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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 APP 界面设计中的
应用研究

彭朝阳　陈　莉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到 APP

界面的设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文中论述了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引出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庸、“天

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应用在 app 界面设计中的论述，最后

论述了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中视觉语言的传统色彩、形态应用在

APP 界面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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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科技和网络的不断发展，移动智能终端越来越成为现代

信息传播主流，以 APP 移动终端界面设计为代表的设计正在急速

发展。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到现代移动终端是个非常大的课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 如何将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到 APP 移动终端，对

于 APP 界面的设计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国内

APp 界面设计发展滞后于智能手机的发展，很少有 APP 界面设计

能深入发掘到人们关于传统文化的追求。APP 设计千篇一律，走

的国际化路线较多，缺少文化内涵及民族特色。在走民族传统文

化内涵的设计上极少，即使有也只是生搬硬套的模式出现在 APP

界面上，缺少应用的理论指导。APP 界面作为现代传媒传播传统

文化的平台，把的 APP 界面设计与传统文化元素很好地结合的研

究很少。

二、研究意义

传统文化元素在移动终端界面的设计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继承”传统文化，尊重其原始客观性的原则一

代代延续下去。“发展”传统文化，抱着“为我所用”的原则，

适时地改造利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元素的再造、转化与创新才

能够焕发传统元素的活力，有利于提升传统文化的理解内涵。

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界面设计中，运用设计的方法将传统文化

元素与现代移动终端界面设计很好地结合，设计出具有传统文化

内涵有符合现代人审美的优秀 APP 移动终端界面，丰富了设计的

资源，体现了 APP 界面设计的民族性与文化内涵，有利于塑造民

族品牌，提高中国在全球的设计地位。人手一个移动终端，也是

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极大的宣传，更有利于传统文化走出中国，对

世界进行宣传，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具有重要的作

用。

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形成是长期人民一代代顽强

拼搏、艰苦奋斗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

想根基。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发展丰富多彩，其成

长和发展源远流长，每个历史时期发展都具有独特的历史特征。

在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会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将

会指引我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推动国际交流。例如，在中国

儒家文化中提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的

应用，在 app 界面设计中应用可以很好地宣传“五常”，从而引

导广大受众者的行为，让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互联网终端 app

界面中焕发出璀璨光芒。

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很多，范围很广，他是长达中国五千

年历史中的积累的民族智慧和思想观点。和西方一些文化比较来

看，西方注重理性，东方注重感性和感悟。西方多注重批判的变

革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多注重持续的稳定，“天不变，道

亦不变”思想。西方多注重人的理念，中国多注重表现“天人合一”

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这也

是东西文化的最大差异。

四、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 app 中的应用

（一）中庸思想在 APP 界面设计中应用

《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

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App 界面设计要

把握中庸之道，从 app 主界面到末端都要贯穿一致的中庸，即，

保持一种平和的状态，不因喜怒哀乐改变界面的情绪化设计内涵，

保持平静、安宁、祥和的状态，万事万物始终保持一种平衡的状

态，控制情绪，让 app 界面设计也要保持平和状态，“真常须应物，

应物要不迷”不断修行和修行标准，古人云“圣人不动情”，始

终保持 app 界面的一种中庸平和。中庸是育人品格的目标，要达

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育人目标，这也是共

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的最高境界。

这种中庸主要体现在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理性是 app 界面设

计的目标和纲，感性是 app 界面设计的情，清理相互融合，构成

app 界面设计的整体，两者相互融合，相互统一，否则，app 界面

设计会要么生硬没有情感，要么好看没有主旨目标功能，因此，

要使二者达到一种中庸平和的状态是 app 设计的需要考虑的至关

重要的一环，这也是我们要提倡的中庸目标。

这种中庸平和体现在 app 设计的全方位的中庸，诸如色彩的

中庸，体现出色彩的中和，每种色彩的使用都体现出中和，色与

色都体现出和谐自然，都能相互融合，让受众者能体现出一种舒

适的和谐的享受。这样也体现在形式美中的对比和调和应用，如

色彩的大面积的统一和小面积的对比，万绿丛中一点红，无不体

现出色彩的和谐中庸之美。

（二）“天人合一”的思想在 APP 界面设计中应用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出自老子《道德经》，“天

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处理自然界和人的精神世界所秉持的特有思

想，其基本思想是：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人要遵循自然法则和

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规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理想就

是天人和谐，“天人合一”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现代 APP 设计也要秉承“天人合一”思想，回归到自然的真

理及法则上，追求天真的本性，设计多表现人与天的相互关系，

也是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审美取向上多表现自然天成的审美思

想，多注重浑然天成，自然流露之美。设计思想也要注重人性设

计理念，追求人文情怀，从人认知审美思想出发与自然美相结合，

达到自然美与人文美相互统一，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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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app 设计中的造型、色彩设计时要多取材于自然元素，

这是“天”的自然属性决定的，我们要崇尚自然，贴近自然，保持“效

法自然”的设计思想，如自然的形象，自然的色彩，当然这种自

然的形与色不一定只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概括总结的形与

色。从“人”的角度出发，思考人的设计思想的体现就是要“物

以致用”，以人的审美实用出发，达到“天人合一”，追求人的

思想性与物的造型和色彩的完美统一，构成和谐的 appt 界面，以

达到“天人合一”境界。

（三）以人为本的思想在 APP 界面设计中应用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思想，把人当作

万物之本，这种思想是对神为本的批判，也被称为宇宙万物之本。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注重人的重要性，

如人的生命与价值，将人置于至高只上的地位，人类的一切活动

与创造，皆为人的需求，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在中

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浓郁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

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从政治角度谈共产党人以人为

本的新发展观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

丰富和发展。

以“人为本”是把人性、人格、人能力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

也是衡量人性所有外在事物的基本标准。任何设计都是满足人们

需求的创意活动。

同样，“以人为本”是现代 app 设计的根本，不能为了设计

而设计，要多思考人的情怀，围绕人的需求而设计。我们在设计

时经常提到设计要以客户为中心，其实质上就是以人为本，满足

用户的需求，服务用户，让用户通过 app 界面的使用中体会到应

该得到的满足和愉快体验，因此在设计时要优先考虑客户的需求

和舒适。APP 设计的越来越注重便利性、参与性、实用性、快捷

性、直接性等，都是因现代人的快捷生活方式决定的，这也是“以

人为本”的设计思想的体现。

五、优秀传统文化视觉语言在 app 中的应用

（一）传统色彩在 APP 界面设计中应用。

在界面设计的色彩选择上应当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颜色，将

传统色彩美学观应用于移动终端界面设计中，更好地发掘中国色

彩文化的内涵，挖掘和借鉴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中国传

统色彩美学观，这样才能贴近中国传统文化，因此研究中国传统

色彩体系对于传统元素应用于移动终端界面是非常必要的。

作为最具民族代表性的色彩体系五行色，是典型的传统色彩

特征，青、赤、黄、白、黑分别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古代中国

以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用青、赤、白、黑、

黄来表示方位，图腾神祗中也有体现，如五色表现左青龙、右白

虎、前朱雀、后玄武、中央黄。五色作为视觉语言的表现形式是

中国历史不断发展演化出来的，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体现，

是中国绘画、宗教伦理等诸多元素互动而浓缩成的民族个性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中国人的对传统色彩审美的心理结构，体现

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也形成了中国人的性格，内涵、含蓄、刚

健有有为、自强不息。中国传统的色彩蕴含丰富的中国人的精神

和气节，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国传统的色彩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如民间色、宫廷用色、

各种礼仪用色等，这些色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设计资源，是值

得我们去研究和使用的。现代 app 设计中要充分的借鉴和应用传

统色彩，恰如其分的使用，要盐溶于水的方式，不能照抄照搬，

要结合时代背景，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否则将起到适得其反

的设计面貌，不能融入现代设计的特征。

（二）统元素的形态在 APP 界面设计中应用。

中国传统造型元素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有具象型也抽象型，

抽象型居多。如何应用于现代 app 界面设计是个大课题，这里提

出要有选择和创新的应用为佳，中国传统形态元素的改造，改变

原有造型的使用局限性，设计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设计美感，符

合当下人对传统造型的需求，在即保留原有传统造型的象征内涵，

又对传统造型的重构，赋予新的现代意义，这种设计是对传统造

型的继承和发扬。如百鸟朝凤、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民间的剪纸、

少数民族的印蓝花布、传统瓷器上的纹样、民族服饰的纹样等造

型纹样，都是我需要创新应用的素材，这些素材多是不能直接使用，

要经过独具匠心的重构布局。

形态是营造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通过设计对象的尺度、

形状、比例及其相互之间的构成关系营造出一定的产品氛围，使

人产生夸张、含蓄、趣味、愉悦、轻松、神秘等不同的心理情绪，

使消费者产生某种心理体验，让用户产生亲切感、成就感，从而

建立起一定的产品形象。

在形态提取的过程中，以图形纹样为例需要经过图像归纳整

理才能够运用在现代设计中，在形态上、语义上、价值观念上与

传统文化的意蕴、内涵、审美方式综合起来，不仅仅是设计作品

单纯的神似，更要能够传达出背后的文化内涵。 

关于传统元素在界面设计的运用中对于形态的提取有如下两

个方向：一是以图形符号的方式来烘托产品的情景氛围。一种人

文的思想或观念的方式表达一种态度或观点等，望传统元素在界

面设计中起了除了视觉效果之外发挥更大的价值。将根植于中国

人内在的传统祥云纹样、剪纸元素、象棋等元素融入到界面设计

中将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在操作方式上不仅仅要立足于现代，

也要将传统的方式融入到交互中，将中国元素贯穿于整体的设计

中。在设计过程中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摆脱文化形式的束缚，

用最佳的设计语言来呈现。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 app 界面设计是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 APP 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这块发扬和传

播传统文化的阵地，我们要主动占领，不能以西方文化思想为主导，

要处处体现中国本民族的先进的文化思想，这也为设计师研究如

何设计好现代 APP 移动终端界面的民族性提供了广阔的设计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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