻辑向行为逻辑发展[1]。”在用

户体验思想的指导下，智能手机 APP 设计中功能

设计、视觉审美、交互体验等方面不断完善，正向

着提高用户体验效果的方向发展[2]，因此，探讨智

能手机 APP 交互情境设计的审美要素，对于提升

智能手机 APP 设计审美，提高用户体验效果具有

重要意义。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分析，智能手机 APP

交互情境设计的审美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  启动情境的交互创意 

启动情境是 APP 启动过程中呈现的设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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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情境设计中应以用户认知和行为习惯为基础、以

人本主义为指导进行符合用户个性的交互创意，为用

户呈现符合用户期望又超出用户预期的设计情境[3]。 

1.1  轮播展示的个性情境 

新安装的 APP 的通常采用 3~5 个画面进行应

用功能特色的轮播展示。由于普通用户对于新安装

的 APP 具有较强的关注度，在 APP 启动界面中以

轮播展示的方式为用户进行 APP 功能和特色的展

示可谓是最佳的时机，有利于集中用户的视觉中心，

形成用户的初步认知和设计印象。对于急于进入

APP 进行体验与使用的专家级智能手机用户而言，

往往采取快速切换轮播展示画面的方式。为此，为

专家级用户提供“跳过”之类的选项可谓是用心之

作。轮播展示设计中，除了以功能、特色为主题诉

求外，还可将用户关心的内容即用户需求作为首选

进行设计。酷狗音乐为用户提供了“个性问候音”，用

户可以录制属于自己的"Hello Kugou"，设计极具个性

化特征，颇受用户好评，酷狗音乐轮播展示见图 1。 

 

图 1 酷狗音乐轮播展示          

Fig.1 Kugou music carousel show       

1.2  启动界面的价值情境 

启动界面作为缓冲应用程序加载过程的视觉

呈现形式，是用户使用应用的第一个界面。对于用

户而言，这个界面是伴随用户从新用户转变为老用

户的“伙伴”界面。将启动界面设计成带着亲切问候

的“老朋友”，与用户“谈人生、说理想”，有利于用

户在反复认知的基础上加深对应用的理解[4]。启动

界面可依据用户特征进行策划，通过精心设计的情

境画面、富于哲理的情感文案，激发用户的感官体

验欲望，强调用户的价值，启发用户的深层联想。

咪咕阅读在 APP 启动界面中采用“这一路，感谢有

你相伴”的文案，强调了用户的价值，提升了用户

存在感与参与度，咪咕阅读启动界面见图 2。 

 

图 2 咪咕阅读启动界面 

Fig.2 Migu reading start interface 

1.3  信息获取的创意情境 

在 一 些 基 于 用 户 数 据 提 供 服 务 的 智 能 手 机

APP 中，获取用户数据是一项必要的步骤。APP

设计中通常将这些信息获取设置在新安装的 APP

启动界面中。由于用户数据涉及到个人的隐私，直

白的问卷式的选择往往会引起用户的反感。设计中

采取角色扮演的方式往往能够获得用户的肯定，然

后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用户行为与个性建模来推

断用户个人信息。熊猫看书在启动界面的用户性别

选择中，采用了“痴迷都市玄幻、修仙之道”的“逍

遥派”作为男生的代表，“沉迷宫斗宅斗、言情世界”

的“玉女派”作为女生的代表，可谓是创意之作，熊

猫看书性别选择见图 3。 

 

图 3 熊猫看书性别选择     

Fig.3 Panda reading sex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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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引导用户的表达情境 

在启动界面中演示 APP 的交互操控是常见的

引导用户的形式。引导的内容通常包括 APP 的功

能分布、界面操作和升级变化等。对于新用户而言，

希望马上能够适应 APP 的操控，在引导中为用户

展示 APP 的信息界面组织、常用操作符合用户体

验的需求，如视频 APP 播放界面中左右滑动控制

进度，上下滑动控制音量的提示。对于 APP 升级

改版造成界面交互的变化，应考虑老用户的行为习

惯，尽量降低用户的不适应性，引导提示的设计表

达应以朋友、助手的方式进行。淘宝引导用户的创

意方式值得借鉴，在淘宝引导用户搜索宝贝的设计

中，将用户确认的操作按钮以“朕知道了”为题进行

设计，将用户提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用户惊

喜之余，对于提示信息也就欣然接受了，淘宝用户

创意引导见图 4。 

 

图 4 淘宝用户创意引导 

Fig.4 Taobao user creative guide 

2  功能情境的交互风格 

功能情境是 APP 应用启动后的主界面，即功

能组织的界面情境。功能情境的交互风格通过界面

的版式、配色、信息设计和动效展示出来，是用户

对于应用的整体印象。 

2.1 拟物风格与扁平风格 

从功能情境表现的设计形式分析，可分为拟物

风格和扁平风格。拟物风格是将用户工作生活中的

事物及其工作方式进行模拟，在视觉形式上的体现

是具有高光、阴影和纹理，产生实物的设计效果。

扁平风格在视觉上呈现出更平的方式，摒弃了拟物

设计的装饰元素，呈现出简洁的设计风格。扁平风

格采用简约思维的设计方式，体现出潮流、时尚和

活力的特征，颇受青年人的喜爱。随着用户年龄的

不断增大，用户对于拟物风格的喜好程度有所提升，

用户除了关注设计的功能外，体验中常将生活中的

认识与设计结合起来，带着青苔的石阶，布满爬山

虎的墙壁，带着古朴色彩的木纹往往能够激起用户

回忆与留恋。 

2.2  功能风格与行为风格 

从功能情境表现的交互逻辑分析，可分为功能

风格与行为风格。功能风格是以 APP 的功能逻辑

进行设计的风格，适用于功能选项众多、服务与内

容庞杂的 APP 设计，设计中采用功能分类的方式

组织界面交互元素，信息结构通常表现为层次形式，

如天猫商城、亚马逊等。行为风格是以用户的交互

行为进行组织界面的交互元素，以行为相关性为指

导，将与用户行为的交互元素呈现给用户，适用于

功能、流程与结构相对简单的 APP 设计，信息结

构体现出网状形式，以滴滴出行、优步为代表。随

着采用大数据技术对于用户行为数据挖掘研究的

不断深入，功能风格和行为风格呈现出融合性趋势。

百度地图除了为用户提供地图服务外，还为用户提

供了“发现周边服务”的功能，以功能风格组织信息

服务，百度地图行为风格见图 5。 

 

图 5 百度地图行为风格 

Fig.5 Baidu maps behavior style 

2.3  同类风格与个性风格 

从功能情境表现的组织形式分析，可分为同类

风格与个性风格。同类风格体现了认知心理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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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性原理，形式上表现在 APP 设计与同类 APP

的视觉与交互的一致性。柳沙在《设计艺术心理学》

中指出：“用户习惯会降低思维干涉的程度，促使用

户的行为自动化，提升用户操控的熟练性[5]。”同类

风格降低了用户对于 APP 的认知时间，为用户提

供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尤其在面向大众用户的购

物类、视频类、新闻类 APP 设计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个性风格打破了同类应用的设计模式，体现

了差异化策略，有助于形成 APP 的个性特征，尤

其适合于追求时尚与个性的青年用户，通常出现在

休闲游戏、时尚杂志类 APP 设计中。 

3  应用情境的交互审美 

应用情境是 APP 功能应用的具体情境。设计中

应以用户需求为基础，以人机工程学为指导，适应用

户使用方式的变化，将交互设置、动效设计、感官交

互与应用情境结合起来，提升交互审美与应用品味[6]。 

3.1  应用情境的设置创意 

智能手机 APP 应适应用户使用情境的变化，

体现易用性与适应性[6]。交互方式设置选项一般设

计在“我的”、“设置”或“用户”之类的功能选项中，

采用用户熟知的齿轮图标结合文字的设计方式，通

常包括账户信息、应用界面设置、推动信息设置等

相关选项。交互设置中尽量降低设置的层次深度，

缩短用户查找该功能与设置的时间，设计中采用二

八定律将用户常用的设置项目设计在用户视觉流

程的焦点位置，提高交互的识别性。应用情境的交

互设置应结合应用的特色，采用创意设计的方式往

往能够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QQ 阅读的日夜情境

切换设置中，采用拉线开关设计方式，极具创意的

交互方式吸引着用户尝试。 

3.2  应用情境的动效设计 

由于动效设计具有历时性的特点，能够给用户

持续的视觉感受，已成为智能手机 APP 交互设计中

的流行元素[7]。动效设计有助于信息的可视化，从

而提升用户的认知与控制感，通常出现在交互界面

的加载与切换、应用界面中的图文信息变化中，如

视频 APP 进度控制中的时间点视频截图形式、音乐

APP 播放过程中的唱片旋转形式等。动效设计中可

综合应用多种艺术形式，比较典型的是借鉴影视作

品的转场效果。成功的动效设计能够促使用户反复

体验与耐心观察，形成用户交互的“反复”与“停滞”

现象，提高用户将动效设计进行分享的积极性。 

3.3 应用情境的感官交互 

应用情境的感官设计中，应将视觉、听觉、触

觉、运动等感官通道与 APP 交互设计结合起来，

充分运用智能手机的相机、听筒等设备，形成语音

交流、文字识别、触控摇动相结合的感官交互形式，

丰富用户感官交互的输入输出通道。例如视频 APP

中清晰度设置中 2K、4K 的超高清模式，已成为时

代用户视频体验的代名词。除了以微信、QQ 为代

表的社交类 APP 采用语音交流外，百度翻译的中

英文语音翻译中采用了语音交流的方式，为用户提

供了最直接和便利的输入方式。2015 年央视春晚

的微信“摇一摇”互动创造了用户摇手机的多项纪

录。值得关注的是，2016 年中国有声阅读市场表现

活跃，懒人听书 2015 年获得了 85.5%的用户增长率，

懒人听书声音播放见图 6[8]。 

 

图 6 懒人听书声音播放 

Fig.6 Lazy audiobook voice broadcast 

4  互动情境的情感审美 

互动情境是 APP 与用户之间、用户与用户之

间情感交互的情境。微信在 2015 年移动 APP 活跃

用户排名中名列榜首，成功的关键在于对用户情感

需求的洞悉。智能手机 APP 设计中，以用户的情

感诉求为突破口创设互动交流平台，有助于提升用

户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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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互动交流的“懂我”情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在大数据

技术分析下，用户使用智能手机 APP 的情感与行

为交互数据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规律性。智能手机

APP 在挖据用户情感需求的过程中，对用户情感与

行为模型不断修正，逐步逼近用户的真实模型。在

智能手机 APP 用户情感体验的过程中，了解用户

兴趣爱好成为 APP 交互情感特色形成的基础。在

为用户推荐信息的同时，应将推荐的依据和统计数

据提供给用户，把互动交流的判断权和决策权交给

用户，有助于提升用户的情感认知与交互控制感，

正如天气预报采用降水概率的形式表现天气信息

一样。UC 浏览器强调“给的再多，不如懂我”，采

用“爱看什么，给什么”的头条新闻策略，不仅体现

了交互设计的行为逻辑，而且将互动情境的情感交

流提升到“懂我”的程度。 

4.2  情感互动的平台交互 

智能手机 APP 为用户提供的不只是单纯的应

用服务，还应成为用户的情感互动的交流平台，正

如覃京燕所强调的：“交互设计已发展到情感与心

灵的交互[9]。”情感互动的平台交互中，应在图文

分享、活动投票、评价互动等形式的基础上，融入

流行的设计元素，视频 APP 播放界面的弹幕功能

与泡泡圈便是很好的方式。QQ 游戏中的与微信好

友玩、与 QQ 好友玩的模式为用户情感交流架设了

平台，天天爱消除界面见图 7。情感互动的平台交

互应以人性化设计为原则，视频 APP 分享界面中

采用半透明的设计方式就是考虑了用户分享中继 

 

图 7 天天爱消除界面        
Fig.7 Days to eliminate the interface 

续观看视频的需求[10—11]。墨迹天气的“时景”功能

设计也颇具特色，当天用户所在城市和世界各地的

天气与景色浓缩到方寸的手机屏幕中，用户可以拍

摄此时的风景上传到平台中，强调了用户的存在感，

墨迹天气界面见图 8。 

 

  图 8 墨迹天气界面 
  Fig.8 Ink weather interfac 

5  结语 

在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智能手机

APP 的设计不断融合与完善。智能手机 APP 交互

情境设计中，应将启动情境的交互创意、功能情境

的交互风格、应用情境的交互审美、互动情境的情

感审美等审美要素结合起来，在用户体验的基础上

进行视觉设计、信息设计、交互设计和情感设计，

为用户创设愉悦的审美体验。在大数据技术广泛应

用的今天，随着虚拟现实技术与增强现实技术的不

断发展，对于智能手机 APP 交互情境与用户体验

的进一步研究，将促进交互设计的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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