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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移动界面特殊性，结合界面设计信息传达理论，探讨用户界面信息传达对于提升用户

与体验的意义。 方法 基于移动界面下信息传达与用户的联系，从交互设计视角下对信息传达的本质与

要点进行有效分析，剖析界面信息传达与用户体验的关系。结论 移动设备的显示载体尺寸有限，信息

通过界面的信息元素与交互行为进行传递，移动界面信息传达过程中关注用户的行为逻辑、行为路径与

信息情感关怀，由此设计出符合用户心理需求、人群特质且体验良好的移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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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Design in Mobil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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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mobile interfaces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ory of 

interface design, i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user interfac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for the user and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of behavior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hich under the mobile interfaces and the user, it effective an-

alyzes on the essence and key point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design, summarizes 

the function of interfac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experiences on the relationship .The display carrier size of mobile 

devices is limited,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through various elements of interface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user's behavior route and information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interfac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f so, can 

design a good experience of mobile interface which meet the user's psychological needs,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obile interfac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teractive design; user experience 

 

 
移动界面通过界面的信息元素、操作控件与交互

操作逻辑等维度进行信息传递。信息的良好传达是界

面设计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用户界面所承载的信息

传达与呈现的方式须精心考量，界面的设计过程中就

要求设计者了解用户行为路径，同时注意移动界面信

息传达的局限性，设计出符合用户心理需求并能够带

给用户良好用户体验的界面。功能内容在框架范围层

的交互感知逻辑与表现层的信息认知，存在着软硬兼

施和秀外慧中的关系[1]。 

1  信息传达影响交互行为 

移动界面与用户形成互动的基本条件在于：界面

可以良好传达信息内容引导用户作出判断和反馈。信

息传达的准确性、用户处理信息的感知程度以及用户

处理分辩有效信息的行为，决定了交互行为的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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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效性。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理查德·布坎南

就清晰地把交互设计的对象定义为行为："creating 
and supporting human activities through 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products"（通过产品的媒介作用来创造和

支持人的行为）[2]。由此可见，交互设计贯穿于用户

界面之中影响着人的行为。辛向阳教授的“交互设计

五要素”中提到交互是因为有了“动作”和相应的“反

馈”才形成一个回合的交互行为[3]。信息的传达过程

影响着交互行为，信息接受的阻碍与失败使得用户难

以顺利完成交互闭环。 

页面信息展示中人类的视觉流向多为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眼球长时间看单一形式的文字或图形都会

发生视觉疲劳的问题。信息传达最终反应结果是用户

的行为进程，界面的信息传达设计和交互行为设计是

协作进行的。没有良好的使用功能、信息传达与交互

行为作为支撑，不能称作优良的移动界面设计，因此，

界面设计不仅仅局限于界面的视觉设计原则，而且也

应该涵盖交互设计原则，交互方式以及配套信息服务。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传达的优良决定了用

户对于产品感知的强烈。 

2  信息传达应关注用户注意力的培养 

虚拟产品当中，移动界面设备为信息的传播提供

了合适的媒介，吸引并维持住用户的注意力，引导用

户完成注意力的培养。迈克尔·戈德海博，他提出了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

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只有一种资源是稀缺的，那就是

人们的注意力[4]。衍生在互联网企业中，企业所关注

的页面浏览量，日月活跃度，二跳率，流失率等考量

指标都是信息传达效果的衡量标准。这些指标看似是

数字的变化，背后的实质是争夺用户基数与用户的关

注度。着眼于移动设备的界面设计中，培养用户对信

息的注意力与读取效率进而可以提升人机界面的交

互体验。 

用户注意力的培养已经深入信息设计的详细环

节中去，辛向阳教授在演讲中曾提及关于信息传达设

计的 3 个重要节点，分别是精准度、有效性和影响力。

这样的 3 个节点分别会影响用户对于信息传达的信

任感，影响用户对于信息传达的理解能力，影响用户

对于信息读取后的行为反馈。目前界面信息传达设计

的主要矛盾存在于 3 个阶段节点中“有效性”的环节中。

信息设计的信息的有效性会直接导致用户对于信息

的接受状况与感知力度，信息本身的展现内涵与用户

形成交互行为并且吸引用户注意力，界面通过传达有

效讯息最终获得用户的“注意力关注”。 

界面信息与用户的交流机制形成人机交互的稳

定关系，界面的设计过程中要求设计者要深入洞察场

景下的用户需求、行为习惯与操作逻辑。通过培养用

户的注意力，进而使用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持续的抓住

用户的关注点，加强用户的粘性，构架友好的界面交

互体验。 

3  现存影响移动界面信息传达的问题点 

3.1  信息内容繁杂过载 

用户接受繁杂过量信息时无法有效整合，也无法

组 织 及 内 化 成 自 己 行 为 形 成 反 馈 。 George 

ArmitageMiller 在"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的

研究，7 加减 2 原则与人的短时记忆力有关，人类短

期记忆一般一次只能记住 5～9 个事物[5]。同样在设

计领域中，信息内容繁杂过载势必会造成对需要表达

的主体功能与信息进行冲击。在实际用户界面设计中，

页面展示部分充斥繁杂的信息量设计，用户在初次接

受信息的时候会无所适从，从而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

信息“冗余”。 

将界面信息进行属性归类、布局划分、信息层级搭

建，保证信息符合用户的视觉流向。纵观现存的中存在

着许多信息内容繁杂过载，信息表达不明确等相关问题，

以火车票购票软件为例，通过眼动仪测试（页面之间间

隔时间为 5 s）对两种信息数量群的页面进行测试。第

1 个样本 12306 火车票列表页，功能繁杂，信息查询困

难，页面信息繁杂过载，用户视觉流混乱，见图 1。第

2 个样本阿里旅行火车票列表页功能目的性强，信息结

构明确，页面信息容量合适，用户视觉流相对有序，见

图 2。由此可见，无序且繁杂过量的信息让用户束手无

策，从而影响了信息接收与操作效率。 

3.2  人工信息的模糊 

界面信息传达是多维度交叉的信息复合过程。对

所有信息而言，人类所能运用传播的的信息类型中按

照社会性可以分类为：自然信息（非人类信息）和社

会信息（人工信息）。人工信息通过人为手段编辑、

加工、提炼之后转化成一种信息产物。在移动界面的

信息中，图标信息与文字信息是人工信息处理的典型

代表。 

界面图标是功能语义的高度凝缩,它代表着功能属

性、指示引导、控件状态等指向性含义，表意象形图标

与抽象提炼图标是伴随着拟物化和扁平化氤氲而生的

图标风格。将复杂、字段长、表述困难的信息内容高度

提炼形成图形语言，它既可以提高界面信息传达效率又

可以降低用户的认知负荷，图标的概括提炼需符合大众

用户正常认知水平。在界面文字与图标共存的状态下，

图标的视觉层级高于文字表意，图标的歧义引导错误的

行为操作，也增加了用户的操作路径。 



第 38 卷  第 6 期 戈文等：移动界面中信息传达的设计研究 83 

 

 

图 1  页面信息繁杂过载，用户视觉流混乱 
Fig.1 Information overload capacity, it disturbs user's visual flow 

  

 

图 2  页面信息容量合适，用户视觉流相对有序 
Fig.2 Suitable information capacity, it conforms to user's visual flow

文字信息具有功能区分性好与表意承载量多的

特征。关于文字信息的不恰当运用对于用户体验是致

命的。Krug 在他书中提到：“点击多少次都没有关系，

只要每次点击都无需思考、明确无误的选择[6]。”文

字的表达需要恰当，简洁与准确，比如个人主页与个

人中心的表意差别，按照用户认知主页会表达出个人

展示页的意思（外放展示给他人），而中心两字包含

了关于个人信息，设置内容（内含关于自我管理）。

目前现有界面设计上众多页面中，个人中心和个人主

页的文字运用有失偏颇。人工信息的加工处理欠考虑，

图形与文字的信息模糊影响着人机交流互动且使得

信息获取受到阻碍。 

3.3  行为路径信息反馈 

用户在进行操作的过程中，每一步操作都影响着

下一步的结果呈现。用户的操作行为路径需要给予用

户合适准确的信息反馈，如果页面信息无法提供任何

信息反馈，那么用户就无法确定自己的操作是否得当。

基于用户对于操作问题的认知模型均不同，界面中信

息反馈不及时、反馈不恰当都会使得用户无法很迅速

地做出判断，造成重复操作路径。唐纳德·A·诺曼在

《设计心理学 2 如何管理复杂》中提到：“人们会忘

记之前的位置或状态，有时需要重复一个已经完成了

的任务或跳过一个尚未完成的步骤来继续，两种情况

都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7]”。 

用户的行为路径是基于个体知识领域和局限的

信息处理能力上的，伴随产生符合个体特征的行为解

释。行为路径也是心智模型对用户思维体系的概括性

提炼，最终心智模型也体现了用户主观情感与客观的

生理反应。不管是心理模型或设计模型，都是基于对

用户认知心智模型上的拓展。在 Adobe 公司账号的的

手机注册页面中，页面信息反馈是个良好的例子。

Adobe 手机注册页中对于用户输入的注册信息有明

确的要求，通过后台数据匹配及时告知用户哪里出现

了错误，距离信息输入成功的目标还有几节点，Adobe

注册页面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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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dobe 注册页面 
Fig.3 Register page of Adobe 

4  移动界面信息传达提升体验的思考 

移动设备屏幕尺寸有限，众多功能信息都要集聚

到这样一个相对精巧的界面空间之中，合理的设计思

路模式会让信息传达更为高效，通过信息设计构建新

的交流方式，塑造良好的体验是本质所在[8]。在以“用

户体验为中心”设计理念下，通过设计将移动页面信

息传递深入到用户内心层面，达到精神高度的共鸣。

交互行为与移动界面信息传达愈加融为一体，为后续

移动界面的体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 

4.1  页面信息整理排除干扰 

Shannon 和 Weaver's 的在 1949 提出了通信数学

原理的线性模型，见图 4[9]。在研究中他们关注信息

传播过程中的干扰因素，保证信息传达效率最大化，

干扰最小化。噪声的混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信息发

送者意图的混淆与信息传达的混乱。正如人们在嘈杂

环境之中，难以最大程度获得有效信息并增加分辩信

息的成本。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在进行需求分析定位、

元素的排布与信息规划架构时，会接收到来自各方的

干扰。必须要明确用户对于产品的真实需求，在梳理

需求后用恰当的呈现方式展示相应的功能与内容。 

界面的过分装饰、需求定位偏移、信息呈现混乱、

场景下痛点缺失、功能性控件过分突出等“设计禁区”

都在不断的争夺用户的关注点。这些相似问题放在界

面中就是“视觉噪声”，使用户无法快速的找到视觉的

焦点，无法顺畅的完成交互行为。设计者对用户所需

信息的筛选性呈现，及时展示用户在使用场景下所需

要的信息就尤为重要。例如在金融支付页面点击输入

金额时，应该直接弹出数字键盘来满足用户场景下的

需求，有序做到信息传达简洁、功能目的直接、干扰

较弱。优秀的界面信息呈现、色彩配合、交互逻辑是

为了更好的体验服务，而不是增加用户的认知负荷，

影响用户理解与使用效率，降低了体验效果。 

 

图 4  通信数学原理的线性模型 
Fig.4 Shannon and Weaver's model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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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内容转换符合预期 

置身当今的信息时代，用户认知的模式已经基本

被规范与培养起来，用户思维中固定形成了部分熟悉

的操作方式与认知路径。用户的预期与信息内容转换

不当，会形成用户的认知偏差。用户的使用习惯与思

维认知是设计创新不可背离的基础，信息内容的转换

方式在交互逻辑上也需进行考量。如何安排功能弹出

的位置与出现时间，以及页面的跳转形式与跳转内容

都决定了用户对于产品的依赖度和归属感。每一个交

互场景的切换，交互动作的进行都是信息具象化的展

现，以信息形式帮助用户进行处理浏览、信息筛滤、

信息输入、信息提示和反馈等内容[10]。例如按照认知

逻辑依次点击并完成页面跳转，但是当点击返回时没

有按照原路返回，而是越级页面跳转，这样的信息内

容转换无法匹配用户预期，让用户陷入迷惑。竞争激

烈的市场中，用户长久的挫败感会促进用户流失率，

减弱用户粘性。 

4.3  页面信息的情感关怀 

界面信息设计要求在设备与用户之间达到平衡,

让用户感觉轻松、舒适,并且能从使用中获得享受。

设计能够引起用户特定情感反应,可以鼓励用户去学

习、游戏、交往，并且能激发创造性[11]。情感关怀需

要把设计角度转换为用户同理心，逐步从马斯洛需求

底层的“安全感”需求出发，层级递进并满足最顶端的

“自我实现”需求。 

针对主要使用群体的特征构建出符合操作模式

的情感共通点。在儿童界面中，考虑儿童用户交互操

作形式、文字信息与图形信息的配比比重。为老年人

进行界面设计，保留核心功能，精准且简易的使用向

导，过于花哨的页面视觉装饰与学习成本过高的交互

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锤子手机推出汽车导航手机应用

锤子驾驶，运用场景化思维分析用户所需的信息传达，

同时充分考虑到用户处理信息的切实状态、界面信息

简洁、主功能层级、操作逻辑扁平。在汽车驾驶状态

下手机作为辅助导航界面单手操作的频率高，整体界

面字体较大，功能目的性强，页面信息传达处处显示

着场景下对于使用者的情感关怀，汽车导航界面见图

5。将场景化思维代入页面的信息设计，给予用户页

面信息的情感关怀，拥有情感关怀的交互式界面设计，

能够增加用户对功能可用性的认可程度，满足用户的

心理需求归属。 

 

图 5  汽车导航界面 
Fig.5 Automobile navigation interface 

5  结语 

移动设备普及深入用户日常生活的每一环，当人

们愈加注重体验带来的直观感受时，移动界面的信息

传达的重要意义就尤其突出了。用户自始至终都是在

面对界面进行操作，移动界面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很

好的媒介。在信息海洋中克服同质化，进行信息呈现

的同时维护好用户的注意力并创造忠实用户。在培养

温情的互动环境下，从用户界面的交互行为场景出发

塑造交互体验及思维认同，从用户的行为逻辑出发设

计信息要素的传达方式。如何创造新生价值让界面信

息传达与“体验经济”共融，成为信息设计领域要面对

的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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