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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移动端应用软件不同页面加载方式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方法 模拟用户在移动产品使用

过程中因系统响应产生的等待情景，被试的任务是对实验样本的时间知觉长短进行评分，并对评分较高

的实验样本进行时距估计。结果 非模态加载和隐藏等待加载两种加载方式的时间知觉长度评分平均值

较高，且时距估计均低于实际加载时间。结论 移动端应用软件的等待时间知觉与其加载的方式有关；

非模态加载和隐藏等待加载的页面加载方式通过占用注意资源，扰乱内部时钟脉冲，模糊页面加载起始

点的方式影响用户的等待时间感知，是有效缩短等待时间知觉的页面加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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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APP Page Loading Methods Based on Time Perception 

HE Ren-ke, FU Yue-fe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age loading methods on users' perception of waiting time in 

mobile applications. It simulates the waiting scenes caused by system response when customers use mobile applications. 

The subjects are asked to grade their time perception of four experiment samples and to estimate the time-distance for the 

one that gets the highest grades. Non-model loading and hidden-type loading get higher scores on average in the time 

perception experiment and their time-distances estimated are shorter than the actual loading time. Users' perception of 

waiting time for mobile applications is related to the way they are loaded. By employing attention capacity, creating con-

fusion in internal clock pulse and disarrang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page loading, non-model loading and hidden-type 

loading exert influence and shorten users' perception of waiting time. 

KEY WORDS: mobile terminal application software; loading modes; time perception; time-distance estimation 

随着移动端硬件产品的高速发展和快节奏生活

方式的影响下，移动设备的互联网使用时长呈现快速

增长的趋势。相对于桌面设备的互联网使用方式，智

能移动设备便携、高效、简便的特性，使用户互联网

使用场景更加轻量和多样化，但大量的信息涌现使得

用户在寻找感兴趣内容的过程会耗费更长的时间。同

时，移动网络连接状况不稳定，移动硬件配置参差不

齐，后台算法不统一等原因都导致页面加载等待成为

了移动产品端必须面对的问题。等待时长如果超过了

用户的等待的极限阈值，用户会出现无聊、焦虑、暴

躁等负面情绪，对于产品满意度的打分会大大降低。

在现有研究中，针对用户等待体验及等待时间知觉的

探讨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消费服务领域，在设计领域

对于页面加载方式的选择和应用，仍处于较为主观的

认知状态。本文运用认知心理学和消费心理学的基本

理论和实验研究方法，从交互设计的角度出发，探究

用户在移动产品使用过程中，页面加载的方式对于用

户等待时间知觉的影响。 

1  移动端应用软件的页面加载 

用户在应用软件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等待是源

于后台数据的加载运算需要消耗时间，等待过程中的

实际等待时长和主观的“感知时间”是影响用户等待

时距估计的主要因素，但因种种客观原因，实际等待

时长往往难以改变，因此减少用户等待时间估计的主

要方式是影响用户主观的等待“时间感知”。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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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等待“时间感知”在心理认知上称为等待

“时间知觉”，是指用户在等待过程中对等待时长的主

观感受和心理体验[1]。不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方

法，得出了许多种影响时间知觉的因素，其中包括时

间因素和非时间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因

素和主观因素等。笔者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除了个体

的认知因素和人格特征等主观因素不可控外，注意是

影响被试时间知判断的主要主观因素，人们的注意水

平显著影响时距估计[2]。时间知觉的客观影响因素为

等待过程的填充物、等待时间的确定性、接受服务的

阶段和等待的物理环境等[3]。移动端应用软件的页面

加载是通过改变页面跳转过程中加载页类型来影响

用户对等待时间知觉的感知，根据其对时间知觉影响

因素的不同，移动端产品的页面跳转加载主要有 4 种

方式：概念加载模型、情趣化加载、非模态加载和隐

藏等待加载[4]，见表 1。 

表 1  移动端应用软件页面加载方式 
Tab.1 Different Models of APP pages loading 

加载方式 概念 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方式 

概念加载模型 
以基本加载图标或文字 

作为等待时间填充物。 

加载状态及信息的及时反馈，减少因等待信息 

不确定而造成对负面情绪对时间知觉的负性影响。 

情趣化加载 
以情趣化的图标或者动 

画作为等待时间填充物。 

有趣且信息量大的加载图标吸引用户注意， 

影响用户对等待时距估计的准确性。 

非模态加载 
页面部分信息优先加载， 

用户可继续进行操作。 

多通道加载，减少空白等待时间给用户造成负性情绪，优先加

载完成的文字信息占用用户注意资源，影响用户时间知觉。

隐藏等待加载 
通过动效的方式 

隐藏加载过程。 

隐藏加载过程，模糊加载起始点， 

扰乱用户内部时间脉冲，影响时间知觉。 
 

1）概念加载模型。通过设定有效的概念模型，

辅助用户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及时告知用户加载状

态，等待时间等相关信息，减少用户等待过程的困惑，

确保用户设定正确的等待预期。避免因未告知相关信

息而导致用户产生负性概念模型，增长用户的等待时

间知觉。图标加载和进度图标加载是概念加载模型中

较常见的一种加载方式，多出现在移动端的系统页面

加载中，私密社交应用 Path 移动端就采用该种页面

加载方式，见图 1a。 

2）情趣化加载。情趣化加载有效转移用户注意

力。如果用户被成功的转移了注意力，那么用户就更

难以觉察等待时间的长短[5]。有意义的事物能够更快

的吸引人们的注意力[6]，面对感兴趣的事物时，个体

倾向于低估时距[7]。“好奇心日报”移动端的页面加载

方式就是运用了有趣的动画形式影响用户的时间知

觉，见图 1b。 

3）非模态加载。非模态的加载方式使用户可在

系统加载的同时继续进行操作，降低用户因为空白等

待时间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从而导致人们感知到的等

待时间变长[8]。Airbnb 手机客户端通过先行加载文字

信息方式帮助用户进行下步操作，在不影响用户操作

的情况下完成后续的图片信息加载，见图 1c。 

4）隐藏等待加载。通过页面跳转动效的方式弱

化用户对于加载过程的感知，将转场动效打造的像是

同一个界面在进行流畅的变形，以此来使交互流程更

平滑[9]，给用户营造页面之间无缝衔接的错觉，影响

用户等待时间估计的准确度。Google 公司在 2014 年

推出的全新 Material Design 设计语言就非常重视这

种加载方式，通过动效跳转将页面元素之间、页面之

间连接起来[10]，见图 1d。 

  

        

图 1  移动端应用软件加载方式案例 
Fig.1 The cases of APP page loading model 

d Material Design 

动效设计语言 

c “好奇心日报” 

手机客户端页面加载

b Airbnb 手机客 

户端页面加载 
a Path 手机客户 

端页面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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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动端应用软件页面加载方式对等待时

间知觉的影响 

2.1  实验目的 

目前，针对移动端应用软件页面加载的方式研究

仍留在较为主观的的认知状态，并没形成有实际价值

或者较为权威的研究。本文运用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

论和实验方法，旨在研究移动端应用软件页面加载方

式对于用户等待时间知觉的影响。 

2.2  实验方法 

本实验采用 2（页面加载时间：1.0 s，5.0 s）×4

（页面加载方式：概念加载，情趣化加载，非模态加

载和隐藏等待加载）被试内设计，为了避免测试顺序

对于被测者的影响，样本以随机的方式呈现。 

2.3  实验过程 

本实验分为 4 个部分：实验样本的制作、实验人

员的选择、实验任务以及实验结果数据分析。 

2.4  实验样本的制作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实验设备选择了硬件

配置相同的同款手机作为测试平台，测试的实验样本

demo 都采用去色的方式，并遮挡时间状态栏以避免

实验样本的色彩以及状态栏的时间信息对于实验结

果的影响。根据腾讯 2015 年发布的《移动页面用户

行为报告》显示，页面加载超过 5.0 s 就会有 74%的

用户离开页面，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实验设

定实验样本的实际等待时间为 1.0 s 和 5.0 s。搜索作

为移动端应用软件中层级较高且使用场景较多的一

项功能，本次试验选择电商类移动产品的搜索结果

List 加载页作为实验场景，模拟用户在选购产品的等

待过程，根据文中提到的页面加载类型，笔者制作了

1 个练习实验样本 Demo 和 2 组实验样本 Demo，实

验样本加载页见图 2。 

图 2a 为练习 Demo 中出现的空白加载页；图 2b

的页面加载类型为概念加载模型，选择循环转动环状

动态图标作为加载提示符；图 2c 的加载类型为情趣

化加载，加载提示符是明显品牌含义的 Logo 动画图 

 
       a 练习加载项         b“概念加载模型”      c“情趣化加载”       d“非摸态加载”       e“隐藏等待加载” 

                                加载项               加载项                加载项                  加载项 

图 2  实验样本加载页 
Fig.2 Experimental samples of loading page 

标；图 2d 通过非加载模态的方式分模块进行加载；

图 2e 的页面加载过程采用跳转动效方式。 

2.5  实验人员的确立 

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表明，中国

网民的性别比例为 55.6 44.4∶ ，日趋均衡；20～29 岁

的人数占网民总数的最大份额（29.5%）[11]，为了控

制实验人员的先前认知经验及人格特征对于此次实

验的影响，本实验采用社会招募的方式招募到 30 名

实验人员，其中女性 14 名，男性 16 名。被试年龄在

20～30 岁，平均年龄 24.5 岁。该批实验人员的职业

背景覆盖多个领域且都有电商类移动产品的购物使

用经验。 

2.6  实验任务 

实验 1 根据页面加载时间分两组让被试点击搜

索页的搜索图标，当页面跳转到结果页并可以进行下

一步操作完成一次实验任务。请被试根据页面加载时

间分组完成测试后，根据被试测试过程中的等待时间

知觉进行打分，等待时间知觉最短的为 5.0 分，等待

时间知觉最长的为 1.0 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在实验前每个被试会拿到实验样本的量表并告知实

验的目的及打分标准。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每个被

试会针对实验样本 1 的 Demo 熟悉实验流程并感知其

加载时间，为避免测试顺序对于被测者的影响，本实

验过程中的实验样本以随机的方式呈现给被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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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程序流程示意见图 3。 

 

图 3 实验程序流程示意 
Fig.3 Experimental procedure flow sketch 

实验 2 根据实验 1 的结果得出等待时间知觉较短

的两个方案，让同一批被试再次进行搜索操作，并在

两个 Demo 加载完成后进行等待时距估计（单位/s，

可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并记录到实验用纸的相应

位置。为避免实验样本呈现顺序对于测试结果的影

响，本实验的实验样本以随机的顺序的呈现给被试。 

2.7  实验 1 的结果分析 

实验 1 结束后每个实验样本得到了 30 个有效数

据，重复测试方差表明，实验样本的页面加载时间为

1.0 s 时，4 种页面加载方式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在页面加载时间为 5.0 s 时，4 种页面加

载方式之间部分存在显著性差异，运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得到实验结果，见表 2。当页面加载时长为 5.0 s

时，等待时间知觉评分平均值由高到低的加载方式分

别为隐藏等待加载、非模态加载、情趣化加载和概念

加载模型。概念加载模型与其他 3 种加载方式对时间

知觉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P＜0.05），情趣化加载与

其他 3 种加载方式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

（P＜0.05），非模态加载和隐藏等待加载两种页面加

载方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根据实验 1 的结果可以看出，不同页面加载等待

时间，页面加载方式对于时间知觉的影响是不同的。

相较于短时页面加载等待，长时页面加载等待状态下

移动端应用软件的页面加载方式对于被试的等待时

间知觉作用差异较大。根据 DKahneman 的中枢能量

理论，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被试所消耗的认知资源也

会相应地增加，则对时距只觉得认知分配会减少，进

而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12]，同样时长下，概念加载模

型的加载方式得分最低，原因可能是本次研究中的实

验样本在被试的实际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被试消耗的

注意力资源较少，而情趣化加载的加载方式所包含的

信息量较加载模型加载方式稍大，其时间知觉评分平

均值略高于概念加载模型，这也符合注意力水平对时

距估计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实验 1 结果见图 4。 

非模态加载和隐藏等待加载两种加载方式对于

被试的等待时间知觉的影响无显著性差异，为了更好

地区分两种页面加载方式对于等待时间知觉的影响

差异性，进行补充实验 2。 

表 2  实验 1 结果显著性差异分析 
Tab.2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alysis of  

experiment one 

页面加

载模型

页面加

载时长/s

平均数

（M）

标准差

（SD） 

比较样

本（J） 

平均差异

（I-J）

显著性

（P）

概念加

载模型
5.0 2.38 0.93 

情趣化

加载 
-0.7833* 0.001

    
非模态

加载 
-1.8500* 0.000

    
隐藏等

待加载 
-1.9500* 0.000

情趣化

加载
5.0 3.17 1.05 

概念加

载模型 
0.7833* 0.001

    
非模态

加载 
-1.0667* 0.000

    
隐藏等

待加载 
-1.1667* 0.000

非模态

加载
5.0 4.23 0.77 

概念加

载模型 
1.8500* 0.000

    
情趣化

加载 
1.0667* 0.000

    
隐藏等

待加载 
-0.1000 0.659

隐藏等

待加载
5.0 4.33 0.71 

概念加

载模型 
1.9500* 0.000

    
情趣化

加载 
1.1667* 0.000

    
非模态

加载 
0.1000 0.659

注：*代表 P＜0.05 

 

图 4  实验 1 结果 
Fig.4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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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实验 2 的结果分析 

实验 2 的数据结果见表 3，非模态加载的页面加

载方式时间知觉平均值为 3.9 s，隐藏等待加载的页面

加载方式的时间知觉平均值为 3.1 s，隐藏等待加载在

对时间知觉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优于非模态加载方式，

但两种加载方式下的时间知觉都低于页面的设计实

际加载时间 5.0 s，可见两种加载模式对于被试的等待

时间知觉的影响都趋于正向。 

表 3  实验 2 结果平均值 
Tab.3 The average value of experiment two 

实验样本 加载方式 时间知觉平均值/s

样本4 非模态加载 3.9 

样本5 隐藏等待加载 3.1 
 

非模态加载的页面加载方式将用户的等待时间

进行分割，优先加载的文字信息消耗用户大量的注意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时距的估计，根据注意闸

门理论假定人的大脑内存在内部时钟装置，当用户同

时进行两个及多个任务时，人们的注意只有在关注内

部时钟时，这些输出才会被积累[13]，非模态加载的加

载方式允许用户在页面加载的过程中继续操作，降低

用户对于页面加载的持续关注程度，扰乱用户内部时

钟脉冲的积累，从而使对等待时间知觉产生低估。 

隐藏等待加载的页面加载模式除了通过动效的

形式扰乱用户内部时钟脉冲，降低用户对于等待时间

的估计外，隐藏等待加载模糊了页面加载等待过程的

始末点，降低用户对于等待过程的感知，避免了因为

等待产生的负面情绪对于等待时间知觉的影响。实验

2 结果见图 5。 

 

图 5  实验 2 结果 
Fig.5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two 

3  结语 

移动端应用软件页面加载属于典型的短时等待

的典型代表，通过调整等待过程中注意资源的分配，

设计时间填充物等方式合理运用移动产品页面的加

载方式，影响用户的等待时间知觉。 

移动端应用软件的页面加载方式与用户的等待

时间知觉存在关系，页面加载时间越长，页面加载方

式对于用户的等待时间知觉影响越明显，基于实验 1

的结论和实验 2 的验证，在短时页面加载等待状态

下，页面加载类型对于用户的时间知觉影响差异不

大，在长时页面加载等待状态下，非模态加载和隐藏

等待加载两种加载方法有效的缩短用户的等待时间

知觉，且差异性不显著，因此，为了缩短用户在等待

中的时间知觉，移动端应用软件的页面加载可根据使

用场景的不同和页面加载时间合理的应用非模态加

载和隐藏等待加载两种页面加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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