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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心理学视知觉原理在扁平化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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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扁平化设计是当前移动端与 PC 端 UI 的主流视觉风格与设计理念。在保证设计风格的同时，
扁平化设计更加强调用户使用产品的交互性与易用性。本文结合用户对图形视知觉的感知规律，探索格
式塔心理学中的视知觉原理在扁平化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以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人感
知心理的分析以及人对物象的视知觉感知规律，指出在视知觉过程中的扁平化设计风格与用户心理活动
之间的关系，结合扁平化设计风格的案例及图表分析，探究扁平化设计风格与用户心理的格式塔对应规
律。结论 基于格式塔心理学视知觉原理，验证扁平化设计风格是符合用户心理的设计风格，得出扁平
化设计风格的设计思路与设计方法，为产品界面设计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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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lat Vector Design Based on Gestalt  
Psychology Visual Perception Principle 

YANG Mei, LI Ha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00, China) 

ABSTRACT: Flat design is the mainstream visual style and design concept of UI both on mobile and PC ends currently. It 
stresses the interactivity and the accessibility when the users use the product, in the meanwhile ensuring the design style. 
Combined with the sense perception regularity of users' Graphic visual perception,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Gestalt psychology’s visual perception principle in flat design.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Gestalt psychology, through 
analysis of human perception psychology, it pointe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lat design style and the user's psy-
chological activity in the psychology visual perception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project cases of flat design and chart 
analysis, it explored the Gestalt regularity of the flat design style and user’s psycholo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isual 
perception of Gestalt psychology, it could be proposed that the flat design style is in line with the user's psychology.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flat design style are obtain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duct UI design. 
KEY WORDS: Gestalt psychology; visual perception principle; flat design; user psychology 

在界面设计流行“扁平化”风格之前，设计师的
重点一直都在产品的交互易用性与可用性上。“扁平
化”其实是设计目标的总概念[1]。它不仅是一种风格，
而且是一种理念，强调内容、功能与用户间交互的直
接性[2]。这种交互体验来源于人对事物的视知觉经验
感受，并产生反射性心理作用。研究“扁平化”设计
与人视知觉交互的契合点，对界面的造型设计及交互

设计具有参考性意义。 

1  研究背景概述 

1.1  格式塔心理学视知觉原理概述 

格式塔心理学家指出，视知觉具有思维的一切本

领。视觉活动完全是一种积极活动，不仅具有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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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完形性、持久性，能够将对象简化、组合、抽象、

分离，视觉在认识事物上具有特殊的思维倾向[3]。格

式塔心理学所研究的出发点是基于人心理上的“形”，

任何“形”都是知觉自行组织建构的结果，并不是依

附客观事物存在的。每一个自然人对“形”都有自己

的组织能力，并且依照知觉组织的建构规律对事物进

行观察。格式塔心理学家总结出其原则包括视知觉的

完形原则、类似原则、恒常原则等[4]。 

1.2  扁平化设计与格式塔视知觉的联系 

格式塔心理学提出的视知觉原理为扁平化设计

风格与用户交互心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为设计

师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和设计认知 [5]。分析视

知觉感受与扁平化设计之间的关系及规律，可以使

设计更加贴合人的观察习惯，从而带来更优化的交互

效果。 

2  格式塔心理学视知觉原理在扁平化中的

应用研究 

2.1  完形原则在扁平化设计中的应用 

当某一客观事物被人的感官感知时，心理上会出

现对应的格式塔模型，当格式塔模型与客观事物处于

不一致的状态时，格式塔会出现“缺陷”，此时心理

上就会主观地去弥补这种“缺陷”，使格式塔达到一

种完形状态，格式塔完形原则图示见图 1。图 1 是阐

述完形原则的经典图示，其之所以会被看出隐含的三

角形，是因为人的视知觉具有外推和弥补空缺的完形

性[6]。 
由此对应在界面设计中，人在接受视知觉信息的

传递后，会运用格式塔完形心理，主观地对图形进行

补全式联想，这是符合人心理活动的一种思维方式。 
 

扁平化设计中的格式塔完形心理推导见图 2。扁平化

设计风格中的样式主要由图形、色块、微肌理等元素

构成，组成的图形或控件多以符号化及图形化为主。

通过对界面的观察后，人的视知觉会自然地分析图形

传递的信息，并在图形的基础上进行联想。在这一过

程中，基于格式塔完形心理，人会自动读取和补全形

状中的隐喻信息。如果产品的功能与人心中所补全的

格式塔心理相匹配，则功能会与用户心理产生微妙的

默契，从而实现界面功能上的交互。格式塔完形心理

分析见图 3。图 3 选择较有代表性的扁平化元素，如

扁平图形控件、色块图标、微材质图标。不同类型的

扁平化图形传递给用户的视知觉感受有所不同，而图

像能够清晰地表达产品的核心功能，其原理正是由于

格式塔完形心理对界面元素的隐喻内涵进行了补全。 
 

 
 

图 1  格式塔完形原则图示 
Fig.1 Diagram of Gestalt principle 

 
此外，完整的格式塔形态会传递给人安稳、和谐

的感受，同时也会使用户感到平凡、没有特点。相反，

当格式塔形态处于不完整状态时更能够引起用户的 

 
 

图 2  扁平化设计中的格式塔完形心理推导 
Fig.2 Gestalt psychic deduction in flat design 

 

 
 

图 3  格式塔完形心理分析 
Fig.3 Gestalt 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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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前流行的拟物化图标及控件，在人的视知

觉经验下显得没有新意并缺乏创造力，这是因为其

传递出的格式塔趋于完整形态，没有触发用户心理

的外推行为。人在观察扁平化设计时，视知觉自动补

全格式塔形态的心理活动恰恰会引发用户的新奇感

和刺激感。 

2.2  简洁原则在扁平化中的应用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知觉是整体、抽象的过程，在

保证图形完整结构的同时，对图形进行“简化”，这

种简化来自人对特征的识别与对经验的认知，人眼倾

向于将所有观察到的刺激样式看成简单的形式[7]。当

用户在观察复杂的界面时，视知觉会自动简化界面中

出现的图形，并在图形中寻找功能信息。扁平化设计

风格正是应用视知觉的观察规律，将现有的认知经验

中的事物进行简化处理，将复杂的事物或功能进行简

化、分解、抽离，找出符合视知觉经验的特征部分。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能让人识别出想描述的事物，

也能传递更生动的形象，从而让传递的功能信息变得

更加直观、简洁，具有趣味性。格式塔简洁原则的分

析见图 4。 
 

 
 

图 4  格式塔简洁原则的分析 
Fig.4 Gestalt analysis of the rule of simplicity 

 

2.3  视错觉原理在扁平化中的应用 

视错觉是人眼判断观察到的形态与心理架构的

形态间存在差异形成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来自于知

觉的恒常性。人总是根据印象、经验、预期去感知事

物，视知觉会记录生活中事物的大小、状态、颜色等，

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知觉上的印象，当某一对象的变

形在知觉范围内印象不变，则知觉状态处于恒常状态
[8]。拟物化设计的知觉信息传达在知觉的恒常性界限

之内，相机图标采用了不同的写实形式，但都传递给

用户照相功能的知觉印象。苹果 IOS7 系统的扁平化

设计刚一出现并未被外界接受，正是因为其设计风格

突破了用户视知觉印象中的恒常性。对用户的视知觉

而言，恒常性会使触发心理的敏感度和兴奋度降低。

扁平化设计基于这一点突破了拟物化带给用户视知

觉的恒常性，采用了另一种造型语言，在图形、颜色、

形态上进行了改变，给用户带来了打破视知觉恒常性

的视错感受，因此，引起了用户感官上的兴奋，使设

计具有了丰富的视觉效果。图标的恒常性分析见图 5。

设计师在进行扁平化风格的界面设计时，需要先了解

用户心理的“恒常性”，以此为基础对用户心中的认

知元素进行分解和提取，在保证用户心理的格式塔不

变形的情况下进行。 
 

 
 

图 5  图标的恒常性分析 
Fig.5 Constancy analysis of icons 

 

2.4  图底关系原理在扁平化中的应用 

格式塔图底关系原理强调人的知觉会将意识活

动集中于某一点，该点在人视知觉的感受中最为清

晰，而其余部分则会显得相对模糊。这些都由视知觉

的选择性决定，用户对于界面图与底的认识很大程度

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9]。依照理论基础，界面中相

对规则、对称的形容易被视为图，反之则易被视为底；

小面积、高明度的色彩易被视为图，大面积、低明度

的易被视为底。扁平化设计中，使用简单的图形和大

面积的背景，去掉多余的修饰元素，采用对比与强调，

将内容更突出或者更淡化。设计以信息的视觉交互为

主，强调对大面积色彩的使用，通常使用户遵循格式

塔心理默认的“元素之间过多空白是不需要过多关注

的背景”，将注意力放在扁平化图形上，从而提高用

户与界面交互点的准确性，使界面变得简单、易懂。 

2.5  异质同构原理在扁平化中的应用 

格式塔心理学提到心理与物理是同生的。人的心

中有个“力”，如果物理中“力”在形态上与人心理

的“力”相似，物理事物就会带给人情感，这种现象

被称为“异质同构”[10]。例如，音乐里降调的声音、

即将落山的残日等事物与人在忧伤时的“力”的形态

相同，它们给人一种悲伤感。在界面设计中，单一、

固化的视觉设计造型已经使用户视知觉产生了惯性，

这样的设计往往不能抓住用户的心。扁平化风格的设

计打破了事物的固有造型，用简洁的图形来表达，能

在短时间内得到交互者的关注，并快速传递信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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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用户对设计的回味与思考。其次，扁平化设计的异

质同构是用最简洁的形式来表达丰富的内涵与功能，

通过扁平图形色彩和符号化设计来迎合用户心理中

的“力”，实现与用户心理上的交互。 

3  结语 

格式塔心理学体现出用户的视知觉是如何被优

化和感知事物的。视知觉系统主观地将感受到的信息

进行优化并记录事物。文中提到的 5 种应用在扁平化

设计中并非单独存在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支撑的。

用户对产品界面进行观察会发现扁平化设计可能同

时涉及多个格式塔原理。对原理的应用方法应是以 1
种原理为基础，进行扁平化的基础图形设计，再叠加

其它的原理，从而升级视知觉的体验。例如，使用“图

底关系原理”可以充分提高用户在视觉交互时对扁平

化图形内容读取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采用“完形原

则”使其增加视觉上的新奇感。此外，在应用格式塔

原理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界面的功能属性，将产

品的可识别性和功能性放在首位，注意用户在观察过

程中的视知觉感受，避免盲目堆砌格式塔原理。参考

相关的格式塔视知觉原理可以使界面更具吸引力，满

足用户的感官需求，最终给用户提供优质的交互体

验。用户对互联网产品界面设计的需求已经从单纯地

追求产品功能的交互层面，上升到对产品整体的视知

觉感受。这样的审美趋势将引导设计师挖掘用户与界

面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客观地融合心理学方面的知

识与理论，更好地提升设计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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