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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设计中的显与隐
邹杰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目前，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优胜劣汰的趋势日益明显，界面中基于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的
显与隐的协调处理已成为当今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竞争的核心和焦点。从设计层面来看，应用程序

界面的设计应以层级结构组织信息，降低视觉噪声；产品设计应简洁易用，程序安装应以不影响视

觉符号载入速度为限；依照用户认知和思维习惯作显与隐的处理，满足用户情感需求。从文化层面

来看，在设计应用程序界面时，应将显性文化与隐形文化结合起来，打破应用程序界面中的形式至

上观念，民族化设计也应从视觉元素这一表象形态跃升至民族思维方式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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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人们在地铁、候车室、咖啡馆等场所，只需
打开智能手机的相关应用程序即可实现娱乐休闲、

工作学习。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除了要满足用

户多元化功能需求之外，其界面设计也需引起开发

者的重视。然而在现实中，一些设计师利用用户的

审美求异心理，片面追求炫目的视觉效果，使用大量

繁复的视觉符号堆砌应用程序界面，加之不知其意

的交互设计，导致用户在使用时出现难以理解操作

步骤的尴尬情境；还有一些应用程序开发者缺乏界

面设计意识，采用大量文字叙述的方式或粗糙的表

现形式，忽视应用程序界面中的文化内涵，令用户觉

得索然无味。因此，有效解决应用程序界面中出现

的问题，对应用程序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引发用户

的共鸣、提升用户体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

学界关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的研究多以设计属

性提出、设计风格解析、设计实践论证为主，而以设

计与文化层面显与隐为出发点的研究并不多见。本

文拟通过揭示应用程序界面设计中存在的相关问

题，尝试提出基于显与隐的优化应用程序界面的设

计理念，以期对应用程序界面的进一步完善有所

助益。

　　一、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相关概述

从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之所以能吸引全球众多用户的目
光，除其具有卓越的性能外，第三方应用程序也做出

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智能手机程序商店中琳琅满目

的应用程序，满足了用户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受到大

量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的喜爱。

１．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特征
智能手机作为一种移动设备，提供了一般移动

电话所不能提供的先进功能，其现代版本甚至具有

类似ＰＣ的功能，很多较新的型号有定制的操作系
统及相关软件，提供标准化的接口［１］。智能手机的

应用程序是指运行于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且可以完成

智能手机用户需要的某种特定功能，现多指由第三

方开发的应用程序。

就市场整体而言，目前智能手机常用的操作系

统有ｉＯＳ、Ａｎｄｒｏｉｄ、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ｈｏｎｅ等，每个操作系统
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应用程序商店。如基于ｉＯＳ操作
系统的 ＡｐｐＳｔｏｒｅ、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的 Ｇｏｏｇｌｅ
ＰｌａｙＳｔｏｒｅ、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ｈｏｎｅ系统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ＰｈｏｎｅＳｔｏｒｅ等应用程序下载平台，允许使用相关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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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的智能手机用户下载、安装由第三方开发的

应用程序。

２．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的潮流风尚
２００７年，苹果公司发布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ｉＰｈｏｎｅ，在用户界面方面采用全新的设计理念，给用
户带来全新的使用体验，因而吸引了大批用户。此

时的ｉＰｈｏｎｅ界面主要采用拟物化设计风格，将抽象
化的数字信息通过现实中的事物或实物展现出来，

从而有效减轻用户的认知负荷。随后，其他应用程

序界面也追随ｉＰｈｏｎｅ的设计潮流。但在最新的 ｉＯＳ
７版本中，用户界面整体改动较大，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引导了应用程序界面的设计风格转向。开发者在

设计制作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时，由
于受到技术层面的限制较少，因此相应的应用程序

资源也日趋多元化，其应用程序界面风格也受到

ｉＰｈｏｎｅ的较大影响。
此外，２０１０年微软公司推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ｈｏｎｅ７

操作系统，整体使用Ｍｅｔｒｏ设计理念，应用程序界面
采用扁平化设计风格，给用户焕然一新的视觉感受，

在随后发布的版本中也一直延续这种设计风格。

　　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基于

设计层面的显与隐

　　目前，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优胜劣汰的趋势日益明
显，界面中基于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的显与隐的协调

处理已成为当今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竞争的核心和焦

点，从而受到应用程序开发者的高度重视。

１．以层级结构组织信息，降低视觉噪声
界面上的视觉噪声一般是由过多的视觉元素造

成的，这些多余的视觉元素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那些

直接传达功能和行为主要对象上转移到他处。混乱

的界面试图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提供过多的功能，

结果导致这些控件在视觉上互相干扰［２］。界面中

过多的视觉符号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用户的认知负

担，进而影响用户的操作与使用。此外，如果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界面提供给用户的视觉信息超过用户注

意资源的范围，用户就会产生烦躁、压抑的感觉。因

此，应用程序界面应建立在易于为用户理解的基础

之上，对视觉符号的空间布局进行合理的显与隐处

理，使整个界面主次关系清晰且富有条理。目前，通

常采用的方法是以层级结构的方式组织信息，对不

同的功能进行分类和对次要的信息做隐藏处理。这

样可以有效降低界面中的视觉噪声，提高界面整体

视觉清晰度，易于用户理解该层级结构，避免单个界

面中出现过多的视觉元素从而分散用户的注意力。

智能手机用户目前主要集中于年轻群体且大部

分为在校学生、上班族，他们的学习能力、对新鲜事

物的接受能力以及审美需求均比较高。用户的审美

需求对应用程序界面视觉设计、交互设计层面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即除满足与功能相适应的基本表现

形式外，还须对其进行艺术化、个性化的处理以满足

用户的审美要求。如用户在点击应用程序 Ｔｕｍｂｌｒ
（汤博乐）的信息发布图标后，该应用程序会快速弹

出一列对应不同功能的图标（见图１）。它在交互形
式、图标色彩、版式编排等应用方面，都区别于绝大

多数社交类应用程序界面单调、保守的设计常态，对

视觉符号的显与隐处理得当，能较好地满足年轻人

的个性化审美需求，为同类应用程序界面设计提供

了借鉴与参考。

图１　应用程序Ｔｕｍｂｌｒ（汤博乐）的界面

２．产品设计应简洁易用，程序安装应以不影响
视觉符号载入速度为限

以基于ｉＯＳ与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为
例，ｉＰｈｏｎｅ定位于高端手机消费市场，用户主要集中
在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群体，其高性能的硬件配置

为良好的用户体验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基于 Ａｎ
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覆盖高、中、低端消费市
场，硬件配置方面存有性能参差不齐的问题。部分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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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所持有的智能手机硬件配置达不到应用程序测

试平台的配置水平，致使这部分用户在使用某些应

用程序时，频繁出现“卡顿”、“死机”等现象，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用户的操作体验和认知效果，严重影响

到应用程序的市场推广。

ＫＩＳＳ（Ｋｅｅｐｉｔ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ｓｔｕｐｉｄ）原则被广泛应
用到界面设计领域，其基本含义是设计师应将产品

设计得简洁易用，这样既方便开发者对应用程序的

前期制作和后期维护，也便于用户的理解和操作使

用。在科技发展与商家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智

能手机的硬件配置更新换代频率明显加快，高性能

的新产品不断被推向市场。在此情况下，一些设计

师逐渐忽视 ＫＩＳＳ原则，盲目追求华丽的界面，不断
挑战设备的极限，严重影响到视觉符号的载入速度，

以致出现界面运行不流畅的问题。我们应清楚地认

识到，追随新产品的用户只是小部分群体，应用程序

开发者要想吸引更大的消费群体，就不能忽视持有

低、中端智能手机的用户。就游戏类应用程序而言，

一些动辄几十兆、近百兆的游戏应用程序，虽能使部

分用户获得良好体验，但对持有低、中端智能手机的

用户来说也只能是望“游”兴叹。这与界面视觉设

计繁复、忽视显与隐之关系的处理不无关系。因此，

设计师需要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与硬件配置之

间寻找最有利的平衡点，努力赢得市场的认可。

３．依照用户认知和思维习惯作显与隐的处理，
满足用户情感需求

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

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那样，用户在满足相应的基本

需求后，通常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即用户对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由过去的功能与形式层面的需求，发展

到更高层次的情感层面需求。

人的最高层次需求是情感需求。设计师在产品

设计之初就应该把握这种情感化需求，把握用户的

使用心理，以设计出符合用户认知习惯和思维习惯

的信息反馈方式。［３］如用户使用ＱＱ浏览器，需要对
网页中的内容进行复制、搜索、分享或翻译时，只要

选择所需编辑的内容并长按，应用程序就会迅速做

出反馈，弹出虚拟放大镜，以显示手指遮挡的文字信

息。用户选择好起始点后松开手指，界面会出现选

择指针，将其拖动到所需位置，此时顶部会同时显示

复制、搜索、分享、翻译４个功能标签。当用户浏览
网页时，遇到一篇语言优美的文章，可以通过复制功

能将其保存下来，而不需要通过新建文档，再逐字逐

句地将文字信息输入其中；或者浏览外文网页遇到

生词时，可以通过搜索功能进行相应的查找等。这

个隐藏功能的及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

的情感需求。

此外，整个操作过程简单易学，不但满足了用户

对相关信息处理的需求，也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获

得了良好的情感体验。试想如果设计师将该功能制

作成悬浮对话框的形式，就有可能产生视觉噪声而

分散用户的注意力、干扰用户认知；如果将以上功能

放置在主菜单中，势必会增加用户的记忆负担与操

作步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设计师需要注重

应用程序的情感特征和相应的用户心理反应，设计

出更能满足用户情感需求的产品。

　　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基于

文化层面的显与隐

　　设计与文化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文化对设计
思维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设计是不同文化间

相互融合、协调而成为一体化的过程，设计与文化相

互交织，是一种文化的整合［４］。此外，文化与传播

互为一体，单一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之

间的相互融合都与传播有较深的渊源。

设计师的文化背景不同，会使应用程序界面中包

含的文化内涵产生差异，文化的存在又使这些应用程

序界面更具民族和地方特色。当前各大智能手机应

用程序商店所提供的应用程序，可供全球智能手机用

户下载与使用。设计师借助应用程序界面的载体形

式对视觉符号进行编码、用户对其解码，这一互动过

程可以使文化得到有效保存与传播。

１．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的显性文化
人类的一切文化其内涵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符号

来承载，因而视觉传播中符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

逐渐成为一种主导形式。图像作为视觉符号，具有

直观性、易读性等一系列特征，能以感性形式呈现文

化内涵。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作为视觉符号的一

种载体，也渗透着各国设计者不同的文化传达。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的显性文化是指用户

能够直接从界面的视觉符号中感受到的文化，具有

一定的直观性。如游戏类应用程序 ＣｕｂｉｃＭａｎＤｅ
ｌｕｘｅ（埃及魔石探秘），整体采用古埃及装饰风格。
在该应用程序菜单界面（见图２）中，鹰的视觉形象
寓意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围绕四周的金色线条

表示其散发出的光芒。在古埃及，人们将太阳视为

神灵并予以崇拜，希望借助太阳神的强大力量保护

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和生命财产安全。界面中对黄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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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天青石、象形文字的运用，进一步营造出古老而

又神秘的氛围，也体现出古埃及人的美学思想与审

美观念。当然，古埃及文明不仅仅是神话中太阳神

形象、象形文字等这些表面的文化符号，更多的是一

种人文精神与人文环境。用户使用该游戏应用程

序，不但可以益智休闲，而且还可以直观感受古埃及

的文化与历史，激发对古埃及文化的兴趣。

图２　应用程序ＣｕｂｉｃＭａｎＤｅｌｕｘｅ
（埃及魔石探秘）的界面

社交类应用程序 ＱＱ每逢重大节日与重要事
件，其启动界面都会出现与内容相关的视觉文化符

号，成为设计师与用户之间情感交流、传递节日祝福

以及传播文化的平台。如 ＱＱ在２０１２年春节期间
的启动界面（见图３），采用插画艺术形式表现出热
闹喜庆的舞龙场景，界面整体简洁生动，将用户带入

欢快的节日气氛中，从而引发情感共鸣。同时配以

书法字体与印章，使应用程序界面散发出人文气息。

舞龙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出中华

文化的社会亲和力、艺术感染力和时空穿透力，将与

舞龙相关的视觉文化符号应用到界面中，可以有效

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用户间的沟通与交流。

２．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的隐性文化
如果将文化比喻成冰山，那么隐性文化就是冰

山中隐藏于水下的不可视部分。隐性文化包含多方

面内容，其核心是各民族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作

为隐性文化的核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

惯，对人类的社会活动起着规范或引导作用。目前，

在应用程序市场上，游戏类应用程序偏好选用三国

题材作为游戏的世界观，但大多只是浅层借用三国

时代的视觉文化符号，并不能与三国时代的文化内

涵相融合。

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深刻体现其民族精神与价值

观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三国时代英雄人物辈出，

三国故事对后人的行为规范、认知方式、道德评价标

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出中华

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所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风俗、

民族习惯等。在体验经济时代，消费产品须更加注

重自身的文化内涵，因此包含深刻文化内涵、丰富故

事情节的文化性应用程序界面，更容易得到用户的

认可。选用以三国题材为世界观的游戏类应用程

序，应努力做到使用户借助于该应用程序重温那段

历史岁月，追寻三国文化的始末，通过应用程序界面

中包含的隐性文化与用户进行沟通和交流。

图３　应用程序ＱＱ的界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最

具生命力，但是如果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只停

留于视觉表象层面，就会造成用户滞留在对设计文

化的表面理解上。因此，设计师应加深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打破应用程序界面中的形式至上观念，使民

族化设计从视觉元素这一表象形态跃升至民族思维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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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层面，在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应不断

深入到本土文化中挖掘新的创作灵感，创造符合现

代设计语言的新形式，突破地域文化的局限性，实现

本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浪潮，从而

加速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设

计师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两者

之间可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我们的设计师应以国

际化的视野将中国传统文化置于全球化浪潮中，不

断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以促进中国传统文

化的现代性转化；同时，发挥其更大的生命力、影响

力、创新力以及竞争力，使其最终成为世界多元文化

中的核心部分。

　　四、结语

良好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成为应用程序抢

占市场的利器，也被视为从同类应用程序中脱颖而

出的基础。因此，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界面中显与隐

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设计师应通过对应用程

序界面的视觉设计、交互设计以及文化层面中显与

隐的协调处理，达到优化应用程序界面的目的，以更

好地满足用户多方面需求。国内外众多优秀设计案

例都善于从文化内涵角度出发，从民族文化中寻找

文化之根，固守文化之魂。因此设计师只有储备相

关传统文化知识并深刻认知其文化意蕴，才能在运

用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时游刃有余，从而更好地为

民族文化传播服务，为提升中国设计话语权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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