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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 404 页面导示为例，研究情感化设计在网页中的表现形式及设计方法。方法 以情感化设

计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字、色彩、图形等设计元素出发，归纳目前 404 网页

中存在的情感化认知问题，并从 404 设计的本能水平、行为水平、反思水平 3 个方面展开进一步剖析，指

出 404 错误页面设计中的情感化问题。结论 进一步提出合理运用网页设计元素，进行快速有效引导的设

计方法，探讨如何使用户在与 404 网页交互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准确地接收信息，还能获得良好的用户体验。 

关键词：情感化设计；404 网页；设计方法；用户体验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8)24-0130-06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8.24.024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Design in 404 Error Page 

HUANG Jin-ming1, LIU Yan2 
(1.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2.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expressive form and design method of emotional design in web pages, with 404 

error page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sign, combining theory with examples, the emotional cog-

nitiv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404 error pages were summed up from the design elements like text, color and graphics, 

and further analysis was made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instinct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reflection level of 404 de-

sign, pointing out the emotional problem in 404 error page design. The design method of reasonably using web design 

elements to conduct fast and effective guidance is further put forward. How to enable users to not only receive informa-

tion accurately, but also gain good user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with 404 error page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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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用户的感性需求不断提

升，对产品的需求体验也在逐步提高。用户体验越来

越细化，网页设计的情感化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一

些功能化的网页越来越人性化，比如 404 网页的形态

发生了很多的变化。404 页面的作用是告知用户所请

求的页面不存在或链接错误，引导用户访问其它页

面，这在网站建设中必不可少，也是最能体现网站优

化设计的部分。目前 404 页面设计常常超出其功能性

的范畴，不合理或过度设计，会误导用户，进而造成

用户满意度降低，不能达到友好交互的目的。本文通 
 

过对 404 页面的情感化设计的研究分析，归纳总结

404 页面设计应遵循的情感化设计原则，为 404 页面

设计研究提供设计参考。 

1  404 错误页面的重要性 

404（404 error）是 WWW 网站访问时出现的错

误页面，表示链接指向的页面不存在。404 是 HTTP

的一种标准回应代码，即 HTTP 状态码，表示网页服

务器的响应状态。HTTP 状态码大致被分成 5 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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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的数字表示请求出错，影响了服务器处理，即客

户端错误。“0”表示网址错误。末尾的“4”表示在

以“4”开头的错误代码中的顺序。 

404 页面在网站架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

体现着一个网站的完整性，当用户在页面访问错误的

时候没有 404 页面，那么操作就没法继续进行，造成

网页的死链接，用户只能关闭窗口离开。反之，可以

跳转到其它页面。404 页面的设计不仅是用户访问网

站的反馈 [1]，也是网页设计中优化用户体验的重要

工具。 

2  404 页面的设计现状与问题 

404 页面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最基本的功能是

体现网页对用户的导示性。在操作方式上可以将 404

页面分为 3 类：直接显示错误页面、自动跳转到指定

页面、引导用户选择其它页面。404 页面设计有两种

形式：默认的 404 页面和自定义 404 页面。默认的页

面只是简单表述错误信息，没有涉及设计内容，而自

定义页面则需要设计元素的填充并提供选择。从情感

化表现形式可以将 404 页面类型分为文字引导型、色

彩引导型、图形引导型等。 

2.1  文字引导型 

文字在网页设计中是最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从

功能性角度来说，文字是最直接、最准确的视觉沟通

及认知方式，是最能充分表达思想的媒介[2]。它在网

站中的主要作用是传递网站的内容，使用户能够通过

阅读来获得信息，其次是传递文字本身的情感意义。

文字的版式设计不仅体现了视觉传达的效果，同时文

字的编排设计也是一种创意思维体现的过程。在 404

页面中，简单的文字引导是早期网站最常采用的方

式，见图 1。“404 Not Found”这一文字信息，不涉

及设计内容，单纯告知页面错误，用户无选择，只能

关闭页面离开，造成用户无措感。这种“冷冰冰”的

交互形式已被设计师所摈弃。 
 

 
图 1  文字引导型 404 页面 

Fig.1 Text-guided 404 error page 
 

在传播一个信息的过程中，文字的内容往往需要

合适的文字外观来表达[3]，选用合适的字体、字号、

颜色等元素进行设计更能满足用户的审美需求，设计

的层次性也更强。另外一种常见的纯文字引导页面，

见图 2，有文字层级的设计，通过文字大小和直线区

分层次，使用了大量文字堆积来引导用户如何进行下

一步操作。但在此过程中，过多的技术术语是不应该

出现在 404 错误页面上的，因为很多用户可能无法理

解这些术语，反而会让用户感到困惑。 
 

 
图 2 文字引导型 404 页面 

Fig.2 Text-guided 404 error page 
 

2.2  色彩引导型 

色彩是网页给人的第一印象，给予网站以活力。

色彩在网页中除了传达信息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

帮助用户阅读信息。不同的色彩所代表的性格不同，

给人的感受也不同。色彩本身并没有情感，之所以会

产生不一样的情感体验，主要是各种色相、明度、纯

度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不同效果[4]。高饱和度的暖色

更能够吸引用户的注意，见图 3。设计师用白色作为

底色，红、橙、黄组成交集饼图，掺加了数学原理，

可以轻易将用户的视线引导到橙色表现的“404 page”

上来，巧妙地进行了视觉区分；再匹配文字的引导，

整体页面干净整洁，条理清晰、主题突出，通过色彩

表现出的视觉层次效果，引导用户在页面信息中找到

有用信息。 
 

 
 

图 3  色彩引导型 404 页面 
Fig.3 Color-guided 404 error page 

 

2.3  图形引导型 

图形在网站信息传达中可以辅助文字、引导阅

读、增强网页的可读性，利于人们的理解[5]。图形相

对于文字和色彩更加有生命力和活力。图形是 404 页

面中最能表现创意的载体，是设计师的创意思维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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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感表达所在。在 404 页面中，可以将图形分为 3

类：404 图形创意类、矢量插画类和摄影图片类。 

2.3.1  404 图形创意类 

404 图形创意类是以“404”文字为创意点所作

的抽象或具象的设计。这一类型页面往往主题突出，

能够让用户快速了解图片所传达的信息，信息更容易

获取，见图 4。设计师用“404”所作的图形为主体，

白色为底色，用饱和度较高的暖色填充色彩，“0”巧

妙地转化设计为融化了的甜甜圈，并在图形下配以诙

谐的文字，表示页面的错误，再加上冷色块表示的返

回按钮，有冷暖对比，使得设计主次分明、更加完

整，用户马上就能理解页面表达的内容，视觉流程

比较流畅。 
 

 
 

图 4  图形创意类 404 页面 
Fig.4 Graphic creative 404 error page 

 

2.3.2  矢量插画类 

图形图像最能表达设计师的创意，表现形式更加

多元。通常色彩使用较丰富，对比强烈，装饰性比较

强，比较有风格性和层次性。太空主题是这一类的页

面最常用的表现形式，见图 5。设计师选用深蓝色作

为背景色，用明度较弱的蓝色表示 404 的状态，是属 
 

 
 

图 5  矢量插画类 404 页面 
Fig.5 Vector illustration 404 error page 

于“面”的元素；页面上方有搜索、菜单栏等元素，

左上方还使用了点装饰页面，达到视觉平衡；页面下

方有返回主页等操作按钮，并用线条进行页面分割；

页面中央是设计师最想表现的内容，宇航员和小火箭

之间用线连接，画面不会松散，并在左侧用文字表示

页面丢失在太空中。通过点、线、面的设计组合表达

设计主题，让页面更加完整，版式也更加平衡，同时

有效地传达信息，提升了用户体验。 

2.3.3  摄影图片类 

摄影类的图片直接取材于生活，能够更加直观地

表现网页主题，能够真实、细腻、生动地传递需要表

达的信息。构思新颖独特的摄影图像，能成功吸引用

户的注意力[6]。一些幽默的摄影图片通常会被应用在

404 错误页面中。而一种更值得关注的公益类题材的

设计内容在近几年经常出现在 404 页面中。这类页面

往往能够更加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直击用户内心，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利用了互联网资源，见图 6。

腾讯、网易、搜狗等公司都使用了这种公益推广型的

404 页面，或许相较于那些富有创意、幽默、有趣的

错误页面，这类的 404 页面表达方式更能引起用户的

关注，使得 404 页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图 6  QQ 空间 404 页面 
Fig.6 Qzone 404 error page 

 

3  404 页面情感化设计方法 

情感化设计是设计师表达创意思维和设计表现

的创意工具，是让用户获得更好使用体验的表达方

式。唐纳德·诺曼在《情感化设计》一书中指出，情

感化设计的 3 种水平：本能水平、行为水平和反思水

平。本能水平的设计从产品的外形出发，用户接受其

传递的感情信号，体现最直接真实的想法。行为水平

的设计更加注重产品的使用效率和产品功能的提升，

旨在完善用户体验的方方面面。反思水平的设计在前

两者的基础上对产品要求尽善尽美，提高用户的愉悦

感、满足感等情感体验，培养用户对产品的忠诚度，

让产品的存在更加有意义。这三者密不可分，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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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设计的最终目标是在传递情感的过程中，打动

用户，让用户对产品具有正确的认知，快速获取所需

信息。 

3.1  本能水平与趣味图形提炼 

本能水平的设计反映了用户对产品的第一印象，

就是即刻的情感效果[7]，这是发自用户的本能感受，

是体现良好用户体验的第一步，也是本能水平设计的

基本原理，遵循这些原理，简单或复杂的设计，都是

很吸引人的，并且这种情感体验也会让用户产生情感

记忆。本能水平的设计体现在 404 页面中是网页中的

文字、色彩、图形等视觉元素。文字的多少大小、色

彩的对比形式、图片的大小位置等元素在版式设计中

的关系都是需要设计师用情感去设计的，根据特定的

内容和主题，按照主次顺序和形式美法则进行排版布

局[8]，从而向用户传达网页信息。 

文字图形具有很好的指示性，但是同时也会缺少

趣味感[9]。在 404 页面设计中要充分展示页面设计的

独特性，抓住创意点去设计，快速有效地吸引用户是

设计关键，必须考虑到网页界面拥有足够的视觉冲击

力以及美感，才能激发用户的内在情感[10]。醒目的标

题或文字向用户说明出现当前页面的原因是本能水

平设计的关键点所在，或许适当的情绪化体现在设计

中更能呼应用户面对错误页面时的无措感或恼怒感，

见图 7。一个小孩因为哭泣冒出的鼻涕泡，将“0” 这

个数字图形化为鼻涕泡，显得页面很有趣，将用户的

视觉焦点牵引到“404”这一错误状态上来，并用简

单的文字说明了页面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用

户面对错误页面的不悦感。 
 

 
 

图 7  本能水平设计的 404 页面 
Fig.7 Instinctive level design 404 error page 

 

3.2  行为水平与视觉符号的运用 

行为水平的设计中最重要的是体现产品的功能，

强调产品的可用性和性能[11]，也是实现产品价值的首

要任务。然而，怎样实现产品功能，满足用户需求，

或许并不容易。产品的个性是情感化体现的平台，产

品的个性影响感知[12]，诺曼在书中提到产品开发有改

进和创新两种形式。因此，抓住 404 错误页面这一让

用户感到困惑的痛点，通过改进和创新设计，从而使

产品本身的功能性得到最大化体现。 

为了保证 404 页面的有效性和引导性，从本质上

来说设计内容应当简单，保持视觉上的简约，应当说

明用户当前遇到了错误以及如何离开此页面。在错误

页面中，视觉符号的合理配置是优化用户体验的基

础。可以简化页面信息，删减掉不必要的功能，只提

供几个简单能够导向的选项，并在设计流程中充分考

虑这些选项的功能，让页面既好看又有用，见图 8。

404 作为标题，在深色底色中，是比较显眼的视觉元

素，并在其下方说明页面错误，用带有箭头的色块表

示不同的选择，引导用户离开，视觉流程简单明了，

直接将 404 页面设计的关键点体现出来。 
 

 
 

图 8  行为水平设计的 404 页面 
Fig.8 Behavioral level design 404 error page 

 

3.3  反思水平与关键信息提炼 

反思水平的设计是对本能水平和行为水平设计

的进一步完善，需要考虑到产品本身及其周边环境的

关系，更加注重产品的自身情感性。优秀的 404 错误

页面应当首要思考和所属网站的联系，保持设计氛围

的一致，快速有效引导用户完成操作，不需要过多的

噱头，它的传递方式应该恰当，它的风格和结构应该

恰当，最重要的是内容应该恰当[13]，设计的内容应当

是适合用户的，符合它存在的情境，也许“少就是多”

的设计反而能使用户体验更加良好。有时不恰当的或

过度的设计反而会引起用户对产品的不满，见图 9。

页面总体设计比较完整，设计风格统一，标题简明扼

要告知用户页面的错误信息，为了增加页面的趣味性

添加了吃豆人的小游戏。但是，在 404 页面中，最重

要的功能就是快速引导用户离开此页面，消除用户的

无措感，而不是让用户浪费更多的时间在当前页面，

添加游戏的设计行为是否是一种过度的设计也有待

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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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反思水平设计的 404 页面 
Fig.9 Introspective level design 404 error page 

 
4  结语 

404 页面是网页设计中的功能性页面，它使用的

频率高、指令性强，容易影响人们在网页交互中的用

户体验。当前的网页设计越来越人性化，网页设计符

号的表现形式过于冰冷会影响用户的良好交互；同

时，在网页设计中过度设计会造成视觉系统的混乱，

而引起信息的误读。因此，建立良好交互的同时，增

加页面设计的情感化体验需要遵循适度设计的法则。

从用户的本能水平、行为水平、反思水平 3 个方面切

入 404 页面设计，形成情感化设计的交互框架，能够

避免设计感官层面和经验式反馈的局限，从而进行有

序分类研究和针对性设计，达到提高 404 图形识别

度，快速有效确认信息的目的，同时增进交互体验和

审美趣味，提高户体验水平，促进良好交互的形成。

文字、色彩与图形等设计元素的编排直接影响着 404

错误页面功能的实现，将情感化设计理论应用于 404

错误页面的设计不仅满足功能性的需求，也减缓错误

链接所导致用户情感上的负面情绪。404 页面的情感

化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的目光，提升网页

的实用性，使用户获得良好的交互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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