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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老年智能手机用户的UI设计

陈碧晗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因为各种需求而成为智能手机用户。
因此,UI设计中适应老年用户使用的需求也愈发需要得到重视。本文结合老年群体的认知能力、生理特
征以及心理需求等方面的特点,结合案例分析老年智能手机用户在使用手机应用软件时所存在的问题,提
出适应老年智能手机用户使用需求的UI设计在界面改版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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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对老年手机用户的UI设计现状
当下,我国老年人口正在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

中老年人加入老年群体。相比老一辈人,这些新一
代老年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总体来看要更高一些。
他们通常生活能自理,有充裕的业余时间并且养老
收入也有富余;但在生活中他们大多存在儿女亲人
无法时常陪伴左右、无事可做、与社会脱节等问题。
因此,智能手机就成为了他们打发时间、培养兴趣、
联系亲人以及能与时俱进的选择之一。

然而在目前的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手机应用软
件都只针对于中、青年市场设计开发一个软件版本,
而忽略了老年群体在这个数字化信息时代对于智能
手机的需求。很少有软件开发商能针对老年用户的
需求设计开发应用软件配套的老年软件版本,这样
做就给老年智能手机用户的使用造成了一系列问
题,例如:极简的 UI界面设计会让老年用户一头雾
水,炫酷的动效设计会让他们精力疲惫,复杂的交互
逻辑甚至会让他们直接放弃使用。

2 老年用户特征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会出现各种老化症状。

老年智能手机用户年龄在60岁以上,因此他们的生
理功能比年轻人的有所退化,心理特征也有所不同。
2.1 生理特征

老年人普遍存在多种感官功能退化问题,在生
理特征上的反映主要有:视觉上的老花眼、视野缩
小、视觉灵敏度较低;触觉方面触感降低、触觉分辨
不敏锐;听觉上听力减弱、音频识别范围缩小;记忆
力、思维反应也随着大脑的萎缩与退化而减弱。
2.2 心理特征

老年人会因为空闲时间长,亲人不能常伴身边
而感到孤独;因为习惯长时间的生活方式、相信自己
的经验等原因而产生偏执情绪;因为脱离原有生活
工作轨迹而变得敏感容易激动;因为怕给儿女亲人
添麻烦而谨小慎微,于是心理负担大而焦虑。
2.3 需求特征

1.实用性。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弱势群
体,他们大多需要外界的帮助来解决年老而产生的
生理问题,因此他们会考虑产品功能的实用性。

2.简明的设计。新一代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虽有
所提高,但与从小接触电子产品的年轻人相比在使
用电子产品方面还有很大差距。部分老年人乐意接
受新鲜事物,同时因为生活时代、审美能力、生理机
能等不同原因,他们追求操作简单易外观整洁大气
的产品。
3.性价比。时代在改变,但老年人的观念难以

转变。大多数老年人节俭生活了一辈子,在购买产
品时看中其性价比。这不仅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
也体现在学习使用产品的成本上。
4.多样化。由于数字信息时代更迭快,很多新

鲜实用功能被年轻人开发使用。老年用户为了与子
女有良好沟通,对软件产品的需求也变得多样化。

综合以上分析,老年智能手机用户的特征时有
别于其它年龄段人群的。在基于原有产品针对老年
用户做UI界面设计时,作出符合这些特征的设计。

3 适应老年用户的UI设计方案
3.1 UI设计原则
3.1.1 逻辑架构

为了减少老年用户的学习成本,帮助他们在一
定时间内记住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开发者在设计
软件架构的时候要避免繁杂的逻辑架构,省去对老
年用户来说不必要的功能。与此同时,应用软件的
界面规划尽量简洁,一目了然的交互界面使老年用
户使用软件时更易上手,可以及时达到使用目的。
除此之外,明确醒目的反馈提示也很重要,例如进程
速度提示、操作反馈提示音、确认/取消提示等。以
上三点都可以有效地减少操作的出错率。
3.1.2 界面元素设计

(1)图文:结合上文提到的老年用户的各类特
征,设计者应注意,选择字体时应该选用正常字体,
避免艺术变形的字体让免老年用户辨识困难;字体
大小要比普通应用的要大,字间距、行间距设置合
理,以减轻老年用户的视觉疲劳。图标设计要结合
老年用户经历的时代背景,用拟物化、扁平化形式设
计;图片要排版整齐,规划统一。过于鲜艳、内容花
哨的图片以及图片排版的多样化都会让老年用户出
现认知困难、视觉疲劳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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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色彩:老年人视觉退化,色彩分辨力减弱。
因此,针对老年用户设计软件界面时,色彩对比要避
免使用同类色对比(弱对比)。此外,据研究表明,老
年人更喜爱暖色调,做色彩设计时可选用暖色系颜
色作为强调色。

(3)功能版块:为了让老年用户明确自己当前操
作的状态或步骤,设计者应将该种状态或步骤明确
地标示出来。区分功能版块时要有明确的区分,如
使用大色块、阴影、统一的排版等方式。
3.2 案例分析

本文的分析案例是一款美食类应用软件(作者
自画)的首页界面,这款应用软件主要是为广大用户
提供美食菜谱的学习、分享以及讨论等功能。如图
所示,图1的左侧是应用软件的原来版本;在图1的
右侧,是按照适应老年智能手机用户使用特点,对各
部分作出的修改(注意,图1右侧非改版后完整图)。

图1 案例示意图

3.2.1 字体
原版字体使用了艺术字体,该字体让文字有部分

变形以达到美化效果。但是,这种变形会给老年用户
带来阅读障碍。在进行改版时,主体部分要选择正常
字体,并适当调节字体大小和间距。若必须使用艺术
字体,则应选择变形较少,容易阅读的字体类型。
3.2.2 banner区域

首页的第一个版块是banner轮播展示,用于展示
应用的特色推荐、活动以及广告等内容。原版是我们
熟悉的设计方式,用图片下方的圆点代表展示图片的
顺序;用户可以通过左右滑动的交互动作来切换ban-
ner图片。但对于老年用户而言,在没有提示的情况
下他们不容易发现图片是可以被切换,甚至有的老年
用户会忽略可以通过点击banner图进入活动页面这
一功能。因此,在设计banner区域时我们添加上切换
按钮,帮助老年用户理解图片的切换操作。

3.2.3 搜索栏
搜索栏分为输入搜索框和分类搜索栏两部分。

原版搜索框背景颜色较浅无法突出框内的指示性图
文,并且没有提示性文字可以指导老年用户使用。
对此,在改版设计的时候,可以加深背景色(饱和度
适中)同时文字选用合适的字体、字号并加粗。考虑
到老年用户对图标的理解能力有限,分类一栏采用
图文结合形式对老年用户进行提示。
3.2.4 菜单栏

原版菜单栏采用极简的设计风格,仅用字体颜
色和选中文字下方的小圆点表示当前所处菜单。这
就存在区别不明显,边界(热区)不明确的问题。改
版后,采用边框小按钮的形式明确了热区范围,帮助
老年用户准确点击。选中状态则用主题色点明,
3.2.5 内容板块

改版前,每个内容版块的高度较小,内容显得拥
挤;展示图片为扁平化插画,老年用户难以直观了
解;边界不明显,容易与背景混淆。改版后,版块高
度加大,内容排版适当调整以增加阅读舒适度;增加
板块背景阴影,这样就凸显版块边界同时还具有一
定层次感。
3.2.6 弹窗

选中内容版块时,会从底部跳出内容简介弹窗。
原版弹窗为深灰色半透明背景,排版布局稍显杂乱,
关闭按钮亦不明显,老年用户在阅读时会有眼花缭乱
的感觉。改版后,背景不透明,并对其高度和宽度作
适当调整。版式重新布局,统一左对齐,从上到下排
列;关闭按钮作突出处理,方便老年用户及时退出。
3.2.7 底部导航栏

原版导航栏背景色较浅,与文字对比度较小;导
航选项为纯图标形式,忽略了老年用户的辨识能力。
修改后的设计将导航栏背景加深(与搜索栏背景色相
同,上下呼应),文字颜色以及其他形式与搜索栏相
似;图标下方添加文字,帮助老年用户理解图标含义。
同时,改变图标设计使其贴合老年人认知,如图中“消
息”图标由年轻人熟知的气泡对话框改为“信封”。

4 结语
为了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数字化信息时代,老

年人越来越需要智能手机及其各种应用软件的帮
助。但是多数应用软件开发方在设计时看中中青年
市场,因此并没有考虑将老年用户与普通用户之间
存在的诸多差异融入到产品中。受笔者的经历、信
息采集、文章篇幅等因素限制,本文案例分析仅体现
了当前适应老年智能手机用户的 UI设计的部分问
题。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设计者能考虑到老年用户的
使用,在UI设计中增加更人性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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