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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用户在真实动态浏览新闻类 APP 的视觉规律及典型界面设计的可用性评价，提出有利

于提升用户体验的新闻类 APP 界面设计建议。方法 分析现有的 3 款新闻类 APP 界面的信息构架和图文

布局，归纳为两点式、四点式、五点式的信息构架，以及左文右图、右文左图、上图下文和上文下图 4

种图文构建方式，通过眼动视觉跟踪技术，对眼动指标（轨迹图、热点图、焦点图、网格图）及行为指

标（误操作、犹豫点）进行分析，针对用户浏览时的表现，以用户访谈的形式询问用户的理解和操作行

为，进行新闻类 APP 界面可用性评估。结果 提出了更有利于新闻类 APP 阅读的界面设计建议。结论 此

次可用性评估测试是基于 APP 的动态眼动仪测试，是具有普适性的新闻类 APP 用户界面设计的可用性

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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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bility of News APP Interface Based on Eye-tracker Technology 

TANG Pei-lu, LI Juan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visual law of users in real dynamic browsing of news APP and the usability 

evaluation of typical interface design, so as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news APP interface design that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user experience.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and graphic layout of the existing three news APP interfaces 

were analyzed and they were summarized into two-point, four-point and five-point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There were 

four ways to construct pictures and texts, including the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right picture, the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left picture, and the text on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picture. Through eye tracking technology, cross-eyed dynamic 

index (locus figure, hot chart, focus graph, grid graph) and behavior index (wrong operation, hesitation point) were ana-

lyzed. For user's performance during browsing, the user's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were asked in the form of user inter-

views for the purpose of news APP interface usability assessment. The interface design suggestions that were more con-

ducive to news APP reading were proposed. This usability assessment test is a dynamic eye-tracker test based on APP, and 

it is a usability assessment method for news APP user interface design with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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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的战略背景下，数字媒体在继承传

统媒体内容本质的同时，自身也具备十分明显的时代

优势和传媒优势，以往多领域协同才能展示的声音、

画面、文字内容，在数字媒体中得以充分统一，特别

是手机终端的发展，使得手机成为一个超级媒体，在

内容的获取和传播上实现了空前自由[1]。据艾媒咨询

系列研究报告发布的 2017 众媒渠道下移动资讯 APP

媒体价值研究报告：中国资讯类用户 经常使用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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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APP 的场景是在睡前，占 34%，其次是在家休息

时等碎片化时间，占 32.7%。碎片化阅读模式和基于

移动互联网推动新闻类产业的转型和融合，为新闻类

APP 的蓬勃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页面结构构建的

不同，会使用户视觉搜索轨迹特征随页面的不同布局

而有所不同[2]，如何能够聚合用户碎片化时间，让新

闻类 APP 为用户提供高效、快速涉猎可用信息、舒

适愉快的用户体验，是用户使用新闻类 APP 的重要

因素之一。对信息框架和图文构建展开研究，提出具

有普适性的新闻类 APP 用户界面设计意见，为新闻

类 APP 界面设计提供参考。 

1  可用性评估及视觉跟踪技术在 APP 交互

界面设计中的应用 

1.1  可用性评估 

可用性评估是系统化收集交互界面的可用性数

据并对其进行评定和改进的过程[3]。可用性是来源于

英语”Usability”单词，作为形容词形式”Usable”指可

用的名词形式，在 19 世纪 40 年代左右出现，表示使

用者在使用产品时，是否能够顺利地实现产品的使用

目的。Nielsen J 认为：可用性评估通过相关测试方法，

展示了该产品是如何使用的，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不可

代替的实践性研究，因为它通过测试直接揭示了用户

是如何使用该交互设计系统的。同时，可用性评估测

试可以为人机界面设计提出改进意见与方案设计，相

较于问卷调查与访谈等，可用性测试中的眼动跟踪测

试可以得出更为客观的数据支持。 

1.2  视觉跟踪技术在 APP 交互界面可用性评估中的

应用 

眼动视觉跟踪技术主要运用于心理学，在众多用

于眼动追踪的技术中， 流行的方法是采用从眼部提

取视频图像，其他方法还有探测线圈和眼电图等[4]。

新闻传播活动很大程度上就是视觉信息的刺激与反

应过程，传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人们的视觉

活动来加以衡量和检验[5]。通过眼动视觉跟踪技术，

记录人在处理视觉信息时的眼睛位置与运动轨迹，显

示眼动轨迹特征与数据，由此分析被试者的心理活

动、认知流程、操作习惯等内容。眼动视觉追踪技术

介入新闻类 APP 测试研究可以记录用户在浏览新闻

时第一眼注视的信息内容、注视顺序、注视某类信息

的时长等数据，研究者可以通过眼动信息数据，研究

用户在使用新闻类 APP 过程当中的习惯和规律特征

等，加以应用改进，让用户在使用 APP 时更加顺畅

和高效，提升用户的体验感。 

界面设计作为 APP 重要的部分之一，同时也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董海斌等研究了界面的平面视觉

元素，如文字、图像、色彩、版面对界面的影响[6]；

常方圆通过眼动仪，基于平行测试研究了色彩、图标、

布局等，并得出了具有普适性的智能机界面优化[7]。

李亭研究了如何通过智能手机 APP 界面来提升用户

体验[8]。图文构建和信息框架是界面设计中的重要元

素，但以往的研究多以图片的形式予以测试，没有进

行用户的界面动态操作测试，在此次实验之前，对比

了被试在使用图片进行新闻浏览和直接通过使用新

闻类 APP 的动态浏览测试中发现：同一被试在浏览

轨迹上有所不同，因为图片的内容有限，而动态 APP

的连续性、大量性更符合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快速浏

览的习惯。基于用户视觉跟踪技术及用户体验测试的

动态实验分析，从信息框架与图文构建两个方面研究

如何提升新闻类 APP 的体验感。 

2  新闻类 APP 界面设计分析 

2.1  样本选取 

测试选取了在 APP 应用商城下载热度与评分分

数较高的，并且其信息构架、图文构建方式有所差异

的搜狐新闻、澎湃新闻、好奇心日报 3 个新闻类 APP

作为研究对象。 

2.2   信息框架 

好奇心日报、搜狐新闻、澎湃新闻 3 款 APP 在

信息构架方面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将其依据主要构架

数量分为两点式、四点式、五点式，两点式信息构架

见图 1，四点式信息构架见图 2，五点式信息构架见

图 3。现在市面上较为热门的新闻类 APP 多是以四点

式为主，五点式的信息构架与四点式的相差不大，都

是处于界面底端，而相似的信息构架可以降低用户的

学习成本，新手用户可以更轻松地上手。两点式的信

息构架是将功能集中归纳，如好奇心日报将功能放置

于 Q 悬浮球中见图 4，此类的信息构架方式在首页能

展示给用户的选择相对较少，目前并不普及，但信息

构架的简洁性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展示空间，并且整

体会给用户以整洁感。 
 

 
 

图 1  两点式信息构架 
Fig.1 Two-point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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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点式信息构架 
Fig.2 Four-point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图 3  五点式信息构架 
Fig.3 Five-point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2.3  图文构建 

图文构建对界面交互影响因素较多，研究主要从

新闻的 Banner 配图和新闻内容配图的大小、图文布 

 
 

图 4  "Q"悬浮球 
Fig.4 "Q"float ball 

 
局、新闻内容的切换方式 3 个方面进行研究。在

Banner 图方面，好奇心日报配图较大，而搜狐新闻的

配图相对较小，Banner 的切换方式皆为左右滑动。在

新闻内容配图上，依然是好奇心日报的配图较大，而

搜狐新闻与澎湃新闻的新闻内容配图尺寸相差不大。

新闻的图文关系见图 5，主要可以分为左文右图、左

图右文和上图下文以及上文下图 4 种。搜狐新闻除了

Banner 处采用了上图下文，其余几乎都是上文下图和

左图右文的布局方式；澎湃新闻主要采用上图下文和

左图右文的布局方式；好奇心日报主要采用左文右图

和上图下文的布局方式。 
 

 
 

图 5  图文关系 
Fig.5 Visual-verb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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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闻类 APP 界面可用性评估实验 

3.1  被试 

共邀请了 18 名被试人员参与此次实验，其中 9

名女性，9 名男性，并且裸眼或矫正视力在 1.0 以上，

无色盲色弱，在此之前都曾经使用过新闻类客户端。

被试者均熟悉使用智能手机及应用，且在此之前均未

使用过此次测试的 3 个新闻类 APP，避免已熟悉使

用，造成实验偏差。 

3.2  设备与环境 

测试实验采用的是型号为 EV-DP1 的“爱威视”品

牌的眼动仪，采样率为 60 赫兹，精准度为 0.5 度~1

度，延迟时间小于 20 毫秒。实验过程中让被测试者

选择自然舒适的坐姿，不使用夹具，座椅柔软且稳定。

实验全程无噪音人为干扰。 

3.3  实验过程 

实验开始之前，主持人给被试者讲解注意事项、

实验流程，而后进行设备调试，准备开始实验。邀请

被试者先随意使用 3 款 APP 分别约 1 分钟，让被试

能粗略了解 3 款 APP 的界面。而后，请被试者分别

在 3 个 APP 中完成“找寻自己 感兴趣的新闻内容”

的动态任务，眼动仪记录被试在浏览新闻时的视觉特

征。 后，进行 APP 体验操作，被试者可以随意操

作 APP 令其感兴趣的部分，以了解用户在使用新闻

类 APP 时的关注点。在整个眼动测试的过程中，观

察被试在任务过程中的犹豫、困惑及与预期不同之

处，并予以记录，在任务结束后，以用户访谈的形式

针对用户浏览时的表现，询问用户的理解和操作行

为。并让被试选择满意度更高、会持续使用的 APP，

并分别对 3 个 APP 的使用体验作出评价，实验流程

见图 6。 
 

 
 

图 6  实验流程 
Fig.6 Flow diagram of experiment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信息框架 

眼动测试结果输出见图 7，从眼动测试结果输出

和对视频的回放可以发现，有 16 位用户进入 APP 页

面后，首先会选择在新闻推荐主页上面进行新闻浏

览，说明新闻推荐页面具有较高关注度。在使用四点

式与五点式的信息构架时，被试认为信息构架熟悉，

能够较为轻松地入手使用，并在实验中依据自己的兴

趣选择导航栏的新闻分类，进行新闻浏览。被试在初

次接触两点式信息框架的新闻类 APP 时，普遍认为

界面新颖、简洁、美观。用户在浏览过程中，若没有

看到 Q 悬浮球或不知道相关功能隐于其内，被试会

选择直接继续在首页浏览已有内容。而实验过程中，

发现并使用 Q 悬浮球的 6 位被试在了解了 Q 悬浮球

功能之后，对其评价都较为积极，认为两点式的信息

构架体验感更佳，并且能够提供更多的新闻展示空

间。由此可见，新闻类 APP 首页布局具有重要作用。 
 

 
 

图 7  眼动测试结果输出 
Fig.7 Output of eye movement test results 

 
四点式与五点式的信息构架是目前新闻资讯类

APP 较为普遍的构架方式，用户在使用时的学习成本

较低，能够更快地使用 APP。导航栏作为用户浏览后

会进一步选择的选项，置于顶端让用户可以更方便地

找到。澎湃新闻的首页推荐页面以静态的新闻为主，

而搜狐新闻采取了静态新闻与视频新闻穿插呈现的

方式，在实验过程中发现：被试很容易被视频所吸引，

并更喜欢这种首页构架方式。 

4.2  新闻配图的尺寸 

好奇心日报、搜狐新闻、澎湃新闻 3 款 APP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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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尺寸选取上有所不同，APP 配图尺寸见表 1。好

奇心日报的 Banner 图尺寸 大，澎湃新闻次之，搜

狐新闻 Banner 图尺寸 小。被试在初次使用时表示

好奇心日报和澎湃新闻的 Banner 图片更能增加他们

的好感度，实验也印证了大尺度 Banner 图片有利于

抓住用户的注意力。从眼动轨迹来看，搜狐新闻的

Banner 图受到的关注较小，由此影响用户对此处新闻

的关注度降低，好奇心日报和澎湃新闻的 Banner 图

更容易受到关注，由此使被试对 Banner 处的新闻关

注度较高，因此，大尺度的 Banner 图有利于放置较

为重要的信息。搜狐新闻的新闻图片以小图为主，搜

狐新闻浏览轨迹见图 8，图文密度相对较大，高密度

的信息量使用户在新闻浏览的过程中视觉轨迹相对

较乱，有多处的反复浏览，阅读效率相对较低。 
  

表 1  APP 配图尺寸 
Tab.1 APP image size 

名称 
Banner 配图

（xp） 

视频窗口/中图

*（xp） 

新闻小图

（xp） 

搜狐新闻 473*236 694*391 228*153 

澎湃新闻 750*312 694*187 224*138 

好奇心日报 750*517 552*297* 335*271 

 

 
 

图 8  搜狐新闻浏览轨迹 
Fig.8 Scan path of Sohu News 

4.3  新闻内容的图文关系 

目前，新闻类 APP 的列表图文布局主要有左文

右图、左图右文和上文下图及上图下文 4 种，不同的

图文布局会对新闻阅读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在人形

成感知的过程中，图形比文字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注

意，激发用户的兴趣[9]，但是在此次的测试当中发现，

被试者在阅读新闻时，对于左文右图或左图右文，都

首先会关注文字，而后才关注到配图上， 后再回到

文字上，左图右文眼动轨迹见图 9。人的大脑需要信

息的连贯性，而我们也习惯性会从左方开始阅读，文

字解析和图片解析的频繁切换会造成左图右文的布

局，容易打断用户阅读的流畅性，降低新闻阅读效率。

相比而言，左文右图会更加符合视觉逻辑顺序。上文

下图及上图下文的信息密度较小，加之图与文字属于

两种不同属性，容易区分识别，因此，高信息密度能

够有效地提升新闻阅读效率。若整个新闻界面的图文

构建均是采用上图下文的方式进行布局，如好奇心日

报的 LABS 板块，用户回视概率 少，视线轨迹较为

流畅。 
 

 
 

图 9  左图右文眼动轨迹 
Fig.9 Scan path of left picture and right text 

 
除了图文放置方式的单方面影响，实际上，不同

内容的放置方式也会对视觉搜索产生影响。如搜狐新

闻 APP 内的广告与新闻采用了相似的布局方式，用

户在浏览的过程中表示难以分辨广告和新闻内容，造

成阅读效率的降低，并且有 3 名被试表示，此类布局

会留下广告过多的印象。 

视觉眼动实验从信息构建和图文布局两个方面

对目前的新闻类界面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但由于实验

直接采用 APP 动态测试，当天每种 APP 的新闻内容

有所不同，在内容上（图片及标题）没有严格控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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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内容，并且字体形式、字体大小、间距等可能会

对实验产生一定影响。 

5  结语 

通过动态新闻浏览眼动视觉分析，发现两点式的

信息框架可以提供较多的空间展示新闻内容，使整个

界面更简洁明了，同时，从被试的主观评估可知，与

众不同的构建方式会带给用户体验感的满足，但相较

而言，页面内所能提供的信息量相对较少。四点式、

五点式的大众性构建方式对于用户来说更容易上手，

且对于常使用导航栏的用户更为方便，减少用户使用

过程中的挫败感，清晰明了的导航对用户的新闻浏览

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作用，同时，从内容的易读性出发，

功能分区并采取分栏布局，可达到以实用性功能为

主，在设计时要注意视觉要素的均衡排布，尽量做到

简洁、清晰[10]，从而满足更多内容上的需求。在图文

构建方面，基于从左浏览的视觉习惯，左文右图可以

更好地提高用户的浏览效率，因此，左文右图相对而

言优于左图右文。上文下图或上图下文构建的图片较

大，浏览轨迹较为流畅，产生的眼动轨迹回视较少，

但图片较大，翻动频率较高。 

综上可知，APP 界面信息框架构建方式应当依据

目标用户群体喜好特征进行选择，图文构建中使用动

态图片或视频穿插能够有效提升 APP 的活跃性，而

图文放置位置较优的有图片较大的上下构建和图片

较小的左文右图，可依据用户使用场景和信息需求率

进行设计，如用户使用时的时间、地点、流量等因素，

亦或是给用户提供多样化选择的可能性，如澎湃新闻

就设计有大图模式和小图模式两种，以此提高新闻传

播的效率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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