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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近年来，老年微信用户数量不断增加，据相关报告分析，预计未来几年仍然有大幅度上升

的趋势。在老年用户使用微信的过程中，现有的界面视觉设计逐渐暴露出认知障碍、使用不便等问题，

甚至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日常操作需求。方法 根据老年人的视觉生理特征和认知特点，研究其微信使用

行为与视觉设计之间的关系，分析微信在被其使用时的优势与不足，找出在设计原理上的适用性。结论 
以优化微信视觉界面为前提，建议从界面布局、文字设计、色彩匹配、图形应用等多方面入手，对视觉

识别设计进行改进。完善这一特殊用户群体的微信设计，有助于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的微信阅读浏览效率

和操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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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Design of WeChat Vision Especially for the Elderly User Group 

MAO Shu1, XIAO Long2 
(1.Jiangmen Polytechnic, Jiangmen 529000, China; 2.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old WeChat user group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in the next few year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port analysi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WeChat among the elderly, the existing interface visual design gradually exposes some problems such as cognitive im-
pairments and inconvenient use, and even could not meet the daily operation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ir use behavior and visual design was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visual physiological and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WeChat use were analyzed to find out the applicability in the design 
principle. On the premise of optimizing the visual interface of WeChat,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 visual recognition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face layout, text design, color matching and graphic application. Perfecting the WeChat 
design of this special user group will help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browsing efficiency and control experience of WeChat 
among the elderly. 
KEY WORDS: elderly; WeChat; user experience; visual design; improvement 

据《2017 微信数据报告》统计显示，当年老年

用户（55~70 岁）数量达到五千万人，同比去年增长

四千万，预计明年这一数字还会大幅度增长[1]。深圳

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在面向深圳市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的二百八十份有效调研问卷中，显示微信使用人

数达 58.2%，其中有 85.3%的人认同微信有助于提高

他们的生活质量[2]。因此，针对老年群体微信使用方

面的视觉设计改善非常有必要。 

1  老年人使用微信的基本情况 

微信作为一款通讯 APP，有着易操作、功能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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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等特点，这使其迅速在公众社交领域得到普及。

当老年群体体验到微信的便捷后，也逐步改变了其传

统的社交思维模式，愿意花费更多时间来接触这一新

媒体。 

1.1  老年人使用微信的调查分析 

本课题组的调研形式主要分为线上调查、线下访

谈和实证研究法（老年人亲身体验）。根据以上三种

研究方法，结合抽样调查、访谈资料并收集体验效果，

再统计决定性的数据来确立评价指标。结合上述数

据，以广东老干部大学（广州）、江门圩顶社区老人

活动中心、珠海莲洲镇三角村老年活动中心、江门东

湖公园为主要调研区域，通过问卷访谈形式共采访了

广东省三百八十位（返有效问卷的）55~75 岁使用微

信的老年人。根据社会分工及受教育程度来看，调研

人员包含城镇退休人员、赋闲农民、商贩等。调研内

容包括微信使用习惯，调查问卷共发放四百份，其中

线上和线下各两百份，同时取样，最终回收率为 95%，

收回有效问卷三百八十份。被调查的老年人微信使用

情况见表 1。 
基于以上数据，调查的微信功能分别为社交、信

息、支付。其中，社交类功能使用占比 85%；信息类

功能（如阅读公众号、发朋友圈）使用占比 65%；而

支付类功能（如转账、支付）使用占比 50%。由以上

数据得出，老年人对微信的需求日渐增多，关爱老人、

丰富老年人数字生活一直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如

何防止微信数字鸿沟，实现用户群体的精准需求，完

善信息的分众设计，增强老年人的视觉识别，应从微

信界面的视觉设计元素等多方面进行升级。 

1.2  老年人青睐微信的缘由 

微信视频聊天、语音对话等功能拥有便捷性和互

动娱乐性的特点，这使微信逐渐成为老年人日常生活

必备的社交工具。首先，微信的即时通讯功能极大地

方便了老年人的操作。老年人打字速度慢且准确率不

高，微信的语音转换文字功能可以轻松实现老年人简

单操作的愿望。其次，强大的互动功能满足了老年人

的社交需要。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相对单调，微信提供

了一个互动平台，分享生活图片，关注朋友的日常动

态、留言、朋友圈及时评述等，能更加便捷地维系老

年人与亲人、朋友的感情。最后，老年人通过微信公

众平台的推文能快速了解到一些养生保健、美图合

集、人文历史等信息。微信是信息即时反馈和人机交

互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从最初的通讯工具

转变为社交和娱乐的工具，逐步满足了老年人日益增

长的生活需求，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行为习惯。 

1.3  老年人微信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随着老年群体对微信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其操

作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由于年龄逐渐增长，老年人的

记忆力出现减退，而微信图文为竖版格式，按键很多

被隐藏，所以老年人经常记不住功能的位置分布。鉴

于智能手机屏幕大小的限制，老年人容易因各类图形

按键或字形太小而操作失误，即使调整到最大字体也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老年用户对栏目的自主选

择性比较高（如健康养生类），在平时接收信息时，

属于被动接收状态，缺乏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加上，

他们对公众号的搜索功能不熟悉，面对海量的信息无

法辨别真伪。老年人在使用查找好友、公众号信息搜

索、微信支付等常用功能按键图标时，由于缺乏对图

形符号的认知，所以不能准确地读懂图标的含义。 

1.4  微信视觉设计存在的缺陷 

目前，微信没有针对年龄层次及不同群体的界面

分众设计，部分功能在视觉设计上缺乏引导性，无法

提供清晰的信息导向，除了设置、调整字号大小外， 
 

表 1  被调查的老年人微信使用情况 
Tab.1  The use of WeChat by the elderly surveyed 

基本 
项目 

采样 
使用 

（人） 
百分比

(%) 
语音

（人）
百分比

(%) 
公众号

（人）
百分比

(%) 
发朋友 

圈（人） 
百分比 

(%) 
钱包

（人）
百分比

(%) 

男 182 47.9 148 38.9 115 30.3 109 28.7 91 23.9 
性别 

女 198 52.1 178 46.8 134 35.3 138 36.3 116 30.5 
工人 63 16.6 54 14.2 29 7.6 31 8.2 28 7.4 

农民（农林牧渔业） 31 8.2 28 7.4 11 2.9 12 3.2 11 2.9 
教师、医生及技术人员 98 25.8 94 24.7 92 24.2 78 20.5 58 15.3 

退休干部、转业军人 88 23.2 84 22.1 79 20.7 69 18.2 43 11.3 
商贩、服务行业人员 72 18.9 65 17.1 38 10 59 15.5 67 17.6 

职业 
（含 

退休） 

无业人员 28 7.4 20 5.2 8 2.1 15 3.9 9 2.4 
小学以下 56 14.7 45 11.8 23 601 28 7.4 24 6.3 

初中 97 25.5 78 20.5 49 12.8 51 13.4 42 11.1 
高中（中专） 108 28.4 86 22.6 72 18.9 76 20 57 15 

文化 
程度 

大学及以上 119 31.3 97 25.5 97 25.6 79 20.8 75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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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其他方便老年人使用的模块。大部分界面功能分

布在下一级菜单中，并且以列表排列的形式出现，重

复构成的版式在视域范围内容易产生重叠、频闪，以

及上下词条的干扰。另外，微信公众平台的搜索功能

繁琐，在查看公众号时，大部分公众平台都采用菜单

套菜单的模式，需要连续选择 2~3 次才能找到对应的

功能板块[3]。老年人对难度大或步骤多的行动容易放

弃，这种行为大多是潜意识的，不容易察觉。由此可

见，老年群体渴求一款适合自身实际需要的微信视觉

设计应用系统。 

2  老年用户群体微信使用行为与设计适应性 

微信视觉设计忽略了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需

求。界面视觉服务需要重视老龄化设计，围绕注意、

识别与记忆三个特点来体现应用的需求，让传播资源

和信息容量在有限的情况下，体现视觉设计的包容

性，全方位地考虑用户的生理变化[4]。 

2.1  老年人生理特征与视觉设计适应性 

当人进入老年阶段，患眼病的比例高于其他人

群，视力逐渐减退，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成为

常见的眼部疾病[5]，视点范围变窄，特别是视觉敏锐

度与色彩分辨力下降，使老年人对视觉信息处理的反

应速度变慢，尤其是当接收到的信息数量大、种类多

时，其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信息成碎片化分散。微

信是依赖视觉传播的应用，视力变差给老年人阅览信

息带来了极大障碍。微信视觉设计反馈形式包含文

字、图形、图片、动画、视频等输出方式，视觉优化

能解决老年人因视觉下降而产生的阅览问题。 

2.2  老年人心理特征与视觉设计情感化 

情感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老年人微

信视觉设计不仅要满足功能、审美的需求，而且要关

注老年人体验过程中的情绪，实现包容性和创新性。

情感系统控制着身体肌肉，并通过神经传递改变大脑

反应[6]，正面情感可以激发老年人探索的冲动。相反，

当老年人在微信使用过程中产生挫败感，引发负面情

绪时，则抑制其大脑神经元的传送。依据老年人的心

理机制，设计必须要考虑到老年人的情绪、人格和特

质。从老年人的注意力特点到引导注意力的关注方

式，把握界面的设计符号及元素构成的关系，改善老

年人的短时和机械记忆能力，从而提高记忆的长效

性、获取信息的效率，以及优化信息的质量，这样能

够给老年用户带来心理上的愉悦与满足。 

3  老年用户的微信视觉改善设计原则及优化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规律及心理效应来改善和优

化视觉设计，可以避免其在微信操作上的麻烦和失

误。为此，在视觉改善设计时，应遵循以下原则。首

先，根据老年人记忆衰退的特点，在微信界面尽可能

展现出他们使用频率高的功能，增强界面分布的直观

性，以此来减轻老年人短时间记忆的负担[7]。其次，

根据老年人逻辑思维能力差的特点，将某一功能的相

关操作归类并分级管理。例如，将朋友头像链接到相

关功能中，改版至若干个功能的下一级链接，进行版

面整合、模块化设计，让分布图标直接显示在界面中。

加强界面模块分布的功能记忆及理解，有利于充分激

发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最后，在设计元素的基础上，

构建实用、易于接受的视觉系统框架，避免小图标及

隐喻信息的图形符号，提高老年人在使用体验中的准

确率，减少其在微信使用过程中的思考环节[8]。 
结合老年用户的认知特性，微信分众设计的优化

主要体现在界面布局、文字设计、色彩识别和图形应

用上，将符号与构成关系组成界面友好、结构清晰、

布局合理的视觉形态，使形态元素更加贴近老年人对

交互界面的需求。 

3.1  界面再布局 

微信是依托于手机的交互载体，其尺寸和范围有

一定局限性。它以竖屏的方式，让用户进行浏览及操

作。界面布局是多符号系统的互动版式组合，涉及到

图标和功能模块的布局，以及图片、文本的布局[9]，

字体和色彩是其中的基本要素，能直接影响整体布局

的合理性，引导信息的分类，因此，在分众设计中应

被首先考虑。适合老年人的界面布局设计，其版式应

遵循有序、易索引的设计原理。排列式或菜单式结构

易产生词句跳读，触碰到旁边其他功能键的情况。主

界面各功能要素应采用模块式分布，每一个模块对应

一个功能内容，明确层级和相应组群内容关系间的一

致性[10]，这样可以减少老年人阅览的时间，以及重复、

叠加格式所带来的视觉疲劳。 
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对文字和图片这两项内容

最为重视[11]。原版的微信朋友圈功能界面元素为上下

有序的排列形式，行间距没有明显的功能区域划分和

视觉引导优势，微信界面原设计见图 1。依托微信界

面原型重新设计的版面，以色彩、字体和图标的强化

组合，增强功能的分类导向性。同时，将通讯录界面

扩大至通讯头像图标的整个视域范围，拉大图标间的

行间距，这样方便老年人以最快的速度准确地找到联

系人，微信通讯录界面改善设计见图 2。界面的网格

分布见图 3，如增加各功能区的模块式组合管理，通

过网格分割模式，建立信息框架，A~F 模块依次放置

不同的功能。老年用户根据功能使用的频率和个人行

为习惯，可以任意调整、相互调换重点模块，例如“钱

包”和“相册”是常用功能，它们可以被调换至占版面

区域较大的模块。网格空间中的图形和色彩以简洁、易

读为准则，尽量保持视觉主体的单一性，加强颜色识

别对图标和标题文字的指引作用，从而使界面产生节

奏感和视线引导。微信界面布局设计及色彩组合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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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信界面原设计 
Fig.1  Original design of WeChat interface 

 

 

图 2  微信通讯录界面改善设计 
Fig.2  Improved design of WeChat 

address book interface 

图 3  界面的网格分布 
Fig.3  Interface grid map 

图 4  微信界面布局设计及色彩组合
Fig.4  WeChat interface layout  

design and color combination 
 

3.2  文字优化设计 

文字是微信视觉最直接的信息传达方式，其设计
元素包含字体大小、字体样式和字体颜色。受制于移
动 APP 的阅读模式，因此，对字体颜色没有作过多

要求。考虑到字体阅读的功能性与美观性，字体大小
应该建立在与字型匹配的基础上。参照老年人在电脑 
及书本的阅读行为习惯，字体大小建议在 10~12 pt。
对于字体的应用，有研究者指出，仿宋体和楷体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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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原版微信及改善设计后的满意度对比 
Fig.5  Satisfaction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WeChat and the one with improved design 

 
有笔画组合中辨识率都低于细明体（细宋体）与中黑

体，细明体与黑体有较好的辨识率。以三组字体大小

及三种字型进行针对老年人视觉认知度的研究，发现

细明体的视觉认知度最高，其次为中圆体，较差为标

楷体[12]。因此，在微信字体应用中，辨认度最高的是

宋体、黑体和中圆体，对公众号中篇幅较长的推文，

标题和字体适合使用黑体，正文适合使用细宋体。合

理应用界面文字能使信息更加清晰，增强功能之间的

视觉传达效果。 

3.3  强化色彩识别 

微信界面中除几类图标有专属颜色外，其他图标

都以无色系为主，如灰色和白色。由于老年人的视力

知觉范围比年轻人要窄很多，色彩辨识能力下降，对

相近色的区别和辨认能力也较差，特别是对红色、绿

色、蓝色及其临近色彩之间的辨色能力较弱，对微信

中蓝色、绿色图标功能的定义经常混淆不清。因此，

最好避免色相、明度差异小，纯度低的色彩，不使用

同色调的红色系、绿色系和蓝色系，而选择色相差异

大、适合分辨的色彩组合。色相搭配也应以高明度、

高饱和度的色彩特征为主导色，突出文字内容和图形

识别，这样易于老年用户的辨识与记忆，帮助其快速

找到所需功能，并且不会出现误操作。  

3.4  突出图形应用 

图形比文字易于识别。虽然人对图形的记忆效果

明显优于文字，但是图形记忆需要思维逻辑性和联想

性，而老年人对概括性的二维图形认知度不高，即使

经常操作，也不能强化他们对图形形态的理解和关联

记忆。为了避免图形过度简化所造成的误读，在图形

组织形式上，最好能借鉴设计对象的实物造型，加强

对图形符号的理解。图形可以由二维形态转为三维形

态，这样能提高老年用户对界面信息的注意率[13]。三

维图形更为生动形象，更能突出与强化界面视觉的交

互性和细节表现，在识别上，能提升信息传达的准确

率。在图形色彩应用方面，仍然避免使用色相、明度

差异小，饱和度低的配色组合。 

3.5  测评反馈效果 

通过上述的微信改善设计后，本课题组再次对江

门龙溪社区的一百三十八位老人（男性六十三人；女

性七十五人）进行了调研。针对之前的微信视觉界面

和改善后的界面布局、字体、色彩、图形应用，利用

数据统计的方法，将老年人的互动体验转化为量化指

标，为优化老年人适用的 APP 界面视觉系统提出了

可行的技术方案。从老年人使用微信的心理接受度及

视觉美学两个方面，进行类比分析，得出测评结果。

改善后的微信设计比原版微信使用满意度有明显提

升 ， 被 调 查 者 对 界 面 布 局 和 图 形 满 意 率 上 升 到

71.1%；对字体和色彩应用满意率上升到 25%。原版

微信及改善设计后的满意度对比见图 5。 

4  结语 

针对老年群体使用微信时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

后发现，现有界面视觉设计的缺陷给老年人用户带来

了很大的困扰。本研究运用了版面设计原理与设计元

素相匹配的原则，提出了相应的视觉改善方案，强调

以突出功能引导、明确信息指示为目标，提高老年人

对微信界面操控的有效性和满意度。基于老年微信用

户界面的细节设计，改善后的设计体现出了对这一特

殊群体的关怀，呈现出设计的包容性。此研究中的设

计原理之间对同类应用可能会存在交互作用，可以预

见的是，后期将整合老年人常用的 APP，如社区服务

类、健康类等进行进一步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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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文化背景的文化意象认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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