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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新媒体时代下，美食主题的互联网平台从 PC 端向移动应用端乃至全媒体发展，其视觉

设计也发生着变化，使美食设计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赋予了美食文化独特的视觉体验。方法 采用眼

动仪对选取的 16 名用户进行测试，并结合用户访谈，对当前热门的美食移动应用产品 APP 进行实验测

试与设计分析，挖掘移动端美食图片内容的视觉特征。结论 美食设计受场景、色彩、通感等因素影响，

改善相关影响因素将有利于提高美食设计在新媒体中的视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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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Experience of Culinary Design Based on Eyetracking Testing 

ZHOU Min, CHEN Lu-qing, ZHOU Rui 
(College of Fine Art and Design,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a time, the food-related Internet platforms have changed from PC to mobile 

and all-media, while the visual design of them also occurred in the potential changes, which provides the food design with 

a new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and also gives a uniqu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food culture. Therefore, we took 16 

people who had direct product experience as test users, carried on the experiment test by eye trackers and interviewed 

them, then took experiment test and the design analysis to the present popular food application product APP, trying to 

draw the vis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od pictures on the mobile side. It analyzes and presents the new trend of the use of 

food design in the new media. Food desig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scene, color, synaesthesia and other factors, and im-

proving the relevant factors will help improve food design in the new media visu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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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设计是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新兴的研究方

向，它适用于饮食领域，其涵盖的内容远远不止餐桌

艺术，而是属于广义的饮食文化范畴，是对美食及其

文化体验的设计重构。美食设计除了关系到食物的整

体研究，也是媒体的重要主题[1]。进入了新媒体时代

后，移动互联网赋予了美食体验更宽广的空间和更丰

富的形式[2]。美食设计也通过新媒体形式，使消费者

或用户在味觉、嗅觉和视觉等完全不同的感官通道获

得多元的综合体验，而视觉体验层面的美食设计则具

有一般用户难以觉察的潜在触发性和引导性。 

1  美食设计的发展契机 

随着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各种基于移动互联

网的新媒体应用不断渗透到用户的生活中。新一代年

轻人不仅热衷于旅行和美食，日常的饮食生活也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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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媒体迁徙。在新媒体传播及其应用平台上，美食

设计的重要性开始逐渐被凸显。 

1.1  从 PC 到移动端的转变 

信息技术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带来媒体形态的巨

大变革和传播方式的飞跃。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

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

群占比由 2015 年底的 90.1%提升至 92.5%，仅通过手

机上网的网民占比达到 24.5%，网民上网的设备进一

步向移动端集中[3]。以成立于 2003 年的大众点评为

例，其借助 Web 2.0 的互联网新模式，打开了美食

O2O 平台的消费市场。在 2009 年，大众点评发布手

机客户端版本，2012 年第二季度其来自移动端的流

量首次超过 PC 端[4]。在新媒体逐渐向民众生活形态

渗透的趋势下，有的应用平台直接立足于移动端，例

如在 2015 年推出的美食电商平台 Enjoy，从推出开始

就以移动端 APP 的形式出现。对于美食设计的发展

及其应用而言，移动端的新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设计

领域。 

1.2  从媒介到生活形态的改变 

餐饮作为高频消费，成为了人们整体生活方式的

切入点。经济水平的变化带动了人们消费方式的改

变，食物的功能已不仅仅是满足饱腹需求，更多时候

是对社交方式、生活品质追求的表现。如今，人们对

食物的色香味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对菜品、餐具、环

境的“颜值”也更加注重。美食类 APP 将美食的“色”

走在“香”与“味”之前，成为吸引消费者的第一步，也

是最重要的环节。以 APP、H5 和小程序等为代表的

海量新媒体不仅是媒介形式，还是构成当前都市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生活形态的表征形式之

一。新媒体技术不仅是审美层面的设计诉求，还是品

牌差异化、运营战略化的重要策略，使全媒体时代下

美食设计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 

1.3  美食设计的新媒体研究现状 

当前美食主题的新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营销推

广、平台模式、界面设计几个方面。美食体验与多媒

体在设计领域中的融合发展最常见于空间设计、展陈

设计，例如 O2O 模式下的美食体验空间研究[5]、美

食体验的多虚拟化等[6]。美食主题化的新媒体是美食

设计的范畴之一，其在业界开展的实践较多，例如著

名的大众点评网、Enjoy 等，但在理论提炼与原理总

结方面则相对薄弱。 

2  视觉体验实证 

眼动追踪实验呈现出了网络 PC 端的“丛林法

则”，即用户具备足够的互联网经验而产生出的回避

冗余信息与广告的保护机制[7]。对于美食类新媒体应

用则恰恰可以反向运用 PC 端用户经验，放大并转换

于移动端，成为与众不同的美食设计视觉体验。为了

更科学地分析美食类手机应用用户的视觉体验，可以

使用眼动追踪技术来挖掘潜在的规律。 

2.1  测试实验设计 

2.1.1  实验原理 

眼动有注视、眼跳和追随运动这 3 种基本方式，

而眼动追踪技术则运用注视时间、注视轨迹、注视顺

序和回视次数等眼动指标来分析问题[8]。通过眼动追

踪使用直观的图形图像、视频等方式来展示测试结

果，以此了解用户内心潜在意识的客观结果，再基于

此分析用户对不同美食设计的评价。本次实验立足于

美食设计在移动端的体验效果与影响，验证设计感更

强的美食图片素材在 APP 应用中的作用，并挖掘美

食设计的新趋势。 

2.1.2  测试样本 

以 目 前 市 面 上 较 早 出 现 的 美 食 应 用 大 众 点 评

Enjoy 这两大新媒体平台中团购类的美食图片或广告

作为测试样本，选取不同专业背景且都具有美食应用

平台产品使用经验的 16 名大学生作为测试用户，并

借助眼动仪实验法客观分析不同专业背景下的用户

对美食设计视觉认知后产生的评价行为。 

2.1.3  实验过程 

具体的实验测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眼动测试，将被试者随机分组，按照眼动仪实验法的操

作流程，进行热点图、轨迹图的采集；第二阶段是对被

试者进行访谈，通过被试的眼动仪实验数据进行针对性

提问，补充眼动实验客观信息的不足，见图 1。 

 

图 1  美食设计的视觉体验实证方案 
Fig.1 An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visual experience in foo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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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结果分析 

2.2.1  主题色影响观者对产品性质的判断 

通过对测试用户的访谈后发现，人们对美食类型的

判断，主要来自于传统配色的色彩隐喻，见表 1。例如

深红能让人感受到热和辣，从而联想到火锅；紫色和粉

色让人感受到甜，这种色彩则更适合用于甜品的设计表

达；绿色和蓝色能让人感受到夏天的清凉；青色配合某

些元素的使用，能表达出酸涩的感受。色彩在 Banner

设计中的运用并非如此固定，涉及到背景色的选择诸如

暗色调的运用、降低明度等方式，其与新媒体平台的品

牌差异性识别诉求密切相关。在视觉吸引方面，高明度

色彩的产品依然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对产品性质的判断

不会因为某些差异而出现颠覆或反转。 

表 1  色彩运用与味觉的关系表 
Tab.1 Application of color and taste relationship table 

色彩 味觉 温度 代表食物 

 
酸 热 肉|火锅|辣 

 
辣｜咸 凉｜冰 冷饮｜水果

 
酸 凉 柠檬|酸汤 

 
甜 温热 甜品|豆沙 

2.2.2  图片场景感能直接影响观者的关注度 

两组 Enjoy 应用上的美食热点图片对比见图 2。图

2b 中作为食品背景的漂亮花草反而分散了消费者的注

意力，而图 2a 的热点基本集中于餐具或食器中的食物。

从应用置入图片内容的目的来看，图 2a 比图 2b 的设计

更为成功。经过眼动测试后发现，被测用户认为图 2a

比图 2b 更具有吸引力，同样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图像内

容，里面的美食也都经过了精美的摆盘设计，却有比较

明确的态度差异。一方面，被试者认为图 2a 比图 2b 的

视觉感受更好，是因为俯视的摆放角度符合自己就餐时

的场景感与联想性；另一方面，被试者认为图 2a 采用

的黑色背景更高级，更具有视觉体验。 

2.2.3  其他感官要素视觉化能达成联想性 

在多组测试中，被试者非常容易被图像中食物以

外的某些关联细节所吸引，诸如飘渺的烟雾、光泽丰

富的辣椒油、往下滴的水滴等细节，见图 3。在访谈

中谈及此有趣的现象使，用户认为这些具有细节表现

的美食设计容易唤起自己的想象力，例如升起的蒸汽

烟雾认为是香味，似乎能让人通过手机屏幕感受到食

物的温热；正在搅拌流淌的辣椒油，红灿灿的光泽令

人想象到辣味在舌尖翻滚；凝固在画面中滴落的水，

令人想象到食物的新鲜和健康。在这些案例中，美食

设计运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视觉作为桥梁，借助消费

者的生活经验，并结合了嗅觉、味觉等不同的感官体

验。新媒体技术还可以使美食动态化呈现，增强图像

的真实感，强化用户的沉浸体验，从而引发用户的情

绪感悟和文化共鸣[9]。 

 
a 

 
b 

图 2  Enjoy 应用上的美食内容 
Fig.2 Food pictures on the App "Enjoy" 

2.2.4  文字信息的关注度会受诸多因素影响 

通过眼动测试可以发现，美食主题图片中的文字

信息关注度容易受到背景色的面积、图文对比度和文

字完整度的影响，见图 4。图 4a 和图 4b 均是不同的

美食应用在手机上的截屏，图 4b 的文字信息关注度

优于图 4a。约有 70%的被试用户表示，图 4b 中的文

凌乱，视线不知该停留在什么地方，热点图明显比图

4b 分散许多。约 30%的用户甚至都没有留意到图 4a

中的文字信息，不能理解图像传递的含义。由此可见，

美食的视觉设计不能只是聚焦于食物本身，文字信息

也是设计的对象，是美食主题的重要承载体。 

3  视觉体验构建策略 

如今，移动互联时代下的美食设计领域与内涵已

经大为拓展。在与新媒体结合的背景下呈现出与用户

体验的融合、创新。美食设计新媒体的视觉体验包括

美食主题在视觉官能通道基础，以新媒体媒介为载体

的多元化体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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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食物以外的关注热点 
Fig.3 Outside focus of food 

  
           a                                                        b 

图 4  美食图片中对文字信息的运用 
Fig.4 The application of textual information in culinary picture

3.1  体验经验化的色彩特质 

iOS7 依靠色彩的扁平化来体现信息的交互，基

于图形、图标和主题颜色对信息进行控制和交互体

验，在用户的大脑中形成一种色彩记忆[10]。传统的色

彩特征在美食设计中依然适用，色彩的美感来自人与

色彩交互过程中无碍的沟通、生活经验的嵌入、与环

境的关系等[11]，同时也可以移用其他领域的经验赋予

色彩新媒体语义。设计师可以将奢侈品中常用的黑色

和灰色形成的“高级”和“高档”经验运用至美食设计

中，或使用鲜亮的色彩，充分运用走品质路线的策略。 

3.2  物态扁平化的视觉形态 

传统的美食都重视对食物特征的重现，例如食材的

光泽度等。而当前 UI 设计的扁平化视效风潮势必也会

反馈到新媒体时代的美食设计上，例如以垂直的俯拍角

度来呈现美食形态以及将美食拍摄的背景取消景深空

间感，采取 UI 扁平化图标所一致的纯色等，见图 5，

还有将美食中蕴含的烹饪关系和食材形态进行爆炸图

式的并置呈现，见图 6。这些案例把美食所涉及的食物

物态进行了扁平化处理，使用平面设计的方式进行视觉

呈现。无论是人造物的餐具和烹饪器，还是自然物的蔬

果花草食和动植物，又或是背景色彩、构图方式，这种

营造扁平感的视觉形态与当前的新媒体视效风格可以

亦步亦趋，对美食设计的视觉体验同样适用。 

 
图 5  垂直俯拍的美食 

Fig.5 Vertical overlooking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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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爆炸图式的美食放置 
Fig.6 Exploded view of food display 

3.3  生活场景化的情感映射 

正如测试中反映出的场景感在美食展示中的重

要性，美食设计也需要将视觉形象构建于消费者所能

直观联想的场景之中。传统的美食设计比较孤立地看

待美食本身，例如重视摆盘的规整感以及营造仪式化

的场景性，而新媒体时代的美食设计则善于与生活形

态相结合，并与用户情感相融合。当今移动互联网追

求的用户体验反馈到美食设计上，就是挖掘美食背后

的情感诉求，单纯地展示美食或食材本身，已经不符合

消费升级后的用户需求。抛弃生硬的场景构建，将生活

场景化的美食设计运用在新媒体平台中，是美食平台唤

起用户美食记忆和视觉关注中需要运用的技巧。 

3.4  官能通感化的信息传递 

当 APP 作为传播媒介时，人们使用媒介的兴趣

被推到了高潮，它激发了人体的多重感官系统。正如

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眼镜的延伸是印

刷品，耳朵的延伸是音响，电视则是眼镜和耳朵共同

的延伸[12]。视觉体验可以承载更多元化的信息，并得

到广泛传播，而官能多通道的激活，对消费者来说则

更接近于一种享受，这是美食设计的福音，使美食更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并得到用户最大程度的感知和

认同。视觉体验的重要性并没有在全媒体时代得到削

弱，相反极大丰富了美食设计的内涵，并促进了视觉

体验在多通道设计中扮演的角色。 

4  结语 

由于美食文化的特殊性，所以一直未得到多元化

的展示，其蕴含的文化也长期未得到良好的用户体

验。美食设计可以赋予美食文化创新性的体验感，新

媒体技术与时代发展的特征也使得美食设计彰显出

更大的价值，从视觉体验发展为更立体的多官能通道

体验，最终促进美食体验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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