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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内隐记忆的菜谱类 APP 交互设计的原则与实践，为移动终端菜谱类 APP 交互设计

提供指导。方法 分析菜谱类 APP 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研究内隐记忆理论，提出基于内隐记忆的菜谱类

APP 交互设计的原则，并将其在实践中应用。结论 定义了基于内隐记忆的 APP 交互设计原则，通过实

例验证了在菜谱类 APP 交互设计中的适用性，能够实现阅读菜谱、分享社区、生成购物单、查找餐厅、

点餐、记录美食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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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Design of Menu Type APP Based on Implicit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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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nu type APP based on implicit memory, and pro-

pose the methodology guidance for menu type APP interaction design.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menu type APP, according to the implicit memory theory, it proposes the interaction design principles of menu 

type APP and put them in practices. The APP interaction design principle based on implicit memory is defined. The ap-

plicability of the APP interaction design in recipes is verified through examples. It can read recipes, share communities, 

generate shopping lists, find restaurants, order meals, record food and other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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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舌尖上的中

国》等美食类节目使得美食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产品的数量已经供

大于求。在美食菜谱行业，移动 APP 产品已经得到

越 来 越 多 用 户 的 认 可 与 普 遍 应 用 。 本 文 从 菜 谱 类

APP[1]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出发，探讨基于内隐记忆理

论的 APP 交互设计的策略与方法。 

1  菜谱类 APP 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菜谱类 APP 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

以客户端应用的方式，为用户提供美食菜谱、食材信

息、社区服务、线上及线下互动的应用程序。目前大

多数的菜谱类 APP 的功能和内容类似，根据 360 网

络公司发布的手机下载量报告显示，下厨房、厨房故

事、美食杰、豆果美食等 APP 得到用户的青睐[2]。根

据极光大数据 2017 年 8 月菜谱 APP 分析报告显示，

“下厨房”、“美食杰”、“豆果美食”等入选菜谱 APP

市场渗透率 top10，下厨房居榜首。“下厨房”是目前

市场上用户普遍应用的一款菜谱类 APP，其最大的特

点是以图文形式提供丰富的菜单，在设计上简洁清

爽，美食图片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晒厨易”是美国的

菜谱类 APP[3]，其 iPhone 版本在 91 个国家荣登美食

餐饮类 Top10，一方面它推荐国外流行的食材和烹饪

方法，另一方面它还充分结合中国用户的饮食习惯，

精选出大牌厨师的美食配方，在设计上注重用户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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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体验。 

菜谱类 APP 的主要功能包括展示菜谱、分享社

区、生成购物单、查找餐厅、点餐、记录美食等 6 个

部分，主要面向家庭主妇、老年人等时间充裕且对美

食具有浓厚兴趣的人群。在设计上，界面多以卡片容

器的形式展示菜谱内容，其主要位置用以展现记载丰

富美食信息的图片，并配以相应的文字描述。用户主

要通过点击界面上导航栏展示与切换页面内容。艾瑞

咨询公司的中国美食菜谱应用研究简报显示，移动端

菜谱类的用户人均有效使用时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菜谱类 APP 为了扩展用户的规模，增强用户的活跃

性以及满足用户需求，加强用户的黏性，逐渐从简单

的菜谱工具向功能复杂的平台化转型。菜谱类 APP

将逐渐社区化、电商化、媒体化和大数据化[4]，已经

出现以菜谱为依托的美食菜谱相关生活平台，如“社

区+电商”、“社区+媒体”、“社区+大数据”等应用形式，

用户可以开展诸如查阅菜谱内容、交流烹饪技艺、交

友聚餐、购置厨具等活动。菜谱类 APP 在发展探索

中，也将会侧重对于没有太多时间下厨的上班族用户

的研究，将会越来越重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融通。  

2  基于内隐记忆的菜谱类 APP 交互设计研究 

2.1  理论支撑 

内隐记忆是指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根据已有的

经验对当下任务实现影响的记忆现象[5]。通常所说的

人的记忆情况指外显记忆，它是与内隐记忆相对的有

意识的记忆现象。两者对比，内隐记忆在保持记忆的

时长和记忆负荷上具有优势，它不会因记忆内容较

多，而出现记忆数量和准确性下降的情况，同时能保

持较长的记忆时间。另外，内隐记忆抗干扰性较好，

不会受到外界干扰而出现遗忘，也不需开展巩固类的

重复学习。基于内隐记忆的交互设计研究揭示了无意

识行为与交互设计之间的关联，扩充、挖掘用户对于

产品的需求并对技术与方法做出选择。 

纵观国内外交互设计研究的历程，基于内隐记忆

的交互设计研究已经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孟沛 [6]基于直觉化交互理论总结了在界面交互设计

上的应用，宫颖[7]从内隐记忆的角度出发，挖掘老年

用户的网站使用需求，提出开发老年用户网站的交互

设计原则及方法并开展实践探索。Zhang[8]就内隐记

忆的特征、价值以及内隐记忆指导下的交互设计应用

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就目前而言，基于内隐记忆的交

互设计研究还相当薄弱，现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内隐

记忆的理念、与交互设计之间的关系、设计指导方法

等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关研究还处于初始

阶段，特别是对于上班族的菜谱类 APP 交互设计而

言，可操作性和借鉴性不强，还未有以内隐记忆为视

角，开展针对上班族菜谱类 APP 的交互设计的实践

研究。因此，本研究将扩展和丰富基于内隐记忆的交

互设计研究。 

由于上班族时间、精力受限，与之相关的新兴产

业又正处于旺盛的发展期，因此面向上班族开发设计

APP 是很有必要的。针对上班族的工作时间紧迫等特

点，在使用内容繁杂的菜谱类 APP 时，不可避免地

造成认知负担与困扰。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基于内

隐记忆，可以在减少认知负担的情况下触发人与物之

间的互动。因此基于理论支撑与调查资料分析的交互

设计具有实际开发与应用价值。基于内隐记忆理论，

适度结合交互设计对菜谱类 APP 进行更为合理的优

化，在减少认知负担的前提下，提升上班族对菜谱类

APP 的使用满意程度。 

2.2  交互设计原则 

直接、高效的交互设计能给用户带来自然、流畅

的体验，能让用户进一步理解产品内容，从而提高用

户使用的兴趣，强化使用的成效。因此在基于内隐记

忆理论开发设计菜谱类 APP 时需要考虑如下原则。 

1）交互的高效性[9]。主要体现在用户体验第一，

用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无需通过指导即可快速实

现所需的交互操作步骤，达成所需的操作任务。 

2）交互的直接性。主要体现在用户的交互自然、

直接，减少无关干扰内容，避免复杂的操控与交互操

作的指导，并给予用户即时的反馈。 

3）操作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用户可以根据不

同的操作需求，以不同的操作姿势在可访问区域中进

行互动操作，同时为用户提供必要的引导与指示。 

4）手的局限性。互动操控需要考虑用户手的生

理特征及交互设备的局限性，互动设备也要具有一定

的容错性。 

5）交互的容错性。主要体现引导用户按照自己的

思维模式完成交互操作，当用户在使用无意识行为或直

觉交互操作出错时，系统给予及时合理的反馈信息。 

2.3  内隐记忆对交互设计的启发 

基于内隐记忆的交互设计，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无

意识的行为分析，建立用户与 APP 产品之间的关联，

通过用户对产品交互设计的体验，实现用户的需求并

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愉悦感，从而展现出产品的

易用性，增强用户对 APP 产品的情感。 

1）重复强化刺激的必要性。研究表明，重复强

化刺激促进后续任务得以实现的作用是存在的。重复

强化对于信息加工具有促进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增强

了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具体来说，在菜谱类 APP

交互中，通过视觉元素的尺寸、色彩、形式等方面变

化的重复刺激，增强对用户使用 APP 交互操作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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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与指导，降低后续交互操作过程的认知负担。  

2）引发直觉思维的必要性。在不确定性问题面

前，无意识的内隐记忆常常发挥引发直觉思维的作

用，从而实现从启发心智到问题解除的路径。在菜谱

类 APP 交互设计中，考虑到交互界面尺寸的局限性

以及交互操作的趣味性，通过信息隐藏设计，避免过

多信息的交互设计操作，在交互操作中应用直觉思维

来引导用户实现交互操作。 

3  基于内隐记忆的菜谱类 APP 交互设计实践 

3.1  信息框架的设计 

Looking & Cooking（边看边做菜）是基于国内外

菜谱类 APP 交互设计理论研究，经过对上班族特征

分析后，运用内隐记忆理论的交互设计原则开发设计

的菜谱类 APP。该菜谱 APP 大量采用卡片容器的形

式展示菜谱，阅读使用更加方便，烹饪教学过程的每

一个步骤都配有详细的图文说明。该菜谱 APP 突破

了传统单向的传播局面，为上班族提供美食菜谱的同

时，也为用户进行交友、交流等互动活动提供了可能。

从由大厨或者美食家提供菜谱到用户主导菜谱的转

变，使得用户可以拓宽圈子，利用创建、分享菜谱等

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及知名度。Looking & Cooking

菜谱 APP 的信息架构设计见图 1。 

 

图 1  Looking & Cooking 菜谱 APP 信息架构设计 
Fig.1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design of Looking & Cooking 

menu type APP  

3.2  交互方式设计 

如果在交互方式上进一步研究，围绕减少认知负

担，增强触控与视觉体验，强化信息隐藏设计，菜谱

类 APP 将进一步触发用户体验。 

3.2.1  增强触控体验 

考虑到 APP 交互设备与手的生理特征的局限性，

一方面建立在 UI 界面设计的基础之上的交互设计，

要从视觉元素的变化入手加强交互感的体现，注意控

制界面视觉元素尺寸、色彩层次、形式感的变化与交

互触控范围[10]；另一方面注重微交互的设计，让用户

体会到操作过程的操纵感与触控感[11—12]。在 Looking 

& Cooking 菜谱 APP 的微交互设计方面，主要原则就

是让手势操作更加轻松，手势设计符合用户交互认知

习惯，降低认知负担。手指滑动屏幕时，图片跟着向

前变大或向后缩小效果的交互设计效果图，见图 2。 

 

图 2  滑动屏幕时的交互设计效果 
Fig.2 Interactive design effect chart when sliding the screen 

当前常见的菜谱选择页面常常使得用户被复杂

图文结构所困扰，而在触控体验中又过于单一，往往

限于点击、双击、拖曳、滑动等交互方式。与之相比，

该交互设计的优势在于：在交互设备界面尺寸受限的

情况下，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使用微交互操作增

强交互刺激，选择的方式也符合人手势操作的习惯，

菜谱列单也比较直观、醒目。 

美食食谱对于用户的选择余地比较大，有必要为

用户做好行为引导，在直接搜索外增加了根据所在区

域推荐美食的功能，也为美食烹饪爱好者提供生成购

物清单的功能，为用户选择、采购食材提供便利。购

物清单的页面内容相对比较多，同时在交互设计上，

采用了一屏图片轮播，手指触摸显示文字并跳转页

面、顶部跟随式菜单等交互设计效果，为用户呈现细

节上更好的交互操作。 

3.2.2  信息隐藏设计 

研究发现，在交互设计过程中用户面临的选择越

少，越不可能采取无关的行动。这样的设计即“少就



152 包 装 工 程 2018 年 1 月 

 

是多”，能为用户提供明确的浏览指引，使得用户可

以专注于当前的信息，得到极致的交互操作体验。在充

分考虑上述引发直觉思维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采用信息

隐藏设计。信息隐藏是一种避免展示过多信息的交互设

计动作，是对界面空间的多重利用[13]，能够使得局限的

空间得到最大化的使用，同时减少用户思考的时间，赋

予了用户交互操作的趣味性。抽屉式的信息隐藏[14]，

则是通过手指触控实现类似开关抽屉效果的信息隐

藏与展示。点击文字展示下拉内容的交互设计，见图

3。对照当前常用的菜谱详情信息页面设计，可以发

现过于强调页面信息的逻辑思维，忽略了对直觉思维

的设计体现。信息隐藏设计中呈现的“直接性”、“快

速性”、“跳跃性”、“或然性”的特征，又为用户交互

操作的知识迁移提供了条件。 

 

图 3  点击文字下拉的交互设计效果 
Fig.3 Click the text drop-down interactive design renderings 

在 Looking & Cooking 菜谱社区交流的信息反馈

部分，改变常规表格的设计，多增加交互设计。当用户

在活跃的交互区域输入内容时，保证该区域处于边框、

颜色变浅等高亮显示，同时为其中的按钮、图标设计相

同的图形样式。信息隐藏设计还包括了提供反馈的设

计，作为交互结果显示的一部分，反馈最好放在当前交

互点的附近，在按钮、链接等其他交互点上通过颜色改

变等翻转效果，给用户暗示性的交互体验，部分反馈设

计采取游戏机制，可以为用户提供意外的效果。 

4  结语 

菜谱类 APP 的开发设计是“技艺融通”的研究，

需要基于理论基础，结合目标用户的生理与心理特征

在交互设计上探索实践。设计实践完成之后，选取了

杭州市下城区 40 名上班族进行试用体验，年龄均在

25~35 岁，其中男女比例为 11:9。结果表明：92.5%

的试用者对该 APP 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95%的

试用者表示“该交互设计方式较其他同类 APP 先进或

更有趣”。在开放式回答中，试用者认为该 APP 交互

设计最大的亮点有：“软件特别实用”、“好玩”、“形

式新颖”等，同时也对人脑电波、表情等新交互手段

提出了设计开发建议。一个优秀的交互设计往往能够

让用户欲罢不能。基于内隐记忆的菜谱类 APP 交互

设计，在减少认知负担的前提下，帮助上班族实现了

阅读菜谱、分享社区、生成购物单、查找餐厅、点餐、

记录美食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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