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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加强界面间统一性与和谐美，提升操作过程中的安全性，注重界面人性化设计，坚持以人为本、用

户控制的原则，保证游戏界面具有较强的社会互动性。 

关键词：手机游戏；人机界面；交互设计；优化方向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8)04-0245-06 

DOI：10.19554/j.cnki.1001-356c3.2018.0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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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face as the medium for people to interact with the game, the principles of interactive design of mobile 

phone interface are studied, and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interface developers are provided. Through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it briefly expound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games, and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esign. The design of mobile phone game interface is excellent in the optimi-

zation process to fit the principle of simple and easy to use, strengthen the interface between unity and harmony, enhance 

the 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afety", pay attention to humanized interface design, user control, adhere to the peo-

ple-oriented, to ensure the game interface comprises a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strong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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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游戏作为手机主要的娱乐功能，已成为大多

数年轻人手机中必备的软件。随着近几年软件开发技

术的快速发展，手机游戏的品质与性能也在一步步突

破。手机界面作为手机与用户之间交流的媒介，其元

素设计、色彩搭配以及操作按钮对用户的体验效果皆

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如何进行手机游戏界面的交

互设计、丰富用户的交互体验值得每一位手机游戏研

发者深思。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有关手机游戏界面交互

设计的研究发现：已经有学者关注到手机游戏的界面

设计并有了优秀的研究成果，例如谢玮从游戏规则、

用户体验、界面交互设计、游戏界面设计感受与现实情

境等多方面分析了手机游戏 FruitNinja 成功的启示[1]；

蒋鑫关于手机游戏中的色彩应用研究从色彩的运用与

搭配以及色彩信息传达的有效性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2]。

但是，纵观现有研究，虽然有部分关于手机游戏界面设

计的研究，但是对手机界面交互设计的研究却寥寥无

几，良好的游戏交互界面能够改善人们与手机游戏的交

互效能，增加手机游戏的亲和力，在人的情感方面，

交互设计更可以满足人们的认知习惯和使用习惯，如

何优化手机游戏界面的交互设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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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机游戏 

1.1  手机游戏的概念 

手机游戏是指以手机软件为信息载体并运行于

手机上的具有高娱乐性和高交互性的游戏软件，简单

来说就是手机上运行的游戏程序。手机游戏分为单机

游戏和网络游戏两个类型，单机游戏不需要借助其他

媒介，仅通过手机客户端软件就可以独立运行，例如

深受大学生喜爱的“开心消消乐”；而网络游戏是指以

互联网为传输媒介，以游戏运营商服务器和用户手持

设备为处理终端，以手机游戏客户端软件为信息交互

窗口的旨在实现娱乐、休闲、交流和取得虚拟成就的

具有可持续性的个体性多人在线游戏[3]。随着经济技

术的快速发展，手机功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的人

通过手机游戏来消磨时间、放松身心，因此，手机游

戏行业作为第三产业也在迅速发展着。 

1.2  手机游戏的特点 

1.2.1  便携性 

手机作为游戏设备不同于传统的电脑游戏设备，

手机具有体积小、可收纳的特点，逐渐成为人们在休

闲娱乐时的主要工具。传统的 PC 端游戏设备只能局

限于住宅、网络中心等特定地点。无线设备以及智能

化设施的快速普及为手机游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4G 时代的到来更是将手机娱乐功能的作用发

挥得淋漓尽致。手机作为每个人的必需品，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被使用，例如坐公交、等餐时，使

用手机进行游戏基本成为大多数人消遣时间的首选。 

1.2.2  受众广 

由于手机的便携性和使用广泛性，手机游戏早已

不再是某一特定人群的专利。手机作为娱乐休闲的产

品不仅可以为年轻人带来快乐的体验，而且可以满足

青少年和中老年的娱乐需求。当下较为流行的益智类

游戏“开心斗地主”、“欢乐麻将”、“中国象棋”等不仅

是年轻人热衷的手机游戏，而且在中老年手机用户中

也深受喜爱。在儿童手机游戏方面，设计师将教育元

素巧妙地融入其中，既可以发展和培养兴趣，又可以

发展心智，例如“自己上厕所”就是针对 1 岁至 3 岁儿

童设计的一款培养儿童自主性和行为习惯的游戏。 

1.2.3  互动性 

手机游戏的快速发展提升了社会互动性，简单的

个人游戏早已满足不了当代人的娱乐需求，促进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交融是现阶段手机发展的最大特点。随

着微博、微信、腾讯 QQ 等社交软件的快速发展，人

们之间的社会互动性越来越强，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

过手机进行交流，时时刻刻与朋友分享发生在自己身

边的事。在手机游戏中加入社交元素可以使人们在体

验游戏时通过手机社交方的窗口找到与自己有相同

娱乐爱好的朋友同事等，还可以邀请他们与自己一起

进行游戏。另外，部分手机游戏在界面设计时加入了

语音通话设计的交互按钮，人们在体验游戏时可以与

朋友进行交流，增强社会互动性。注重社会互动性的

研发将是手机游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提升手

机游戏价值的必要手段。 

2  交互设计的概述 

交互设计是针对计算机、手机等复杂人造物与人

之间的虚拟界面为载体的对话机制而出现的一个设

计门类，也是近年来很流行的一种设计模式，它以人

机互动为主要代表，将多个不同个体之间联系起来实

现交流互动，达到娱乐或者其他实质性的目的。简单

来说就是通过交互设计来实现用户与智能产品系统

之间的交流，促使人和产品相互理解，使产品易于用

户使用，并给用户带来愉快的交互体验。通过对产品

界面和行为进行的交互设计，能让产品和使用者之间

建立一种有机关系，从而达到使用者的目标[4]。随着

人类生活的发展，交互设计将会越来越接近于人类，

以人为主的设计理念将会贯彻到整个设计行业中，成

为标榜性的设计思想。 

3  手机游戏的人机界面交互设计优化方向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把手机游戏作为休闲娱乐的主要工具的现象在现

实生活中越来越普遍，手机与游戏的融合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丰富的体验。人们对游戏娱乐性能的评价主

要归结于游戏体验，而界面是用户与游戏之间进行交

互的唯一媒介，用户通过界面与手机进行交流，同时

手机将系统信息通过界面反馈给用户，因此，手机界

面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用户的游戏体验。如何对

游戏界面进行交互设计，丰富用户的交互体验是手机

游戏设计的重要环节。 

3.1  贴合简洁易用性原则 

手机游戏的视觉界面主要包括游戏界面的视觉

元素以及这些元素的组合关系，包括文字、图形、动

画等[5]。手机游戏界面不同于 PC 端游戏界面，手机

的界面是有限的，这也决定了游戏界面中信息提供量

的有限性。受人的视域的影响，人的视力范围是有限

的，游戏设计师在手机游戏界面设计的过程中应尽量

避免将大部分的文字、图片和动画排在同一界面中，

从用户心理角度考虑，简洁明朗、直观可视的游戏界

面更可以让用户心情舒畅，消除其在视觉筛选压力下

产生的烦躁心理，可以更好地让用户与游戏进行交

互。例如“王者荣耀”的功能界面见图 1，它采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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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整齐的规则“方形”模块，大多数的功能模块采用

了“图+文”的形式，在边缘区的功能模块文字相对于

图形显得更为突出，这样的布局能够让玩家熟知游戏

的功能，使人一目了然，浏览起来更方便。人类的短

期记忆极不稳定且有限，在设计产品界面时必须考虑

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限度。对产品用户来说，浏览信

息要比记忆更容易，理想的设计是用户不用查阅说明

书就能清楚该产品功能并正确操作[6]。 

 
图 1  “王者荣耀”的功能界面 

Fig.1 Function interface of "King of Glory" 

对于刚刚接触一款手机游戏的用户，熟悉游戏的

操作是最重要的，他会直接导致手机游戏软件使用的

延续性，提升用户的使用忠诚度，因此，简单、易用、

易理解的交互行为引导设计可以让用户更快地读取

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增强信息传达的效果。“王者荣

耀”采用“图+文”的形式让用户易于理解其功能，在游戏

界面中采用“圆盘”式的方向操作杆较符合初玩用户的

的认知规律，另外，灰亮不一的时间技能提示操作按纽，

能够为用户提供直接的视觉提示，使提示信息第一时间

传达，而冷却时间提示更利于频繁操作玩家的游戏体

验，例如“王者荣耀”的操作界面见图 2。优秀的交互界

面可以将界面信息简单、直接地传递给用户，尽量符合

用户的认知习惯，让用户无需思考就能直接快速地进入

操作模式，体验便捷性及舒适感，享受操作过程[7]。适

当的提示、图形的隐喻、隐藏的帮助等设计可以节省游

戏界面的空间，为用户提供简洁而有意义的信息，使用

户理解游戏的内容，便于用户与界面进行交互。 

 

图 2  “王者荣耀”的操作界面 
Fig.2 Operation interface of "King of Glory" 

3.2  加强界面间的统一性与和谐美 

优良的产品人机界面，其内容结构必是清晰一致

的，用到的视觉元素和形式构成除遵循必要的美学法

则外，还应遵循相关的标准法规[8]。在同一款手机游

戏中，为符合用户的操作惯性，应尽可能让不同界面

间的操作按键风格保持一致，如果每个界面都是非常

绚丽的，由于不停切换游戏场景会导致界面反差过

大，这势必会影响游戏界面设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不利于营造和谐美的氛围。在进行界面设计之前应提

前确定统一性的设计方案，进行界面设计时要以简洁

明了为主，界面中的颜色搭配不能过于华丽，应尽量

选取清透明朗而不易引起用户视觉疲劳的颜色，如黄

色、绿色、蓝绿色和淡青色等，同时还应适当减少像

蓝色、红色等容易引起视觉疲劳的颜色。 

另外，颜色的饱和度也会对人的视觉产生影响，

人的视觉容易疲劳的重要原因就是饱和度过高的颜

色对其产生了较强的刺激感，因此，在设计时应权衡

游戏色彩与界面之间的关系，优先考虑低饱和度的色

彩。通用窗口的设计应突出重点，游戏中“对战模式”、

“游戏模式”等使用频率频繁的窗口应适当增大其在

手机界面中的面积，这样便于用户发现和使用，如在

“王者荣耀”中，“对战模式”、“排位赛”、“微赛事”、“冒

险模式”4 部分高频率使用的功能区占了屏幕的绝大

部分，除方便用户使用外，大面积的功能区还可以宣

传游戏，游戏开发商在“对战模式”和“冒险模式”中的

功能区嵌入了新英雄和新皮肤的宣传，不仅利于用户

操作，而且利于用户发现新产品，模式中的宣传部分

见图 3。对于一些使用率较低的窗口可以适当隐藏，

在玩家触动时再展开即可。在进行界面设计时应让颜

色、形状、整体结构、通用窗口的样式尽可能统一，这

对减少游戏设计容量起着重要作用，设计师不必花费精

力去搜集整合图片资源，而是可以重复利用与之相类似

的部分界面，在设计程序时只需套用相同的代码即可，

这样既可以保证界面统一又可以维系和谐美。 

 

图 3  模式中的宣传部分 
Fig.3 Propaganda part in the pattern 

3.3  提升操作过程中的安全性 

用户在进行游戏操作时的每一步都是有目的的，
它的每一步都会导致一个结果，为了让用户了解自己
操作的每一步所产生的结果，界面要随时与用户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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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并反馈，及时有效的交互反馈是形成优秀用户体
验的重要元素之一[9]。游戏界面设计中应尽量周全地
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受手机屏幕大小的限
制，手机游戏的操作界面不能像 PC 端操作界面那样，
键与键之间有足够的空间，这样会导致手指与按键大
小的不匹配或游戏拾取手指触屏面积不匹配等问题
而造成一些连带或者不正确的操作。出于对用户游戏
资源的考虑，应适当降低此类问题发生的频率，在进
行页面布局时严格按照上下左右的平衡原则进行布
置。据调查得知，相同大小的板块在版式上受到的用
户关注度不尽相同，左侧比右侧受关注度高、上方比
下方受关注度高，左上方为最佳呈现点，因此，游戏
重要的功能区应尽可能地布局在左上方[10]。 

增加主体内容出现的频率，例如设置可逆选项等
便于用户对关注内容进行重复获取，让用户自行选
择，体现用户的主导性。在手机游戏中难免会涉及到
人机交易，例如缴费和游戏充值等，在进行该方面的
设计时应设置“警告”等字眼或者提醒用户进行该操
作的下一步可能产生的结果，以便用户选择是否进行
下一步操作，使用户与手机游戏之间达到更好的交互
效果，提升用户与手机游戏之间的信任度。 

3.4  注重界面人性化设计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以

人为本等众多人性化的理念被提出并逐渐引起大家

的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变得更为重要。

交互的情感化作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更被人们关注

并参与其中[11]，因此，在游戏界面的设计中加入人性

化的元素可以体现手机游戏的“情商”，增加手机游戏

的亲和力。手机游戏作为当下较为流行的娱乐方式，

虽然在娱乐方面没有太多的限制，但是人们往往在使

用时也有注意不到的地方。例如在晚上玩手机游戏，

这样的做法对身体是不利的，尤其是对眼睛。在进行

游戏界面的设计时，可以利用手机中的光线传感器，

提醒用户注意调节亮度保护眼睛。另外目前有很多成

年人会控制自己玩游戏的时间，适当时间的游戏娱乐

可以缓解压力，长时间沉浸在游戏中会加剧身心疲

劳，对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造成影响，例如“王者荣

艳”的时间提示见图 4。虽然部分手机游戏有实名制 

 

图 4  “王者荣耀”的时间提示 
Fig.4 Time reminder of "King of Glory" 

注册，但是其针对的对象都是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而对成年人并无太大限制，尤其是在读大学生，因此，

游戏开发设计师应当注意到这些问题，不仅要限制用

户的人群，而且要限制用户的游戏时间，在游戏设计

时多加入人性化的元素，提升人机交互的体验和手机

游戏的亲切感。 

3.5  以人为本，用户控制 

在进行游戏设计之前，首先要了解目标用户，并

对用户进行一个调查，例如用户对这款游戏的期望是

什么，用户定位在哪个社会层面，是学生人群还是社

会人群等。手机游戏作为第三产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

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评估时还要考虑到用

户平时会在怎样的情况下玩这款游戏，会不会为了这

款游戏进行一些金钱交易等。通过对不同用户的心理

特征和行为习惯进行分析来完善人机交互界面的设

计并建立用户模型。然后基于建立的用户模型进行游

戏界面的设计，在设计时应尽可能站在大多数用户的

角度考虑问题，例如用户的习惯和认知等，这样就不

会把设计师自己的审美带入到游戏中，更不会对别的

游戏过分借鉴而导致盲目跟风。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

是建立在全面考虑的基础上不断细化的，而不是在个

人思想上的不断创新。 

作为一个智能化的数字终端，手机界面是人们进

行信息交流和功能使用的主要区域，也是手机应用服

务的主要依托[12]。一款游戏设计出来，不论交互逻辑

和界面层级结构多么合理，都会因为各种不可忽视的

问题而导致用户在真正体验游戏时产生各种各样的

问题。用户的游戏娱乐时间是短暂、不连续的，他们

不会拿出过长的时间像钻研一道数学题那样去耐心

地摸索问题的解决办法，有的问题是可以事先预测到

的，而有的问题是无法预测到的，鉴于问题发生的不

可控性，在游戏设计之初就要将用户可能遇到的问题

考虑到其中，对用户可能发生的错误操作提供解决办

法，并为用户设计出“挽救”操作。考虑到用户是游戏

的主导者，为保证游戏开发的顺利进行，应该在游戏

界面中为用户提供反馈通道，不断接受用户的意见和

建议，细化游戏的设计环节，创新游戏方式，从而提

升用户的游戏体验。 

3.6  提升社会互动性 

手机游戏的发展应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随着手机功能的日益强大，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微信、QQ 等社交软件的研发使人

们隔着屏幕就可以进行交流。手机游戏作为手机功能

的一部分在促进交流、加深彼此情感等方面也有着重

要作用。所有用户在使用设计的产品时，都会融入个

人情感，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不仅要实现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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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美感，而且还要实现交互过程中的美感，给用

户创造更加舒适的使用环境，激发他们使用该产品的

兴趣[13]。手机游戏主要是由图像、音频等构成的虚拟

世界，长时间面对虚拟环境难免会让人产生排斥心

理，而在游戏界面中加入社交元素一方面可以丰富交

互体验、增强游戏的趣味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进行

娱乐放松的同时加深与好友之间的交流。例如当下最

风靡的纸牌类游戏“欢乐斗地主”，在设计过程中就考

虑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一起打扑克牌的场景，而操

作界面中加入了“与好友同玩”这一操作元素，人们可

以在手机中体验现实中场景。另外在大学生中最受欢

迎的“荒野行动”和“穿越火线”等游戏中，除了可以实

现好友同玩，还可以在游戏时通过界面上交互式的按

钮“开通语音”实现通话，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沟通

方式。“王者荣耀”的游戏开发商在游戏界面中加入了

“社区”这一功能板块，用户们可以在“社区”内进行多

方面交流，观看更多人的游戏操作视频，“社区”板块

见图 5，享受更为丰富的交互体验。这些将人类现实

生活和情感中的因素融入到游戏中的交互方式，不但

可以进行个人娱乐，而且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交流。 

 

 

图 5  “社区”板块 
Fig.5 "Community" module 

4  结语 

随着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手机产业的发展也带

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手机游戏作为手机产品的“衍

生物”，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现阶段，手机已经成

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手机作为娱乐产品在丰富人

们生活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人们在追求幸

福生活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精神的享受，游戏界面是

用户与游戏进行交互的唯一平台，也是手机游戏软件

效力和吸引力的直接体现，对于强化品牌印象，提升

用户的体验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如何加强手

机游戏界面的交互设计，丰富用户的游戏体验值得每

一位游戏设计师思考，对于我国手机游戏产业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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