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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可视化界面设计的五个设计原则，论述了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结构模型，并构建了运动类 APP 的

信息结构模型。从色彩、图形、版式、风格等方面探讨运动类 APP 界面设计的方法和原则，并具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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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现有运动类 APP 存在同质化、界面混乱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通过具体分析现有运动类

APP 案例，总结了运动类 APP 界面的信息可视化设计原则与方法，探究信息可视化界面设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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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terface Design of Sports APP 

YUAN Hao, HU Shi-lei, XU Yan, XU Xiao-yan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in the sports APP interface 
with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d discuss how to improve the usability of the interfac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 analysis.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d its research status were expounded. Five design princi-
ples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terface were summarized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rface design.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was discussed, and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model of sports APP was constructed. In 
terms of color, graphics, layout and style,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sports APP interface design were investigated, 
several typical sports APPs on the market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visualization interface design 
of sports APP was explored. Currentl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homogenization and interface confusion in the existing 
sports APPs on the market, and there is not enough theoretical support. By analyzing the existing sports APP cases, th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ports APP interface are summarize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terface design is explored, so a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reference and new 
ideas for similar produc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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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作为垂直细分的移动

应用，运动类 APP 的用户覆盖率和增长率每年总体

呈增长趋势[1]，但也面临着严重同质化、用户体验差、

界面布局混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运动健身领域，良

好的界面设计和用户体验是运动类 APP 提升竞争力

的关键，也是发展的关键突破点。不同的用户群体对

于运动类 APP 有着不同的使用需求，庞大复杂的数

据信息往往会给用户在使用时造成困扰，容易产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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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疲劳，增加对界面熟悉操作的难度。作为一门交叉

学科，信息可视化在近年来的发展较为迅速，随着时

代与技术的发展，信息可视化无论是深度与广度，都

在不断地拓展。 

1  概述 

1.1  信息可视化的概念 

“信息可视化”最早是在 1989 年由斯图尔特·卡
德、乔治·罗伯逊和约克·麦金利在“The Cognitive Cop-
rocessor Architecture for Interactive User Interfaces”一

文中提出的。信息可视化是指通过对抽象的数据进行

综合处理，将其转化成图形图像等用户容易理解的视

觉元素，使用户能够以最直观的方式完成对数据信息

的接收和理解。在运动类 APP 界面设计中，将大量

抽象的运动数据和信息通过图形图表等方式向用户

展现，能够帮助用户以最直观的方式获取和理解信

息。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表达

与传递信息，实现这个目的，需要通过在设计中运用

各种视觉元素，这些视觉元素包括图形图像、图表图

标、动态技效、色彩以及少量文字等。随着信息可视

化传递信息方式的普及，人们越来越能感受到这种方

式所带来的快速、高效与直观，因此，信息可视化将

成为当前与未来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 

1.2  信息可视化研究现状 

信息可视化是人机交互、图形学、心理学、社会

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领域，其在移动设备上的

应用随着信息技术进步而发展较快。虽然它在实践上

的发展极为迅速，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关于移动应用

的信息可视化理论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数是从

APP 架构和视觉元素方面去研究的，如龙娟娟着重强

调作为量化自我途径的信息可视化的重要性，从设计

的角度来研究在信息可视化中运动类 APP 的设计方

法[2]；杨宁涛通过分析健康类 APP 的界面设计视觉要

素，结合数据可视化原则，提出了未来数据可视化在

界面视觉中的新型方式[3]；黄颖宜对手机界面信息可

视化元素秩序性设计进行了分析，为量化视觉标准的

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4]。这些研究在 APP 设计和界面

视觉元素上的成果，对于信息可视化在界面中的应用

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通过将抽象的运动数

据信息运用图示化的手段进行直观的视觉体现，进一

步优化 APP 界面设计，结合信息可视化设计原则，

将数据信息合理有效地呈现在用户面前，从而提升界

面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直观性。 

2  信息可视化界面的设计特点 

运动类 APP 界面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旨在借助

可视化的设计手段，准确有效地传递信息，帮助用户

可以更好地获取信息。结合运动类 APP 的复杂使用

环境，有限的屏幕尺寸等因素，总结信息可视化界面

设计特点主要如下。 

2.1  准确性 

准确传递信息是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基本目标，也

是信息可视化界面设计应遵循的重要原则。信息传递

表达得不准确，会造成用户对信息的误读。明确信息

可视化设计的目的，建立清晰的视觉逻辑，理清视觉

元素之间的关系[5]，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2.2  简洁性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简洁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内

容的简洁，二是视觉表现的简洁。对信息内容进行详

细筛选，消除无用信息，从而提升信息传递的效率。

用较少的视觉元素进行界面的设计表达，形成简单明

了的视觉形态，能够达到更好的传递效果。 

2.3  趣味性 

独特的视觉效果和表达方式，可以使信息变的简

单有趣，便于理解，从而提升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在

信息可视化设计中，创造独特的视觉美感和表达意

趣，能够带给用户愉悦的视觉体验，使交互方式变得

更加有趣味[6]。 

2.4  即时性 

互联网的发展加快了信息的传播，相比于传统传

播媒介，信息可视化设计更具即时性，能够实时向用

户反馈信息，更符合社会对于信息实时更新的需求。

运用信息可视化设计能够使用户快速获取相应的内

容信息，并得到实时的内容更新和反馈。 

2.5  交互性 

数据大爆炸时代，人机交互方式愈加丰富。通过

信息可视化设计，以图形、色彩、动效等媒介建立与

用户的交互关系，用户与信息之间实现互动，用户可

以根据需求通过界面操作达到多样的交互体验，实现

信息传递的快捷高效。 

3  信息可视化在运动类 APP 界面中的设计

研究 

信息可视化设计，是由信息模型建构和信息设计

表达组成的。信息模型建构着重处理信息和建立信息

组织结构关系，达到理性的作用。信息设计表达主要

是在信息处理的基础上，结合图形、色彩、动效、文

字等要素进行视觉化的设计，这时感性的思维在起着

支配作用。本文将针对运动类 APP 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3.1  信息结构模型的构建框架 

信息结构模型是表达数据信息关系的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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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设计者更好地理解与组织信息，处理好数据

信息的关系与特征。通过对信息的处理和分析，筛除

无用数据，判定其结构类型。结合用户需求，明确数

据信息的特性，从图元关系（图元关系是指用点线等

形式表达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合适的可视化结

构模型，形成基础单元结构，在遵循视觉认知特性的

基础上，对单元结构进行合理构建，最终形成完整的

信息可视化结构模型，见图 1。信息可视化结构模型

是针对数据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选择适当的数据结

构进行框架搭建，从而准确表达该数据对象的内容和

层级相关联的模型[7]。 

3.2  运动类 APP 中的信息结构模型构建 

以悦动圈 APP 为例，见图 2。根据构建的模型框

架，完成 APP 的信息可视化结构模型建构。该 APP
围绕运动的主题，通过对数据信息的筛选分类，在保 

 

证界面的信息模型架构准确性的同时，结合用户自身

使用需求，进一步明确 APP 界面中元素之间的图元

关系，主要包括色彩、图形、图标、文字等元素在界

面设计中的关系，这也是单元结构形成的基础。明确

信息的组织结构与层级关系是有必要的，因此将界面

分解为“悦动”、“赛事”、“圈子”、“我的”四大层级，

让用户能够快速找到相对应的单元结构，有效提高使

用效率。在遵循用户视觉认知习惯的基础上，进行

APP 界面各基础单元结构及其包含下的分级页面的

信息结构的构建。信息结构模型的构建，应该是一个

完整 APP 设计框架，不仅包含了对 APP 的功能结构

的设计，也应该包含组成 APP 界面的要素设计，如

色彩、图形、动效、图标等元素。运动类 APP 的信

息结构模型的构建，能够有效指导后续的界面设计，

将其进一步转化为可视化的界面设计，提供可参考的

理论模型，从而实现数据信息到可视化界面的转换。 

 
 

图 1  信息可视化结构模型构建框架 
Fig.1  Construction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tructure model 

 

 
 

图 2  悦动圈的信息结构模型 
Fig.2  Information structure model of the Yuedong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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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小米运动界面风格 
Fig.3  Xiaomi sports interface style 

 
 

图 4  咕咚界面 
Fig.4  Interface of Gudong 

 
3.3  运动类 APP 中信息设计表达 

信息设计表达是信息可视化设计过程中最为困

难的阶段，也可称为信息可视化设计方法。在结合用

户需求进行设计定位，运用视觉设计的手段，利用色

彩、图形、版式、文字等要素，将数据信息转换为能

够被用户所识别的直观信息，营造一个更完整、美观、

流畅的界面风格，促进信息传递准确性和高效性。 
在信息可视化界面设计中，首要任务是需要确定

界面设计的风格类型，风格类型包括色彩、图形、版

式以及文字等要素的确定[8]。风格的作用在于制造统

一与变化，由于界面内容的繁杂性，如果各种图形文

字元素及色彩元素等没有达到统一，容易造成视觉污

染，对信息的表达与传递形成障碍。如在小米运动

APP 的界面设计中，界面风格并不相统一，见图 3。

图 3a 的内容与图 3b 和图 3c 相比较为简洁。图 3a 采

用了较为醒目的大面积蓝色，而图 3b 则是亮眼的橙

黄色。而图 3c 中白色的背景，不同色彩的卡片式设

计，与其他界面显得与众不同。 
在不同的信息组别之间，将多种信息元素统筹起

来，没有限定在一定的风格框架中，易导致界面风格

的紊乱，呈现跳跃性。在图 3 所示界面中，并没有形

成统一的风格，虽然可以激起用户的体验感和操作兴

趣，但同时也增加了用户读取信息时的难度，无法形

成信息视觉中心来增强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3.3.1  版式 

信息可视化的版式设计是建立在确定界面风格

的基础之上。信息可视化的版式选择主要取决于两个

方面，一是模型布局的支配作用，这是根据建构的信

息结构模型确定的，明确信息的组织结构与层级关系

是有必要的。二是合理的读取流程，人的视线习惯是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且水平运动快于垂直运动[9]，

这是人的三种最基本的阅读习惯的读取流程。 

以咕咚 APP 界面设计为例，见图 4。前期已完成

的信息模型建构，信息层级关系的确定，是决定界面

设计的关键因素。在界面的版式设计中，信息模型的

结构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图 4a 是进入咕咚 APP 的

主界面，这里将功能选项、开始按钮和导航栏进行合

理布局，运动选项位于最顶端，中间总公里数以特大

号字体显示，下方为显眼的绿色开始按钮，使得用户

在操作使用时，能够轻松地进行功能选择，降低了操

作难度，减轻了用户的工作负荷。在图 4b 中，卡片

式的版面设计，可以吸引用户的视觉焦点，提升了活

动转换率。 

3.3.2  色彩 

独特的色彩基调是营造信息可视化界面外观形

态与氛围的重要手段。以悦动圈 APP 为例，见图 5。

图 5 为 APP 进入的主界面和二级界面，悦动圈以由

浅到深的绿色为主，烘托界面的主题和内容。在界面

的重要功能模块，以品牌色为底色突出显示，能够兼

容并突出页面中的其他色彩或功能模块，形成更完美

的色彩基调。整体色调的营造与色彩表现提升了界面

的整体效果，也能够起到美化页面的作用。 
色彩是信息可视化的重要设计元素，独特的色彩

基调需要将设计对象、使用环境以及行业特征综合起

来考虑，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并在具体设计中

结合信息可视化的主题与内容进行考虑。运动类 APP
的用户范围极为广泛，从用户性别、年龄、文化层次

来甄别其喜好色彩，从而迎合用户心理的角度进行色

彩表现。可视化设计的对象，其色彩也应随着时间

流逝、季节变迁而有所改变。结合行业、领域的不

同进行色彩上的变化及表现，如在运动健身行业领

域中，绿色和蓝色象征着健康生活，活力四射，因

此在可视化设计中的色彩元素中，可以考虑绿色系

和蓝色系。 



240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9 月 

 

  

 

 
   a b c 

图 5  悦动圈的色彩元素应用案例 
Fig.5  Color element application case  

of the Yuedongquan 
 

 

图 6  图形元素应用案例 
Fig.6  Graphic element application case 

 
表 1  三款 APP 的对比与分析 

Tab.1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ree APPs 

运动类 APP 风格 版式 色彩 图形 

小米运动 
极为简洁的设计风格，

但 主 页 面 与 其 他 页 面

风格没有实现统一 

严格遵循从上至下的版

式设计，卡片式布局贯

穿整个 APP 界面设计中

主界面与其他页面色彩跳

度大，在给用户带来视觉

冲击的同时，也造成了整

体的界面的不和谐 

信 息 图 形 元 素 运 用 较

少，但在设计上具有一

致性 

悦动圈 风格统一，较为简洁 
布局合理，视觉效果较

好，但部分功能模块出

现重叠现象 

浅绿色贯穿 APP 整体，有

利于提高用户粘度 

大 量 运 用 图 形 图 标 的

设计，更加富有趣味，

但容易造成视觉疲劳 

咕咚 
整 体 与 悦 动 圈 风 格 相

似，但在简洁性方面要

稍弱于悦动圈 

界面布局遵循了人的视

线读取流程，但功能模

块过多，信息稍显杂乱 

界面的整体色调是白色和

深绿色搭配，和谐感十足 
不同风格的图形设计，

更具通识性 

 
3.3.3  图形 

在运动类 APP 中，图形元素的应用，应该以提

升用户对数据信息的识别和理解为首要目标。信息图 
形主要包括主体图形、图标、图表等类型，它们在信

息可视化设计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作用与功能，在这

里以运动 APP 为例，见图 6。悦动圈 APP 见图 6a，

通过信息转换，结合活动主题，利用图形创意的手法

进行图形设计，将赛事信息更直观更具趣味性地传达

给用户，从而减轻了用户在读取信息时的视觉压力。

小米运动 APP 见图 6b，以黑色为背景，通过提高运

动数据图表色彩的亮度和明度来突出显示，在视觉上

更为显著。在 Keep 运动 APP 见图 6c，在顶部导航栏

中，将众多功能选项进行形象化、拟物化的设计，形

态较为简练，更具通识性和趣味性，使用户可以明确

图标的意义。 
通过前文针对运动类 APP 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在这里笔者对涉及到的三款 APP 做了进一步的总结

和分析，以便对运动类 APP 的风格、色彩、版式等

方面进行更直观的展现，见表 1。 

4  结语 

大数据时代，信息无处不在，不断增加的信息量，

使得信息可视化设计在这信息革命中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而在界面设计中，可视化不仅仅是一种工

具，更是一种媒介[10]，它拉近了人与信息之间的距离，

让信息能够更为直观有效地传播。本文以运动类 APP
为例进行研究，通过有效利用信息可视化设计方法，

结合信息可视化的特点，具体分析了提升运动类 APP
界面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的策略。同时为同类

产品的界面设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设计方法及原则，

即在信息可视化界面设计中，在构建完好的信息结构

模型基础上，结合信息可视化设计原则，整合信息可

视化中色彩、图形等元素，进行可视化设计表达，遵

循有效传递信息、界面简洁直观和清除视觉障碍三个

基本原则，实现更完善的界面信息的处理与表现形

式。可视化也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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