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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移动应用界面设计模式及应用方法。方法 通过对目前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分析和对 300

余款优秀应用的研习，以设计指导为初衷，以设计模式为核心理念，运用模式的思想构建了从产品战略、

交互策略到界面设计模式逐层递进的产品设计模型。结论 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得出了 4 种产品策略模

式，同时根据每种策略产品的需求特点，提炼出相应的交互策略模式和设计关注点。通过对界面设计模

式的多维对比分析，提出了模式的解构和重建，以启发模式的迭代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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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design model and application method of mobile application interfa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obile Internet industry and on the balance of 300 outstanding application study, in order to guide the de-

sign and take the design pattern as the core concept, the mode thinking is used to build a product design model from 

product strategy, interactive strategy to interface design pattern of layer by layer. By comparing, it extracts four design 

patterns as well as interactive strategy pattern and design focus. Based on design pattern of 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it puts forward the mode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o inspire iteration and innov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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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使得各行业移动应用

产品设计需求激增，行业内竞争激烈。研究者指出设

计模式理念的核心，是针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提供已被

验证可用且可靠的解决方法[1]，而产品策略指企业在

制定经营战略时，明确企业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

务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不同策略的产品及服务有不同功能需求的特点，

将这些特点转化为交互设计语言便形成了交互策略。

当前，不同行业的移动应用产品运用了大量相似的设

计模式，而相同行业的移动应用产品也会采用完全不

一样的界面设计模式。设计模式的选用和产品策略间

的关系是展开设计并启发创新的研究要点。 

1  相关研究 

设计模式思想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Alexander 对

建筑学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和其解决方案的理解。设计

模式在 PC 端界面中的应用研究，已充分结合了情境

式设计，并逐渐趋于标准化[3—5]，开始向移动端移植。

已有文献资料基于主流操作系统对产品交互模式进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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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考，分析了移动应用使用中的 3 种典型情景的交

互模式[6]。另外，也有仅针对移动应用导航模式和信

息架构的研究[7]。而在策略研究方面，郭璐等人基于

PACT-P，围绕人、行为、环境、技术所组成的模式，

针对社交网站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相应的设

计建议[8]。当前学术研究多为局部重点研究，全局视

角上系统化的理论和成果比较缺乏。本研究立足于移

动互联网应用的交互设计，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移动触

屏应用设计模式库体系，灵活运用于设计工作的各个

阶段。 

2  产品设计模型及产品策略模式 

2.1  基于设计模式的产品设计模型 

静态设计模式库存在更新周期长、争议性大、封

闭性的不足，这主要由于静态设计模式库虽然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但是组织形式和模式筛选全部依赖于设

计师的创作能力和对设计模式的理解程度。本研究通

过增强设计模式与产品策略的关联，构建面向产品的

开放型动态设计模式库，以弥补静态模式库的不足。 

从设计师的思路出发，构建了基于设计模式的产品

设计模型，见图 1。该模型能够完成产品从抽象的需求

到设计模式的映射。金字塔产品设计模型以一个产品核

心目的出发，明确产品需求和功能属性，从而定位到相

关的交互策略。根据交互策略，在界面设计模式库中选

择适宜的模式。在交互策略中存在内容的细分，例如针

对工具型的产品，其主要的交互策略可能为效率型，而

在该分类下会有快速启动、组织高效、重复操作等，这

些细化的定位即为该框架中的节点，由此可以看出宏观

上的 3 层结构会在细节处形成节点网络，最终整个模型

呈现出树状产品设计模型架构。通过交互策略与界面设

计模式的映射，可以选择被细分的交互策略重复定位到

的模式作为更优质的解决方案。以导航模式为例，模式

库架构树状层级关系，见图 2。 

2.2  产品策略模式 

根据 Chris Dixon 曾根据用户使用应用的方式， 

 

图 1  基于设计模式的产品设计模型 
Fig.1 Product design model based on design pattern 

 

图 2  以导航模式为例，模式库架构树状层级关系 
Fig.2 The architecture tree hierarchy relation, taking naviga-

tion mode as an example 

综合人的主要行为，将移动应用产品分为工具

型、资源型和社区型 3 种产品类型。而用户获取的资

源有信息和消费物资，后者衍生的消费行为有别于信

息资源获取行为，因此将资源型产品拆分为两类，移

动应用产品分类见图 3。 

对不同产品类型下的典型产品应用特点总结对

比分析，得出以下不同产品策略特征及设计关注点，

见表 1。 

 

图 3  移动应用产品分类 
Fig.3 Mobile application products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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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产品策略特征及设计关注点 
Tab.1 Features and design concerns of different product strategies  

产品类型 特点 设计关注点 

工具型 注重效率和性能 

1. 突出核心功能，简化其他； 

2. 操作简单； 

3. 性能优先； 

4. 及时响应、快速启动。 

资源型 大数据推荐、优质内容 

1. 信息架构清晰、明确、高效； 

2. 满足不同场景用户需求（为有明确需求的用户快速

定位，为有模糊目标的用户提供引导，为没有目标

的用户提供推荐）； 

3. 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和互动； 

4. 丰富信息阅读的形式； 

5. 具备可拓展空间。 

消费型 注重任务流程体验、效率 

1. 主次分明，聚焦用户关注度； 

2. 快捷简单的目标定位； 

3. 层级清晰简化； 

4. 简化流程； 

5. 强化互动途径； 

6. 安全可靠。 

社区型 
注重构建关系网推广、传播内容； 

人的需求、心理、行为、社会学研究。 

1. 内容的整合和呈现方式的优化； 

2. 满足个性化需求； 

3. 登录注册适时出现； 

4. 鼓励用户互动交流。 

 
4 种产品策略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随着行业竞争

愈加激烈，设计者将产品策略的结合，移动应用形成

富策略化趋势。通过对不同移动应用产品策略总结分

析，提炼出以下 4 种策略关系结构模型。 

1）专注式。指针对一个产品策略深耕的设计，

符合深而窄的结构形式，常见于工具型策略的产品。  

2）辐射式。指具有明确的主次关系，以一个产

品策略为核心，其他策略促进产品内信息的流通，提

高用户的活跃度。例如工具型+社区型，通过接入第

三方社交信息，利用好友 PK 的方式激发用户的优胜

心理，提高使用粘性。 

3）平行式。产品中有两个以上策略形式，没有

明显的主次关系，但模块之间比较独立，在应用中所

占比重趋同，可对应为浅而广的信息结构。 

4）渗透式。应用在原产品策略的基础上引入新

的策略。策略之间相互促进运作，构成循环。例如社

区型+资源型。产品策略关系结构模型见图 4。 

产品策略关系结构帮助设计人员明确产品定位及发

展目标，同时可根据策略的优先级，为多策略型产品的功

能、交互模式、界面设计模式的选择提供建议和指导。 
 

 

图 4  产品策略关系结构模型 
Fig.4 The structure model of product strategy relationship  

2.3  交互策略模式 

根据不同产品特征提炼出的设计关注点，以交

互设计八项原则方法 [9]作为指导，结合触屏手机界

面 交 互 方式的 量 化 研究中 总 结 的界面 交 互 设计建

议 [10]，运用 KANO 模型对基本型需求和期望型需

求划分，得出不同产品策越下的交互设计策略，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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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互策略与产品策略的对应关系  
Tab.2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between interaction strategy and product strategy 

产品策略 需求层次 交互策略 举例说明 

工具型 

基本需求 
突出核心功能 利用吸引用户注意的图形和功能结合；隐藏次要功能 

突出核心内容 可视化图表、紧凑列表，保证页面内容区被最大化利用 

期望需求 

快捷操作 功能平铺、层级浅；利用锁屏模式 

即时动态反馈 使用可外显通知的导航；使用通知、锁屏等模式 

专注 全屏显示内容，利用卡片整页切换 

激励 利用浮层承载惊喜内容；利用图表可视化进度 

资源型（媒介型） 

基本需求 
组织内容 高效承载内容的导航和页面模式 

准确定位 简洁易用的导航、搜索、筛选 

期望需求 

层级主次鲜明 内容显示使用同类模式嵌套以表示不同层级 

内容可视化 使用陈列馆、列表视图等图文并茂的形式 

个性化掌控 运用可订阅的导航模式，如跳板式、选项卡式 

互动 运用卡片式组织内容及相关功能 

及时动态反馈 通知模式推送 

消费型 

基本需求 

组织内容 高效承载内容的导航和布局 

准确定位 简洁易用的导航、搜索、筛选，多种排序 

简化流程 表单分步填写，避免长表单 

期望需求 

层级主次鲜明 内容显示使用同类模式嵌套以表示不同层级 

内容聚合 使用卡片式、列表式简洁可视化的形式高效聚合信息 

个性化服务 使用地图视图提供搜索、筛选 

状态反馈 外显通知，可视化进度 

导购推荐 增强型全局导航 

专注 专注于流程，避免打断，可使用浮层减少页面跳转 

互动 提供更多互动方式，分组组织列表 

趣味 启动页、引导页、下拉刷新动画、边界模式趣味化 

社区型 

基本需求 
组织内容 卡片式集合，其他模式的使用保证页面内容区最大化利用

突出互动操作 卡片式集合，突出选项卡，将重点功能单独做为次级页面

期望需求 
层级主次鲜明 页面内同类模式嵌套以表示不同层级 

拓展服务 拓展性良好的导航和内容信息承载模块 

 

3  模式的运用 

3.1  模式的解构和重建 

设计者根据交互策略选择适合的设计模式，对

设计模式归纳总结，得出导航入口、内容管理和内

容显示 3 部分共 42 种常见设计模式。总结过程中

发现，这些模式虽然承载着不同的内容和功能，但

是其表现形式的基本组成为容器和内容。综合导航

入口、内容管理和内容显示 3 部分，得出 9 种常用

的容器，6 种常用内容样式。按照模式的感知程度，

进一步将模式的动态效果归纳，如常驻界面、常态

隐藏、常态部分显示等，整体模式解构见表 3。各

类导航、内容管理、内容显示模式均可通过各列之

间的组合和连线构成，部分导航模式解构—重建案

例说明见表 4。 

表 3  模式解构 
Tab.3 Model deconstrucion 

感知程度 容器 内容 

常驻 栏 文字 

模态 列表 图片 

折叠 宫格 图形 

堆叠 卡片 图标 

轮播 图形 按钮 

抽屉 空页面 图表 

伸缩 表格  

遮罩浮层 表单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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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导航模式解构—重建案例说明 
Tab.4 Navigation model deconstrucion & reconstruction cases 

组合搭配 模式范例 

无—栏—文字+图标 

折叠—列表—文字+图标 

抽屉—宫格—图标 

 
 

3.2  模式的解构重建的意义 

该解构方法的作用主要有：设计中期可以将设计

目标拆分成若干步骤，根据产品设计需求逐步确定满

足预期的结构，并可将串联起来的结果在模式库中进

行校验；后期优化时可根据增加或变动的设计需求在

结构库中进行调整，如可沿用感知程度和容器的组合，

改变内容样式，最大化保证修改后模式的可用性，降

低变更成本；在模式的创新设计中，可以利用该结构

库辅助启发，即利用经过验证的、成熟可用的诸多单

一元素，通过改变其组织方式进行创新，降低从 0 到

1 的创新成本和风险；为模式库的动态发展提供新的

思路，通过补充单一元素的方式丰富模式库，如将新

发现的动态效果加入结构库中，与原容器、内容样式

重新组合创建新模式。模式解构与重建的意义见图 5。 

 

图 5  模式解构与重建的意义 
Fig.5 The significance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mode 



第 38 卷  第 12 期 侯文军等：移动触屏界面设计模式的应用研究 93 

 

4  结语 

模式的解构是对模式库的应用，利用全局观的总

结和对比研究，分离设计模式组成的基本要素和差异

化特征。从而形成可自由组合、重复利用的单一元素。

将利用经验指导设计的方法和工程化解构重建的方

法相结合，降低模式的决策难度，同时鼓励和启发模

式创新。使得模式不仅是一种资源，而且也是一种产

品设计思路，继而实现从抽象的产品设计需求到具象

的界面设计模式的映射，将设计模式的思想贯穿产品

周期，为移动互联网的从业、专业和创业人员提供全

面的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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