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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了使购物类 APP 界面的视觉设计更符合用户的情感需求，提出购物类 APP 界面优化设计

策略。方法 选择市场上典型的购物类 APP 界面作为实验样本，把界面分为图像区域和图标区域，并提

取 APP 界面设计效果影响因子。根据界面设计效果影响因子设计用户情感需求捕获实验，分析实验数

据，归纳购物类 APP 界面设计优化策略，运用该策略优化 APP 界面并进行界面优化效果验证实验。    
结论 图像区域中，不同类别的物品适合与不同类别的背景色搭配且有相应的构图方式；图标区域中，

不同的图标功能分别有对应的文字和图形进行设计表达。通过界面优化效果评价实验，验证了购物类

APP 界面优化设计策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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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APP Interface Optimiz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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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2.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310015, China; 3.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pose the shopping APP interface optimization design strategy, so as to make the visual 
design of the shopping APP interface more in line with the user's emotional needs. The typical shopping APP interface in 
the market was selected as an experimental sample, and the interface was divided into an image area and an icon area,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APP interface design effect were extract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face design effect influence 
factors, the user's emotional need capture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analyzed, and the shop-
ping APP interface design optimization strategy was summarized. The strategy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APP interface 
and perform the verification experiment of interface optimization effect. In the image area,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items 
are suitable for matching different background colors and have corresponding composition modes. In the icon area, dif-
ferent icon functions have corresponding fonts and graphics for design expression. Through the interface optimization ef-
fect evaluation experim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hopping APP interface optimization design strategy is verified. 
KEY WORDS: shopping APP; emotional needs; effect factor; optimization design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端

购物已经成为人们网络购物的主要方式。用户对 APP
产品的体验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特点。当

人们的基础需求获得满足时会激发更高级的需求[1]，

人们的消费也不再满足单纯的物质需求，而是向着情

感层面发展。APP 产品的使用功能已不是用户唯一的

关注点。诺曼从本能、行为和反思 3 个设计维度阐述

情感在界面设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设计要从

情感层面吸引用户[2]。APP 界面设计趋势转向为满足

人们的情感体验，并逐渐成为设计的主线[3]。强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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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界面设计来满足人们感官的愉悦、使用的乐趣和自

我情感的实现。 

1  研究现状 

1.1  用户体验与感性工学 

用户体验已发展成人机交互的核心概念，许多学

者从不同的分类角度将用户体验解析为多种评估要

素[4]。施密特[5]建立了包含情感、感官、思考、行为、

关联在内的体验体系，首次提出情感是影响用户做出

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奎森伯里[6]进一步提出用户体

验的 5E 模型，认为用户使用产品过程中所感受的愉

快或满意程度是影响用户体验的重要因素。加勒特[7]

根据多年的设计经验和研究总结出创建良好用户体

验的设计步骤和流程，认为应该从战略层、范围层、

结构层、架构层、界面层来进行用户体验设计，建立

了用户体验的范畴和框架，使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表

现层。 
基于用户体验的理论不仅关注产品的功能性和

实用性，还把用户的情感因素考虑到产品中。如何准

确捕获用户的情感需求是感性工学的主要研究方向[8]。

感性工学最先由马自达汽车集团前会长山本健一提

出[9]，其核心思想是量化用户情感和意象捕获[10]。日

本广岛大学长町教授 [11]曾围绕汽车造型设计和内部

装饰进行感性研究，认为设计元素能影响用户对产品

的感受。钟周[12]认为通过捕获用户情感可以确定产品

设计的要点。苏建宁等[13]认为可以把用户对产品的情

感定量表达并与产品特征相关联，以实现符合用户情

感期望的产品。有专家提出情感化设计能提升用户对

产品的满意度[14]。乔金恩[15]制定用户情感体验方法

时发现用户使用产品时，任务目标的一致性和个体特

征是用户情绪反应的基础。上述专家对用户情感的研

究多是从产品设计角度考量，对用户体验中基于用户

情感的界面设计没有作更深入的探讨。 

1.2  APP 界面设计 

由于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APP 界面设计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界面设计的目标是人机交互尽可能简洁

和高效[16]。在界面色彩方面，高玉娇[17]基于色彩心

理学对移动端界面色彩进行了研究，提出界面设计动

态色彩设计方法。蒋鑫[18]发现移动端界面量少而精的

色彩搭配原则对用户有较强的视觉吸引力。张雪净[19]

认 为 界 面 的 色 彩 搭 配 应 以 用 户 的 心 理 为 主 导 。

Hubspot 营销公司在色彩营销实验中得出色彩能影响

用户的购买决策[20]。为了使 APP 界面达到更好的视

觉效果，设计师应以用户情感为出发点，对色彩个性

进行深入挖掘和探讨[21]，对文字信息、版式编排、色

彩搭配及最终的视觉呈现形式，对界面进行合理有序

的整合。 
实际的设计过程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设计师在

设计 APP 界面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为了使设计师

设计的 APP 界面与用户的情感需求更契合，本文以

典型的购物类 APP 界面为样本，对样本进行分区，提

取 APP 界面中的设计效果影响因子，通过实验量化

用户的情感需求，并进行购物类 APP 界面优化设计。 

2  购物类 APP 用户情感需求分析 

收集典型的购物类 APP 主界面为实验样本，进

行用户情感需求分析，分析流程见图 1。 

2.1  实验样本选定与被试 

分别截取来自淘宝、京东、唯品会等不同电商的

APP 主界面，初选 23 张购物类 APP 主界面并对界面

上不必要的信息进行模糊处理。选择 26 名设计专业

的教师和研究生作为实验样本筛选的群体，以 APP
产品的知名度、购物转化率和下载量为筛选购物类

APP 界面的标准，最终选取了 16 张购物类 APP 主界

面作为实验样本。 
 

 
 

图 1  购物类 APP 用户情感需求分析流程 
Fig.1  Analysis process of shopping APP user’s emotional needs 

 
 

2.2  购物类 APP 主界面分区并提取界面设计效果影

响因子 

各大电商的购物类 APP 主界面在内容布局上大

体相似。邀请了 6 位有 4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UI 设计

师对 16 张实验样本内容进行归纳。界面初步划分为

导航栏，内容栏和主菜单栏，归纳样本见图 2。经与

设计师讨论后发现，导航栏和主菜单栏在界面中所占

比重不大且各大电商在这两块的内容布局基本类似，

因此把 APP 界面中的内容栏进一步划分为文字区域、

头条信息滚动区、图像区域和图标区域。其中，文字

区域特指图标区域中图标下的文字，图标区域为不同

功能入口的图标，图像区域为 banner 区和商品展示

区。图像区域中的商品展示区是根据不同用户日常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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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需求进行的智能推送，不同用户移动端界面的商品

展示区显示的产品并不相同，存在较多变量。头条信

息滚动区主要为购物信息的滚动推送，每 2 s 更换一

次信息，没有太多研究意义。因此排除导航栏、主菜

单栏和内容栏中的商品展示区和头条信息滚动区并

对其作模糊处理，具体样本分区流程见图 3。以该样

本为基础提取界面设计效果影响因子，提取步骤见表

1。经界面设计效果影响因子提取实验，最终得到界

面设计效果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图像颜色、图像构图和

图标构图。 
 

 
 

图 2  购物类 APP 实验样本划分 
Fig.2  Division of experimental samples of the Shopping APP 

 

 
 

图 3  购物类 APP 界面设计效果因子提取实验样本 
Fig.3  Extracted experiment sample of the shopping APP interface design effect factors 

 
2.3  购物类 APP 主界面用户情感需求捕获实验 

2.3.1  针对界面设计效果主要影响因子设计实验样本 

用户的情感需求具有模糊性，初步获得的原始感

性需求元素是多样化的，不规律的。因此，需经过以

下步骤才能转化为有针对性的，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

界面优化设计策略。经与 6 位设计师多次讨论后，分

别对界面设计效果的主要影响因子图像颜色，图像构

图和图标构图设计实验样本。 
把商品类目分为家具、服饰、生活用品、箱包，

从各类目中选取椅子、旗袍、电扇、挎包为设计元素

并对其形态进行提取和抽离。 
研究图像颜色时，分别以中性色、邻近色与互补

色、冷暖色为背景色，选取椅子、旗袍、电扇、挎包

为设计元素，进行背景色与设计元素色（设计元素色

为提取椅子、旗袍、电扇、挎包在原图的主要颜色）

的搭配对比。其中中性色中的黑、白、灰色值均为统

一固定色值。邻近色、互补色、冷色、暖色的选取根

据设计元素在原图中的颜色选定相应色值。 
研究图像构图时，去除颜色的干扰，根据平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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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法则[22]，基于元素形态分别设计重复、近似、渐变、

对比的构图形式。 
研究图标构图时，分别以图形和文字元素对图标

功能进行设计表现。 

针对设计效果主要影响因子分别设计实验样本，

去掉一些不必要的标识特征，配以简短的说明，将这

些样本界面进行随机编号，实验共计 20 个样本，样

本设计见图 4。 
 

表 1  购物类 APP 界面设计效果影响因子提取步骤 
Tab.1  Extraction step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shopping APP interface design effect 

序号 步骤 实验描述 

1 获取被试对界面的感性认知。 

①以 16 张筛选后的 APP 主界面为样本。邀请实验样本筛选的群体（26
名设计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作为被试，要求被试从界面设计的角度用

简略的语句写下影响其购物的因素，得到最初的影响购物因子，共计 63 条。

②6 位 UI 设计师基于相似性矩阵对影响购物因子描述并进行语义分群，

得到分群结果 34 条，记为影响购物因子描述集 D。 

2 
从影响购物因子描述集 D 中提取界面设

计效果影响因子。 
设计师对 34 条影响购物因子描述集 D 进行解析并提取意义明确的概念

词汇，解析后提取的设计效果影响因子概念词汇集记为 C，见表 2。 

3 筛选概念词汇集 C。 语意相近的概念词汇进行筛选，得到筛选后概念词汇集 CA。 

4 对概念词汇集 CA 进行认同度评价。 
将 CA 打乱顺序，重新编号 I，制作设计效果影响因子认知问卷 Q，邀请

被试（26 名设计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对 Q 中概念词汇条目进行认同度

的 5 点量表评分，收集有效问卷 24 份。 

5 得到界面设计效果主要影响因子。 图像颜色、图像构图、图标构图。 

6 界面设计效果主要影响因子可信度检验。 用 Cronbach'α 验证数据可信度。 

 
表 2  界面设计效果因子概念词汇提取 

Tab.2  Conceptual vocabulary extraction of interface design effect factor 

序号 影响购物因子描述 设计效果影响因子概念词汇提取 
1 Banner 图片颜色搭配很好看。 色彩搭配 
2 整体构图比例看起来很舒服。 图像构图、比例美 
3 体重秤颜色和 banner 背景色区分度不高。 产品颜色与背景色搭配 
4 图标颜色种类很多。 图标颜色搭配 
5 图标内部设计形式变化多样。 图标构图、形式 

… … … 

 

 
 

图 4  购物类 APP 界面实验样本设计 
Fig.4  Experimental sample design of the shopping APP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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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实验对象 

选择 123 名（62 名男生和 61 名女生）在校大学

生作为被试，分别来自不同专业，并要求有使用移动

端购物的经历。购物类 APP 的主要消费群体多集中

于年轻人。本实验选择大学生作为被试，主要原因是

大学生群体知识水平较高，在文化层次、消费观念和

审美等方面拥有较其他群体更为丰富的共性和个性

差别。他们对自身有较为清晰的情感认知，能够准确

表达自身想法，有利于用户情感需求的捕获。同时，

现有的购物类 APP 产品主要人群定位都是青年群体

和成年群体。以大学生为被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购

物类 APP 主体使用人群对界面的情感需求，有利于

后期的界面优化设计研究。 

2.3.3  问卷调研 

向每位被试发放调研问卷，要求被试对设计元素 
 

色与图像背景色的搭配、不同类别的构图方式、文字

和图形的图标设计，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对比选择，

每道题均为单选题。全部条目选择完毕后将问卷回

收，发放 123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19 份。 

2.3.4  问卷结果分析 

根据问卷调研获取的实验数据并通过 SPSS 进行

数据结果分析，具体数据见表 3。以设计元素椅子为

例，图像颜色因子中，分别有 94.12%，3.36%，2.52%
的被试喜欢以白色、灰色、黑色为背景色与设计元素

色的搭配，分别有 87.39%和 12.61%的被试喜欢以邻

近 色 和 互 补 色 为 背 景 色 搭 配 ， 分 别 有 40.34% 和

59.66%的被试喜欢以冷色和暖色为背景色搭配。图像

构图因子中，64.71%的被试喜欢重复的构图形式。图

标构图因子中，84.03%的被试喜欢图形元素的图标

设计。 

表 3  用户情感需求捕获数据分析 
Tab.3  Capture data analysis of user' emotional needs 

商品类别 
设计效果影响因子 

家具（椅子）/% 服饰（旗袍）/% 生活用品（电扇）/% 箱包（挎包）/% 
白色 94.12 94.96 92.44 91.60 
灰色 3.36 2.52 3.36 5.04 
黑色 2.52 2.52 4.20 3.36 

邻近色 87.39 84.03 29.41 71.43 
互补色 12.61 15.97 70.59 28.57 

冷色 40.34 52.94 36.13 62.18 

图像颜色 
（背景色） 

暖色 59.66 47.06 63.87 37.82 
重复 64.71 58.82 36.13 63.03 
近似 6.72 5.88 7.56 6.72 
渐变 21.01 30.25 0.85 21.01 

图像构图 

对比 7.56 5.05 55.46 9.24 
图形 84.03 89.92 78.15 84.87 

图标构图 
文字 15.97 10.08 21.85 15.13 

 
根据表 3，可归纳出图像颜色因子中，以白色为

背景色与设计元素的搭配对用户情感影响最大，灰色

和黑色影响并不明显。不同类别的设计元素有各自适

合的邻近色或互补色搭配。以冷色和暖色为背景色搭

配对用户情感的影响差别不大。图像构图因子中，设

计元素使用渐变、重复的构图方式对用户情感有较大

影响，近似的构图方式对用户情感影响最小。图标构

图因子中，设计元素使用图形元素对用户情感有较大

影响，文字元素对用户情感影响较小，但也存在一定

影响。 

2.3.5  购物类 APP 界面优化设计策略 

2.3.5.1  合理搭配设计元素色与背景色 
色彩作为界面设计的基本要素，对界面的整体视

觉效果有重要影响。优化界面时，应合理搭配图像区 

域中的设计元素色与背景色。白色可作为背景色的主

要备选色，同时可基于设计元素色选用以邻近色或互

补色为背景色的搭配。以冷色和暖色为背景色对用户

情感没有太大影响，设计优化时可避免以此维度进行

色彩搭配。 
2.3.5.2  基于设计元素选择合理的构图方式 

运用符合视觉审美的构图，不仅能使基本视觉元

素得到最优化视觉呈现效果，提高设计效率，也能使

用户更快捷的理解并获取界面信息。常用的界面构图

方式主要有九宫格构图、圆心点放射型构图、三角形

构图等，这些构图方式都是基于界面整体而进行的内

容划分。但图像区域的构图优化设计应基于图像区域

的设计元素选择合理的构图方式。根据表 3 可知，设

计优化时可选用重复、渐变、对比作为主要构图方式，

同时应避免运用近似的构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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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  合理选取图形或文字元素优化图标 
现阶段对于图标的设计表达主要是通过图形和

文字元素呈现。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可知，不同功能类

目下运用图形进行设计表达对用户情感有较大影响，

文字的设计表达也存在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因此，

优化图标区域时，应根据图标类目有意识的进行文字

和图形元素的选取。 

3  案例验证 

根据购物类 APP 界面优化策略，选取实验样本

的购物类 APP 主界面进行优化和验证。 

3.1  购物类 APP 主界面优化方案 

针对选取的实验样本 a 优化了图像区域和图标

区域。图像区域中设计元素为沙发，搭配白色为主要

背景色。图像构图采用重复的构图方式。图标区域中，

根据不同商品类目在原图图标基础上进行图形元素

的优化设计，视觉效果见图 5。实验样本 b 优化了图

标区域，在原图图标基础上分别用图形和文字元素进

行优化设计，视觉效果见图 5。实验样本 c 优化了图

像区域和图标区域，图像区域中设计元素为伞，搭配

白色为主要背景色。图像构图基于伞的元素采用对比

的构图方式。图标区域中，根据不同的商品类目分别

用图形和文字元素进行优化设计，视觉效果见图 5。 
 

 
 

图 5  购物类 APP 界面优化前后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shopping APP interfaces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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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购物类 APP 界面优化效果评价实验 

实验邀请了 133 名被试作为 APP 界面优化效果

评价实验的群体，其中包含 68 名非设计专业的本科

生和研究生，65 名设计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以优化前后的方案作为验证实验样本见图 5，制

成五点量表问卷。被试通过观看优化前后的方案样

本，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打分，分值区间为–2 分至 2
分，其中–2 分表示非常喜欢左边的方案，2 分表示  
非常喜欢右边的方案，0 分表示左右的方案没有明显

区别。 

根据实验样本数据，把优化前后用户喜好评分的

数据结果进行归纳。68 名非设计专业的被试分别有

14.71%和 38.24%的被试“喜欢”和“非常喜欢”优

化后的样本 a。65 名设计专业的被试分别有 33.85%
和 18.46%的被试“喜欢”和“非常喜欢”优化后的

样本 a。样本 a 总占比中，分别有 24.06%和 28.57%
“喜欢”和“非常喜欢”优化后的界面。优化后的 3
个样本“喜欢”和“非常喜欢”的被试均超过总人数

的半数比例，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购物类 APP 界面优

化设计策略的有效性。实验样本的详细数据见表 4。 
 

表 4 界面优化效果评价实验设计数据结果 
Tab.4  Experimental design data results of interface optimization effect evaluation 

实验样本 被试 –2 –1 0 1 2 
非设计专业（68 名） 4.41% 16.18% 26.47% 14.71% 38.23% 

样本 a 
设计专业（65 名） 6.15% 21.54% 20.00% 33.85% 18.46% 

非设计专业（68 名） 10.29% 10.29% 16.18% 26.47% 36.77% 
样本 b 

设计专业（65 名） 6.16% 15.38% 6.15% 40.00% 32.31% 
非设计专业（68 名） 4.41% 13.24% 17.65% 29.41% 35.29% 

样本 c 
设计专业（65 名） 7.69% 9.23% 10.77% 41.54% 30.77% 

样本 a 总占比 非设计专业与设计专业（133 名） 5.26% 18.80% 23.31% 24.06% 28.57% 
样本 b 总占比 非设计专业与设计专业（133 名） 8.27% 12.78% 11.28% 33.08% 34.59% 
样本 c 总占比 非设计专业与设计专业（133 名） 6.02% 11.28% 14.29% 35.33% 33.08% 
3 个样本占比 非设计专业与设计专业（133 名） 6.52% 14.29% 16.29% 30.82% 32.08% 

 

4  结语 

由于界面设计过程的复杂性，特别是涉及到用户

情感需求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目前这一研究方法只

是针对部分商品类别对应的界面区域优化进行探讨。

接下来将对不同的商品类别进一步细化并更深层次

的探究用户情感，以总结设计方法，为界面设计优化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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