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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心理学在界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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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在界面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通过不同的界面设计案例，分别分析格式塔

心理学中的接近性、相似性和闭合性 3 个原理。结论 格式塔心理学有助于设计师了解人的眼脑视觉规

律，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知觉结构，将设计中的信息结构进行组织、简化、统一，使界面更加协调，易

于理解，从而方便用户读取重点并实现自己的任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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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estalt Psychology in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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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Gestalt psychology in interface design. Through analysis of different interface 

design cases, the proximity, similarity and closure of Gestalt psychology are studied. Gestalt psychology can help visual 

designer understand how users form their visual percep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y prefer to see things as a whole rather 

than pieces. On that basis, visual designer will be able to simplify, unify and coordinate the information in their designs, in 

order to making the interface more clear and convenient for users to fulfill their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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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设计是人与机器之间传递和交换信息的媒

介，心理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掌握与设计相关的心理

学规律能有效地捕捉用户心理。格式塔心理学强调人

的视觉系统对看到的事物进行整体认知和简化的特

点，可以帮助设计师认识到设计的关键问题和创新

点，从而对设计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改进。 

1  概述 

1.1  格式塔心理学概述 

格式塔心理学也称完形心理学，强调知觉的整体

性，其基础理论是人的视觉系统能自动输入并构建结

构，对形状、图形和物体等视觉元素进行整体组织，

而不是对单个元素进行分析[1]。“形状”和“图形”在德

语中是"Gestalt"，因此这些理论也被称为视觉感知的

格式塔原理。格式塔原理指出，知觉是有组织、结构

和内在意义的一个整体[2]。人的视觉具有整体化、简

化处理图形的倾向[3]。 

1.2  界面设计与格式塔心理学的联系 

格式塔心理学为美学研究创造了新的角度，也为设

计师提供了更人性化的规则。研究行为心理与使用界面

间的关系规律，可以使界面设计更深层次地切合用户的

使用习惯[4]。准确表意是图形设计的重中之重[5]，形是

由设计师与观看者共同创建的，顺应视觉规律的交互

方式可以提升用户情绪体验[6]。 

格式塔原理并非视知觉的基础原理，但为视觉感

知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描述框架，并被进一步拓展。其

与符号学、拓扑学及对称性等理论相结合的视觉方法

论，突出了设计的实践技能和对科学方法的重视[7]，

为界面设计准则提供了有用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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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格式塔心理学在界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格式塔心理学主要有接近性、相似性、闭合性、

连续性、对称性和简单性等多项重要原理，其中接近

性、相似性和闭合性原理在界面设计中非常具有代表

性，下面通过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2.1  接近性原理 

接近性原理强调位置。物体间的相对距离能影响

视觉感知它们是否为一个整体，以及它们的结构关系

是怎样的。其他因素相同时，距离较近的物体看起来

属于一组，而相距较远的物体则自动划为组外。 

接近性原理简要图示见图 1，各色块的形状和颜

色完全一致，但按其距离分布，在视觉上明显分为 4

组。过去的设计师们常使用分栏线将网页版面分割成

不同部分。根据接近性原理，分栏线并不是必须的。

通过将同一类别的操作对象紧密排列，并将这一组操

作对象与其他对象的距离拉开，就能够使这一组操作

对象看起来属于一组，能满足同一个任务需求。 

 

图 1  接近性原理简要图示 
Fig.1 The brief illustration of proximity law 

接近性原理的 3 个案例见图 2，新浪首页见图 2a，

网页整体布局分为左中右 3 栏，不同信息索引模块之

间没有使用明显闭合的分栏线，而只保留了绝对必要

的文字、图片等组成元素。通过标题栏以及隐形的框

架将网页元素进行归类划分出不同区域。组织形式越

简单越能更好地实现所要的功能[8]，同时能节约版面

以避免内容冗繁降低浏览速度。网易、搜狐等其他门

户网站首页也多使用类似的界面设计。 

微信朋友圈见图 2b，特点是严格遵循时间线。

用户每条朋友圈采用统一格式显示，不同日期之间的

留白距离明显大于同一日内每条朋友圈之间的距离，

这样用户在浏览时可以明显地识别出每一条朋友圈

所属的时间线，清晰明了。接近性原理使图片和所配

文字、分享内容和所配文字间的正确组合更加明确，

使人们在视觉和心理上获得更佳体验。 

Safari 浏览器偏好设置界面见图 2c，包含多个选 

项，界面没有使用分界线来划分不同类型的设置选

项，而是将选项通过上下距离不同进行分组，从而减

少用户界面上的视觉凌乱感，同时便于操作。当视觉

单元彼此贴近时，视觉思维将暗示这种状态是一种归

类。此种视觉归类方法较为直接且容易实现。在界面

设计中，用距离进行归类同时适用于对象为少量和大

量的相同视觉单元。 

 

图 2  接近性原理的 3 个案例 
Fig.2 Three cases of proximity law 

2.2  相似性原理 

相似性原理强调内容。其他因素相同时，内容

相似的物体被视觉归类为一组。人倾向于把形状、

颜色、结构特征相同或相似的视觉对象看作一个群

组。相似性原理简要图示见图 3，各色块的分布距离

一致，但因形状和颜色的不同，也在视觉上明显分

为了 4 组图形。 

 

图 3  相似性原理简要图示 
Fig.3 The brief illustration of similarit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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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个界面中若干个操作对象的形状、颜色、结

构特征相类似，用户就会把它们看作一类能满足同一

个任务需求的组件。设计人员要让用户能够快速有效

地区分不同功能的操作对象，就需要为不同的操作对

象设定独特 的形状、颜色和结构特征。设计师从早

期生硬的线框方式归类到现在利用背景色、线条等隐

性的方式归类，给用户带来更多舒适感[9]。 

相似性原理的 3 个案例见图 4，中国农业银行个

人服务界面见图 4a，不同服务类别模块外形、排列

方式一致，能够保持界面的整齐，并表明各个模块有

着同样的服务性质。但是模块内容的形状、颜色彼此

区别开来，又使用户直观感受到不同模块图标展示的

是不同服务功能。使用过程中，作为用户，知道这些

图标都可以提供银行的某项服务，也清楚的知道每个

图标代表的不同意义，能满足不同的需要。 

 

图 4  相似性原理的 3 个案例 
Fig.4 Three cases of similarity law 

手机淘宝 APP 首页入口目录见图 4b，电商首页

的入口目录便于用户进入并挑选和购买自己想要的

产品。相似性原理会让用户第一时间意识到，这一组

形式相同风格一致的图标的目录作用，点击不同图标

会进入不同界面。当用户选中某个产品种类时，要有

一定的交互体验，让用户明确自己的操作对页面产生

了作用。如图 4b 淘宝 APP 有好货产品类别处，将当

前选中类别用颜色或框选特殊标注出来，视觉会自动

把相同填充色的归类，当前选中的区块会被自动与其

他区块区分开来。 

Adobe In Design CC 2015 for Mac 表选项界面见

图 4c，排版软件的设置对话框通常包含多个功能板

块，每个功能中又包含大量的选项设置，功能的多样

性常常会增加设计的复杂度[10]。对话框的特殊性质要

求不能采用过于复杂或过大的图像图形来进行表示，

文字成为了最常用的对话框元素。 

在元素单一、元素多的客观条件下，怎样实现

简洁方便实用的界面设计，相似性原理又为人们提

供了很好的思路。如图 4c，将功能文字排成一行并

整体加橘色外框，一方面可以吸引视线，一方面用

同样的外框和格式强调这行元素是同一组。被选中

的功能选项背景颜色加深“凹”下去，增强了软件操作

的交互性。 

2.3  闭合性原理 

闭合性原理强调元素在画面上的布局。人们的视

觉系统能将敞开的图形闭合，并感知为完整形象而不

是分散的碎片。 

闭合性原理简要图示见图 5，图形由 3 个不完整

的圆形组成，3 个圆形中间留有空白，但是人的视觉

系统会将空白自动补全为一个白色三角形。同时视觉

系统也会自动判断，圆形被三角形挡住了一部分，而

不是本身就不完整。 

 

图 5  闭合性原理简要图示 
Fig.5 The brief illustration of closure law 

Adobe Photoshop CC 2015 for Mac 首选项界面见

图 6，其选项设置界面分组关系明确，标题与选项区

分清楚。设计者使用线框的强烈方式划分选项，可以让

用户迅速地了解每一类的主要内容。将选项标题放在 

 

图 6  Adobe Photoshop CC 2015 for Mac 首选项界面 
Fig.6 The preferences interface of Adobe Photoshop CC 2015 

for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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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上，闭合性原理使用户视觉首先关注到未闭合的区

域，自然的让用户先关注到标题。这样的设计方式可以

使界面清晰明确，又不至于元素过多，还符合用户先关

注选项分类再关注选项内容的使用习惯。 

微信朋友圈界面见图 7，朋友圈的图片显示方式

分别体现了闭合性的不同应用。如图 7a，每条朋友

圈的缩览图永远保持正方形，不足 4 张时，图片会被

拼成一个完整的正方形，超过 4 张时，则用前 4 张图

片拼成一个正方形缩略显示，符合用户的闭合心理。

点进单条朋友圈内，则采用了九宫格排列方式，当图

片不足 6 张或 9 张时会有缺口，如图 7b，因此一些“强

迫症”用户选择发空白图片来补全正方形，如图 7c。

这也是因为闭合性原理使人的视觉倾向于将空白的

位置补全，设计师会遵循用户的视觉规律，在界面设

计时尽量主动将图形补全，当设计师没有满足用户

时，用户会用自己的方式予以调整。 

 

图 7  微信朋友圈界面 
Fig.7 Moments interface of Wechat 

3  结语 

格式塔心理学展示了人的视觉系统是如何被优化

从而感知结构的。视觉系统通过主动对所处环境中的视

觉信息构建结构，从而让人更快地了解物体和事件。 

在本文案例分析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几条原理并

非独立存在，而是互相作用和影响。接近性、相似性

原理与试图给对象分组的倾向相关，闭合性原理与试

图给对象完整形态的倾向相关，格式塔原理让界面上

的信息以分组和完整的方式呈现。设计师在进行界面

设计的过程中，在感性上注重视觉效果的同时，理性

上能够按照格式塔原理组织结构，那么用户会更容易

浏览和查找信息，并使用产品完成他们的任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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