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1 卷  第 10 期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5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7 

                            

收稿日期：2020-01-02 
作者简介：白学军（1966—），男，宁夏人，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发展。 

认知老化与老年产品的交互界面设计 

白学军，于晋，覃丽珠，杨海波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摘要：目的 基于老年用户的人机交互模型与老年群体认知老化的特征，为当前老年产品的界面设计提

供可行性的建议。方法 通过对老年用户的人机交互模型以及老年群体在感知觉、记忆和情感等认知老

化特征进行分析，回顾大量基于认知特性的老年产品界面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对老年产品的适老化界面

设计进行总结归纳。结论 对老年产品的适老化界面设计的总结归纳，有助于老年产品在结构框架层、

交互层、设计层方面改进适老化界面设计，为自适应、智能关怀和场景式界面设计提供思路，从而设计

出更符合老年用户需求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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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on the interface design of current elderly products based on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model of the elderly use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s cognitive 
aging. A large number of applied researches on the design of the interface of elderly products based on cognitive charac-
teristics were reviewed by analyzing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model of the elderly users and the cognitive 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perception, memory and emotion. In this way, the design of elderly-oriented 
interface for elderly products was summarized. The summary of elderly-oriented interface design for elderly products will 
help elderly products improve the elderly-oriented interface design in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layer, interaction layer and 
design layer. In addition, it provides ideas for adaptive, intelligent care and scene-based interface design, thereby design-
ing an interface that better meets the needs of elderly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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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剧，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养老

压力。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促进了“银发市场”的蓬勃

发展[1]。社会需要加快适应老化的步伐，从老年群体

用户的需求出发提升老年产品的使用体验，减少老年

群体的身心负担。个体在进入老年期后，认知功能会

出现衰退的现象[2]，例如感知觉、记忆力显著减退等。

老年群体的生理特征和认知能力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退行性变化，从而影响生活质量。另外，一些产品在

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用户，给其带来了用户体

验差的困扰和沮丧心理，因此，本文根据老年群体的

认知特性，从信息加工角度重点阐述感知觉、记忆和

情感三个方面对老年产品界面设计的影响，关注老年

产品的界面设计对其使用体验的影响，以及目前针对

老年产品的界面设计的原则和未来前景。 

1  老年用户的人机交互模型 

界面设计是指用户与产品之间进行传递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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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也就是对产品的人机交互、界面美观以及操作

特性的整体设计[3]。例如，手机界面的导航图标页面，

需要手指滑动或者触摸操作功能；数字电视屏幕上的

导航菜单，需要遥控或者语音控制选择节目。 
在用户与产品的交互中，产品也会同用户一样通

过自己的信息加工系统来处理信息完成任务，老年产

品也不例外。首先，用户的感知系统通过产品的输出

设备获取信息进行编码，其次，思维处理器通过对获

取的信息进行整理加工，然后反应系统进行反馈给予

指令操作，并通过产品的输入设备将信息反馈给用

户，循环往复，比如人机交互系统模型见图 1[4-5]。在

人机交互系统模型中，产品的界面设计影响用户的满

意度和体验感，且用户的信息加工系统也影响交互的

效率。产品的界面设计需要满足用户的需求，提升用

户的体验感和愉悦度。老年群体的认知功能处于退行

性变化中，这些生理特性变化的同时对心理情感因素

的影响较大，因此，在界面设计中，老年产品需要充

分考虑到用户信息加工的特点及变化。老年人处于毕

生发展的晚期，此时认知功能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根据老年群体的认知特性对产品进行针对性的

界面设计，才能使产品的设计符合老年群体的预期，

提升老年群体对产品的用户体验。 

2  认知老化的特征 

信息加工观点认为，认知是个体对信息进行编

码、整理、加工和处理的过程，主要包括感知觉、记

忆及情感等内容。个体在进入老年期后认知功能会出

现衰退。老年群体对于信息的加工处理因其认知功能

的老化而衰退。以下是老年群体在感知觉、记忆和情

感等方面的变化。 

2.1  老年群体的感知觉特性 

老年群体的感知觉会出现退行性变化。在人机交

互中最常表现在老年用户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对用

户界面进行操作反馈时。 
老年群体视觉功能衰退主要表现在：（1）视力下

降，老年群体晶状体硬化，眼睛无法根据所要看的物

体远近调节距离，容易出现老花眼[6]；（2）辨色能力

差，视物发黄，晶状体发黄和视网膜老化导致老年群 
 

 
 

图 1  人机交互系统模型 
Fig.1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ystem model 

体对蓝绿色等短波颜色分辨困难；（3）明暗适应能力

下降，老年群体视觉感受细胞的凋亡导致明暗适应时

间延长，易产生眩光；（4）视野范围缩小，老年群体

瞳孔缩小、视网膜变薄等导致视野范围比正常成年人

的视野范围缩小。 
老年群体听觉功能衰退主要表现在[7]：（1）听力

下降，老年群体的听觉器官退行性变化导致其听觉功

能减退；（2）声音辨别力下降，对高频和低强度声音

敏感度下降，对复杂音调辨别困难；（3）语言理解力

下降，由于老年群体听觉器官的退化导致其对言语的

理解力产生困难。 
老年群体触觉功能的衰退主要表现在：触觉敏感

性下降，由于皮肤上的感觉神经纤维数量减少，导致

老年群体的触觉敏感性下降，定位能力减退且比较

迟钝。 

2.2  老年群体的记忆特性 

老年群体的记忆也会出现衰退。当刺激信息被个

体注意后会转化为记忆，个体也就通过再现、保持等

方式获得知识经验[8]。从信息加工角度可将记忆分为

编码、存储和提取三个阶段，而老年群体记忆衰退主

要表现在：（1）编码和存储，无关信息对老年群体记

忆编码存储造成干扰，易造成记忆负荷，另外，老年

群体在学习新事物的时会表现得很困难[9]；（2）提取，

老年群体在对事物的再认过程中与正常成年人无差

异，但在提取知识经验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时间，且

老年群体对事物的回忆往往表现出困难[10]。在人机交

互中最常表现在老年用户对界面操作步骤的识记和

信息负载较大。 

2.3  老年群体的情感特性 

老年群体在情感上处于敏感脆弱时期，心理承受

能力有所下降，主要表现在：（1）由于生理心理的退

行性变化及社会角色的变化，易产生抑郁感、孤独感

和衰老感等消极情绪情感；（2）在道德感等方面，情

感体验深刻而持久；（3）情绪表达方式含蓄，倾向于

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在人机交互过程中，界面设计

如果不能满足契合老年用户的心理需求，操作不便

利，老年用户就会产生低落情绪，降低产品的体验感

和愉悦度，从而导致产品的使用接受率降低[11]。 
综上，老年群体在感知觉、记忆及情感等方面出

现了认知老化现象。这也给老年产品的界面设计交互

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根据老年群体信息加工的特点

对界面设计进行改进从而满足老年用户的心理需求

和提升老年用户的体验感呢？ 

3  基于认知特性的老年产品界面设计 

界面设计对产品举足轻重。近年来，随着老龄化

社会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老年群体成为产品消费的



第 41 卷  第 10 期 白学军等：认知老化与老年产品的交互界面设计 9 

 

一大主力，同时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增大。但老年用户

在使用这些产品时，仍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企业

在设计老年产品的时候需考虑老年群体认知功能（感

知觉、记忆、情感）发生的变化，了解其信息加工的

方式和过程，从根本上挖掘设计老年产品以提高老年

用户的体验感。老年产品针对老年群体的认知特性，

主要从感知觉、记忆和情感方面对产品进行改进，从

而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 

3.1  基于老年群体感知觉特性的界面设计 

目前老年用户与产品交互的方式主要是图像、声

音、震动和触控等方面。图像基于老年用户的视觉感

官刺激，声音基于老年用户的听觉感官刺激，震动和

触控则是基于老年用户的触觉感官刺激[12]，因此，基

于老年群体感知觉特性的界面设计主要针对视觉、听

觉和触觉。 
基于视觉设计界面的关键在于色彩对比和界面

排版。袁蕾通过对老年智能的交互界面进行分析，发

现放大界面元素、选用长波颜色（红色等）、减小明

度差异和细节设计可以满足老年群体的感知需求[13]，

从而在交互过程中降低疲惫感和不悦感。汪颖等人通

过实验设计探究老年用户对图标的认知规律与辨识

机制[14]，发现功能图标以真实事物为原型时，能够与

老年用户的认知经验匹配。拟物化风格的图标设计可

以提升老年群体对智能手机的体验感，模块化设计的

桌面对功能归纳分区也可以使老年群体的视觉层次

更清晰，降低视觉疲劳。姚江和 Mary Zajicek 等人对

老年群体的信息产品界面交互设计进行研究[15]，发现

界面结构、图标、文字、色彩和图像要素对老年信息

产品的界面交互有着重要影响。屏幕界面可根据老年

用户抓握方式改变显示，界面结构要层次清晰，字体

可稍大，元素均衡不密集，图标简约风格统一且整体

造 型 应 符合老 年 群 体的认 知 习 惯以方 便 老 年用户

使用。  
基于听觉设计界面的关键在于声音的强度频率、

语音转换的便捷和信息反馈。听觉通道是仅次于视觉

最常使用的感觉通道。老年用户与界面交互时，不可

避免地会接受到听觉信息的刺激。王斐认为[16]，老年

手机可将音量和震度振幅均变大，还可将接听电话的

声音放大或自动免提，把环境声音处理掉，使声音清

晰。另外，对于一些听力尚可的老年人，可根据其说

话声音大小自动调节声音的音量。姚江和封冰认为语

音输入时，老年人可能会出现普通话不标准的现象，

在老年信息产品的界面交互设计中可以加入语音输

入识别与纠错的界面功能，提高信息输入的有效性。

刘小路等人认为老年产品的 APP 应该具有语音输入

及语音播报的界面交互形式[17]，帮助老年用户尽快获

取信息。另外，听觉也可以作为产品信息传达的媒介，

把信息转化为语音传递给老年用户。某些智能电视可

通过遥控器的语音输入功能对节目影剧搜索，从而完

成用户的指令。刘康等人认为[18]，声音多用于信息反

馈，老年用户对产品进行操作时，可通过声音的种类

来反馈操作的对错，例如，悦耳的声音代表操作正确

且可继续，而急促警示声音代表操作失误。 
基于触觉设计界面的关键在于触感强烈和低容

错率。老年产品的交互界面已不仅仅是按键操作，随

着触屏技术的发展，老年群体对触屏的产品也产生了

兴趣。王斐认为，老年用户会因手指与按键的接触面

较小出现偏差和操作不灵活的现象，因此，某款老年

按键手机的数字键要比电话表面凸出至少 0.5 mm，

且对于老年触屏手机的屏幕的焦点触发方式要在视

觉或听觉上给予如改变颜色或震动等的明显反馈。在

信息产品与老年用户进行触屏交互时，可增加震动效

果提示老年用户对信息的获得和反馈[19]。姚江和封冰

认为大部分信息产品屏幕坚硬光滑，而对于老年用户

来说，触觉体验可以通过在点击时产生按压的错觉来

提升交互体验。另外，也可通过在老年用户点击屏幕

时根据不同的力度大小在界面上呈现出不同颜色的

饱和度，以反馈老年用户操作是否完成。袁蕾认为老

年群体的手掌摩擦系数变小，在使用触屏手机时手滑

屏幕的速度相对较慢，所以老年智能手机的滑屏设计

应该尽量缩短距离以免在解锁时或操作时出现错误。

另外，老年专用手机应该有大按键的特色功能，而老

年触屏手机在使用时触摸过于灵敏而会导致错误操

作。陈昭霓和殷科认为[20-21]，产品的交互界面应预见

可能出现的误差行为，并在发生错误操作时，提供触

感警示等。这一设计对老年产品与用户的界面设计也

颇为重要。 

3.2  基于老年群体记忆特性的界面设计 

老年群体记忆特性在编码、存储和提取上会出现

困难，因此，对于老年产品的界面设计需要符合老年

群体的信息加工特点，引导老年用户操作界面。刘亚

贤等人发现老年群体的不同阶段记忆认知各有特点[22]，

产品设计可通过一些手段引导老年用户操作，帮助老

年用户进行信息传达、流程操作和界面反馈等。例如，

一些老年手机将通讯录用头像方式排列展示，方便老

年人识别；采用图形语言形式来传达信息，降低认知

困难和记忆负荷。另外，智能手机的操作手势应选用

老年用户熟悉的和方便记忆的，防止因操作过于复杂

超出记忆负载而遗忘。章新成等人认为完成一项操作

的层级跳转最多不要超过三项[23]，简洁明快的界面使

老年用户记忆负担最小化，还可继续延用老年产品以

往的设备经验设计，避免新交互方式的出现给老年用

户造成记忆负荷。另外，在老年智能电视的界面设计

中可适当延长界面交互过程的反应时间，确保老年用

户记忆编码顺利进行。老年用户对产品的信息获取能

力有限，在界面设计时，可将重要信息加粗放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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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认知负荷和提高信息获取率。王琳等人研究发现，

记忆资源的占用量会影响老年用户界面接触过程中

的信息获取及用户体验[24]。在此基础上，王俊钬等人

认为[25]，在老年用户人机界面中，消耗记忆资源的信

息设计对老年产品的接受率和使用率影响颇深。 

3.3  基于老年群体情感特性的界面设计 

产品的情感设计强调服务的交互感和意义感，好

的细节是用户和产品情感交流的桥梁。这些好的细节

可以从操作和情感上满足老年用户的心理需求，给其

便捷舒适安全的感觉，从而对产品产生依赖感和信任

感，提高对产品的接受率和使用率。平慧研究发现[26]，

某款针对老年人设计的笔记本电脑，为缓解老年群体

观看屏幕的吃力，将键盘和屏幕之间形成特殊夹角。

另外，老年产品应该根据老年人身体尺寸等变化，提

升产品的质感舒适，体现关怀性设计。姚江和封冰认

为老年信息产品界面交互不仅要方便操作，还要使老

年用户感受到高科技的愉悦感，这也就需要人机交互

的自由掌控感。产品设计可以根据老年用户的模型与

设计模型在语音、触控和手势识别等方面进行匹配，

产生良好的用户体验。刘胧等人对老年产品的人机交

互设计进行研究[27]，发现老年信息产品在设计时应结

合产品定位特征等进行需求点转化。例如，在自动取

款机界面设计中可以设置提醒、呼救等功能，而一

些手持式信息产品可以加载医疗健康测试等方面的

功能。另外，在确定手机主要功能的同时，还需要增

添老年用户偏好及使用频率高的功能，形成情感联

结，例如屏幕放大或放大镜功能、健康检测和紧急求

助等。 

3.4  基于老年群体认知特性界面设计的案例 

卡布奇诺为国内知名中老年智能手机高端品牌，

于 2018 年 4 月发布了“小布 1 号”老年智能手机见

图 2。界面结构层次清晰，要素均衡且色彩对比强烈，

多采用红橙黄绿等长波。界面首页实时更新新闻、旅

游、健康等内容，便于老年用户获取信息。时间、天

气、新闻以及其他应用布局合理，电话和拍照等常用

功能在桌面固定，方便快捷。通讯录呈联系人照片排

列，老年用户根据照片即可快速拨号。语音输入识别

功能帮助老年用户进行部分简单界面操作，语音播报

可转换为普通话和部分方言，收音机实现外放功能，

最大限度地降低老年听觉负担。另外，通过实时看护

功能子女可以随时查询父母的位置，在老年用户遇到

紧急情况时，也可以进行安全求助和紧急求救。 

4  老年产品的界面适老化设计原则 

对老年用户设计界面时，设计师们会根据老年群

体的信息加工模式设计老年产品，这些产品在交互过

程中不会让老人感到吃力，反而会提升体验感。老龄

化社会的到来也加速了界面设计适老化的步伐。老

年产品的界面适老化设计主要包括结构框架层的适

老化设计、交互层的适老化设计和表现层的适老化

设计。 
 

 

 
 

图 2 “小布一号”老年智能手机 
Fig.2  “XiaoBu No.1” smartphone for 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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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结构框架层的适老化设计 

结构框架是指用户认知信息的过程，也就是说产

品给用户呈现信息是否符合其信息加工方式，是否对

其有实际意义。在老年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要遵循以

用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界面应直观简洁具有一致

性，且信息表达清晰明了以减少老年用户的认知负

担。根据老年用户的认知习惯建立用户心理模型，使

目标和架构清晰以帮助老年人提高视觉注意选择效

率。例如，界面布局构架在考虑视觉主次效果的同时，

凸显主要的功能主体。信息架构的深度和广度在满足

需求的情况下，应平衡层级数量，确保有效信息均在

老年用户的视线范围内。有效的信息可以引动老年用

户去寻找目标，并在操作产品后给予反馈，提高信息

的有效获取率，或在操作失误后给予取消设计，降低

信息的容错率。 

4.2  交互层的适老化设计 

交互层设计是指用户与产品之间形成的互动。在

老年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可采用多感官的互补协作交

互设计，给老年用户带来真实沉浸的感觉和自然流畅

的体验。简化老年用户操作流程，复杂化系统的操作

处理，减少用户操作思考，使老年用户获得掌控感。

例如，根据不同的界面规则和功能定位，对视觉流程

进行规划引导。减少信息的输入，提供针对老年用户

的信息选择，及时给予反馈以辅助老年用户完成目

标。例如，为老年用户提供明确的操作时的系统状

态，在进行较复杂的操作时，为用户提供明确的引导

设计[28]。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原型设计将老年用户

需求快速转化为设计方案，从而使老年用户提前体验

产品、交流设计等，在设计前后期修改设计方案，更

契合用户的需求。 

4.3  表现层的适老化设计 

表现层设计是指界面呈现方式及其他因素。在老

年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视觉层次要良好，色彩对比强

烈。例如，界面具有层次感，重要内容留在首屏；同

一图标在不同操作状态下要有明显的视觉区分。颜

色、形状的情感提示要符合老年用户的认知特性，增

强温度感、减少体量感和距离感，唤起老年用户的愉

悦情感体验。另外，文字表述应简洁易懂，且保持一

致，图标设计风格统一但又可识别分辨。以老年用户

的习惯为前提，合理利用拟物化的元素选择符合老年

群体的知识经验的合适的图标隐喻对象。例如，在智

能电视的界面设计中，影视页面根据老年用户的喜爱

偏好进行排序，横向多层卡片呈现，减少信息层级深

度，降低老年用户的记忆负荷。 

5  结语 

老年人群在感知觉、记忆和情感等认知特性方面

的变化特点，要引起设计师们对老年产品设计的进一

步思考。对产品的结构框架、交互层和表现层如何适

应老化的界面设计也被提上日程，一些老年产品虽然

功能实用，但是外表设计却不尽人意。其他用户群体

在享受高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让老年人感受科学技

术的发展，不产生落差感。还有老年产品的交互场景

发生转换时，需要减缓因场景转变而产生的不适感与

刺激感。另外，老年群体认知特性变化会存在明显的

差异性，一方面是不同的认知机能老化的速度会有所

差异，另一方面个体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需要老

年产品的设计多样化。 
在未来的老年产品界面设计中，可以从自适应和

智能关怀的角度出发。例如，智能家电可以根据老年

人多次调节音量的大小评估出老年人的听力水平，并

自动调整合适的音量。另外，老年产品的界面设计也

需要投入更多符合老年用户认知经验的科技感，即场

景式界面。老年产品将界面场景化，可以降低老年用

户的学习成本，增添老年产品的情感价值，使老年用

户享受现代科技产品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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