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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化设计的可用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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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扁平化设计在过度应用中存在的可用性问题。方法 采用可用性工程的研究方法，论证

扁平化设计中交互元素暗示可点击的视觉线索缺失，导致用户依赖上下文语境含义，借助周边元素与实

验点击等间接线索理解界面，导致认知难度增加，交互成本提升。结论 一方面，交互元素融合了视觉

表现形式和功能表现形式的信息，拥有明确的视觉线索来引导用户理解和操作界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

交互成本，而清晰的视觉层级也可以构建信息层级。另一方面，重新考虑微妙的视觉效果和创新的交互

方式。清晰的可点击信号，信息层级的设计，用户友好的界面是扁平化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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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bility of Flat Design 

HUANG Wei, YANG Qin, QIAO Xin-xi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usability problems caused by overuse in flat design. It uses usability engineering 

methods to demonstrate that due to the lack of clickable visual signals on interaction elements, users heavily rely on con-

text semantics, elements around, tentative click and other indirect cues to understand interface then cognitive difficulty 

and interaction cost increase. On the one hand, interaction elements combine information of visual expression form and 

function form, with which clear visual cues can tell users how to interact with interface and avoid unnecessary cost. 

Moreover, clear visual hierarchy can also construct information layer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subtle visual effects and innovative interaction mode. In summary, clear click signals, information hierarchy design, us-

er-friendly interface is the future trend of fla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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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化设计是自 2012 年以来流行的一种界面设

计风格。扁平化设计的主要特征是摒弃一切复杂的装

饰效果，如阴影，透视，羽化、渐变等，不作繁琐的

修饰，简洁大方[1]。它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元素来凸显

主要信息，强调界面设计的功能性，弱化装饰性[2]。

扁平化设计从起源上是对拟物化的一种反动。拟物化

风格中的设计元素注重真实性，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物

体，传达信息的隐喻性。拟物化能有效降低用户学习

成本以及理解难度，且更具美感和亲切感[3]。然而，

拟物化视觉元素冗余，干扰性强，开发成本高。扁平

化不仅是一种简约的设计风格，更是一种设计理念，

让内容更直接地呈现，功能以更低成本完成，让用户

获得更好的交互体验[4]，但是扁平化设计在过度使用

中却出现了一些可用性问题。 

1  扁平化设计中存在的可用性问题 

1.1  交互元素视觉识别性降低 

交互元素的设计不仅要传递可点击的信号，还要

提供该元素所承载的界面功能线索，这是交互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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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表现。交互元素的视觉表现特征如文本、色彩、

形状、布局等形式，有助于传递元素可点击信号以及

它的功能属性。过度扁平化设计减弱了可点击元素的

可发现性，且丢失了必要的信息线索。可用性工程专

家 Jakob Nielsen 早前在 Windows8 系统的可用性测试

中发现，这个扁平化的操作系统让用户很难发现哪些

元素可点击，而哪些不可以，Windows8 界面见图 1

（图片摘自 Nielsen Norman 组织官网）。所有元素看

上去是在同一层级，但看不出图标和文本是否可点

击。"change PC settings"看上去更像一个文本标签而

不是可点击的链接。由于元素与背景之间，元素与元

素之间缺乏明显的视觉区别特征，致使用户遗漏或者

误解了界面上的选项。过去的拟物化设计使用了用户

熟悉的表现方式，解释了交互元素在哪里，是什么，

怎么用的问题。扁平化的交互元素缺乏渐变、阴影或

者其他独特的表现特征，无法轻易识别元素。没有良

好的视觉线索指引，用户得放慢速度通过其他方式来

认知，结果消耗额外的精力并伴随显著的点击错误，

这对于他们的认知负载是多余且不必要的，因此，交

互元素必须保留足够的视觉线索以提示点击，那些传

统的附加在交互元素上的颜色、形状、文本等以熟知

的方式表现时，形成强烈的可点击视觉信号。 

 

图 1  Windows8 系统设置界面 
Fig.1 Windows8 settings menu 

1.2  交互元素功能可见性被弱化 

视觉可见的功能，包括事物的使用方式、怎样的行

为可与之相适应，以及可以达到怎样的使用目的等[5]。

功能的可见需要提示和引导，帮助用户理解和操作[6]。

设计师用抽象的符号指代各类功能及操作信息，用户

根据自身的经验对符号进行认知判断，如果元素表现

出的视觉特征、操作方式和操作结果与用户的心理模

型一致，才能保证信息的流畅传达。创业邦网首页见

图 2，左侧“24 小时报不停”被设计成可点击的文本链

接式样，且其他同色字体也可点击，但其实这只是个

静态文本标签。交互元素的形态特征和视觉效果为元

素功能提供启示与行为引导，扁平化交互元素的许多

视觉表现效果被弱化或直接剔除，而这些效果是人们

赖以辨别事物功能的必要特征，即功能可见性。当用

户不确定时，他们会依赖其他线索寻找。（1）约定俗

成的界面布局规则，比如页面顶部或左侧一条带状的

文字菜单组应该是导航。（2）语境线索或周边元素的

提示，见图 3（图片摘自优设网），"VIEW OUR WORK"

字样的幽灵按钮可点击的判断大多来源于文字线索

提示。（3）悬停，利用视觉反馈寻找点击线索。砍柴

网首页见图 4，热门推荐的文字标题可点击，但需要

鼠标悬停时字体变色才会发现，四处悬停寻找可点击

的线索并不是一种好方式。（4）点击不确定的链接，

等待加载，验证结果并反复多次，直至找到正确点击

或干脆放弃。 

2  可用性问题造成的后果 

2.1  认知难度的增加与交互成本的提升 

Ivan Burmistrov 等人研究用户在扁平化和拟物

化两种类型的网站上，识别文本、icon、交互元素所

用的时间、正确率以及眼球追踪数据，发现扁平化网

站导致更高的认知负荷和点击出错率[7]。袁浩等人用

简洁性、易辨识性、搜寻容易度、喜爱程度、趋势适

应性这 5 个维度衡量扁平化图标的可用性，发现被试

者在识别扁平化图标时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扁平化图

标的搜索速度和准确度，明显低于拟物化图标[8]。 

交互成本是可用性的量化表现。在使用网站或应

用中，用户观察，阅读，滚屏，找到一个链接，点击

它，等待页面加载，如此往复很多次。这种为了完成

目标而产生的费力度总和称为交互成本，包括心智和

肢体操作两个方面[9]。在人机交互系统中，输出设备

输出信息，用户通过感知系统进行感知处理，接着思

维处理器进行认知，然后反应处理器作出反应进行指

令输入，如手指点击鼠标等。人机交互信息处理流程

是从感知开始，经过认知，最后作出反应，见图 5。

交互成本作为衡量用户人机交互过程中的总费力度，

包含心智与肢体操作两个方面，因此可将交互成本细

分为感知成本、认知成本和操作成本。（1）感知成本：

大部分的感知来源于视觉和听觉，主要处理表层的特

征信息，如颜色、形状、纹理、深度以及运动等。（2）

认知成本：推理和直觉，推理通过理性分析和思考解

决问题，认知成本较高；直觉依赖情感、经验、记忆

作出迅速判断，认知成本较低。比如通过图标特征识

别其内容和功能。（3）操作成本：人用手指敲击鼠标

或键盘，点击按钮，在触屏表面触摸和滑动等行为都

产生操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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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创业邦网站首页 
Fig.2 Chuangyebang's homepage 

 

图 3  幽灵按钮 
Fig.3 Ghost button 

 

图 4  砍柴网热门推荐版块 
Fig.4 Popular recommendation of Kanchaiwang' 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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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扁平化提升了用户的交互成本。（1）元素

缺乏足够的可点击信号，视觉搜索与辨别变难，感知

成本增加；（2）用户更加依赖间接线索如元素的文本

提示、布局、周边元素辅助视觉识别与加工，认知成

本增加；（3）用户并不确定点击的是正确的元素，他

们等待反馈结果的验证并重复多次，额外的认知内容

和错误的点击，增加认知成本和操作成本；（3）Web

端的用户依赖鼠标悬停寻找可点击的信号，操作成本

增加。而且，从以上行为可以看出，认知成本的增加

是最显著的。视觉搜索与视觉认知障碍导致了更高的

点击出错率，因而导致整体的交互成本提升。扁平化

设计可用性问题理论推导模型见图 6。 

 

图 5  人机交互信息处理流程 
Fig.5 Information processing flow of human interaction 

 

图 6  扁平化设计可用性问题理论模型 
Fig.6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usability of fla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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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户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 

当点击错误，用户会重新观察，阅读，找链接，

等待反馈，反复多次。除了高点击出错率外，用户还

要转移注意力，中断任务去寻找点击的线索。久而久

之，用户与界面交互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他们四处

点击，等待反馈，反馈延迟就放弃等待，甚至离开页

面。当这些低效的习得行为变成一种交互行为模式

时，用户会以这些“坏习惯”使用其他产品，这是由设

计不当导致的行为污染效应。 

2.3  信息层级混乱 

利用视觉层级可构建信息层级。扁平化设计试图

通过漂亮的字体，简单的图形，鲜明的色彩创建视觉

层次。然而，剔除了纹理、渐变、阴影这些人眼用来

洞察事物特征和操作方式的效果，仅仅依赖扁平的色

块、字体和高度抽象的符号，构建视觉层次是绝对不

够的。在此，谷歌的 Material Design 设计语言做了新

的尝试：利用动态效果、阴影、颜色等将一些元素凸

显，使用户更容易理解界面的信息结构。 

3  探索更优化的扁平化设计方式 

3.1  适度的视觉效果 

任何风格都是功能与美学的平衡，寻求更高效的

扁平化设计。渐变或者阴影并非完全不可取。James 

HCreager 等人以可寻找和可发现为指标，对扁平化的

交互元素增加亮度渐变表现为“凸”或“凹”的近扁平

化视觉效果，可以吸引高效的点击[10]。杨韬等人通过

测试用户对图标扁平化程度的接受度实验，认为扁平

化程度中等的图标对界面设计有利，其中形态特征因

素起主导作用，色彩和光影的扁平化程度达到互补

时，可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11]。设计师可以重新考

虑使用渐变、阴影、纹理、下划线等传统的视觉表现

方式并结合交互动效，但是，这些方式应该是轻量的，

有节制的，不繁杂的，并保证隐喻性。这些微妙的视

觉效果可以帮助创建界面维度，形成视觉区别，构建

视觉层次，显现点击线索和信息层级。Material design

设计风格界面见图 7（图片摘自设计达人网），带有

稍许阴影效果的圆形按钮从界面中凸显出来，也区分

了它与内容区的信息层级。 

3.2  不同的使用场景和交互方式 

界面主要的交互元素与次要的交互元素在使用

场景和交互方式上也不同，比如同样是链接到下一个

页面的操作，点击按钮是主要任务的提交或发送，而

文字链接则是取消或更多的功能入口。当然，最主要

的交互元素比起那些次要的应该有更突出的视觉效

果。此外，交互元素被触发时拥有适度的交互动效可 

 

图 7  Material design 设计风格界面 
Fig.7 Interface with material design style 

作为可操作的提示。比如，鼠标悬停在按钮上，背景

颜色加深或点击 icon 后，出现符合逻辑的有趣动效。 

4  结语 

正如谷歌的 Material Design 通过阴影、颜色、交

互动效等方式，使界面交互效果更加贴近现实场景，

未来扁平化的设计在满足美学需求的同时，更要保证

产品的可用性和效率，完全的扁平化设计已经式微，

更高效的扁平化是未来设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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