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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生态下移动计算平台也在快速迭代，大
家逐渐转移到移动端，手机已成为人的衍生工具，协助人完成着各
种各样的事情。相继资本看准了这一移动互联网的蓝海，推出了一
代又一代的APP，背后是技术的迭代，资本的竞争选择。对于用户
来说就是手机上不断地出现新的APP，繁琐的APP占用本机后台资
源的耗费。而在国内DAU最大的APP平台就是微信平台。

1　概述
1.1 高校信息服务站小程序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现高校学生在学习圈和生活圈的事务越来越多，大家获取校

园信息的平台和渠道也是形式繁多。大家有出行需要搭伙伴拼
车、好多咨询类问题还有一同约考试战友等需求。现只能去DAU
较高的本校QQ表白墙发布需求，而表白墙也不是实时发布动态信
息的平台，加之用户读取效率并不高，所以导致许多需求未得到
较好的解决。而此小程序将统筹大家的信息并创新设计，可以让
有相关需求的同学最大化的接收到消息以提高学习和生活的质量
和效率。实现的功能有本校内二手物品交易、职位类即使分享、失
物招领、表白墙择偶、搭伙拼车拼课等功能。

小程序背靠微信背书，操作流程精简化。加强了本校各个不
同民族学生交流合作的同时更增强了“民大人”这个团体的凝聚力。

1.2高校信息服务平台当下环境分析
1.2.1高校信息服务平台的发展现状
依靠QQ社交平台而建的表白墙，最初成立是从贴吧的形式演

变过来的，未来也会随着科技及网络应用的不断迭代而演化出新
的交互方式。其背后是一个团队运营着一个账号，通过加校内学
生的个人QQ来运营，方式多是以QQ好友动态中截图的形式发布。
多是一些拼车，拼课，择偶类信息，这些信息没有分类且混杂到
一起，整体偏娱乐性质，缺乏一些担保和公正性，所以它的用户
有效浏览和点击率必然是低下的。

还有一些在企业工作的学长学姐建的微信群，常常在里面发
一些企业招聘信息，这个覆盖率就更低了，只有少量圈子内的人
可以得到有效信息，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圈子的存在。

1.2.2高校信息服务相关已公测运行的竞品分析
现高校中许多使用超级课程表的用户，从最初只做课程表部

分到现在已经转变为课程表为主多种功能为辅的集合型平台。由
于此软件是独立APP，所以它的日活和月活跃用户数都不及腾讯旗
下的通讯软件，所以大家还是习惯在QQ表白墙获取信息。超级课
程表虽然其功能众多，但其主要功能是课程表，而其它的功能用
户有效使用率并不高。现阶段超级课程表还没有小程序的形式出
现，学生的日常出行拼车等需求，这里也暂时没有窗口，这里
主要还是针对学生学习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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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帮是高校友人人脉互帮互助的软件，主要用于求职与职
位分享，在线上形成圈子，倒流到线下形成各式各样的活动。

1.2.3小程序实现的解决思路
通过在西南民族大学内发放问卷，得出大家的使用习惯与相

关软件的使用频率，根据此信息来确定平台。再通过西南民族大
学表白墙等信息获取渠道收集统计大量学生日常活动的交流信息，
然后归纳并整理出一系列要解决的需求并进行分类。然后对具有
相关性的小程序先进行逻辑框架功能的梳理，进行好功能的分析
筛选，最后整合重构出交互逻辑。参考相关软件配色与视觉呈现
方案，制定本小程序的实施方案。

2　设计方法与过程
西南民族大学高校信息服务站小程序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创造

一个方便大家获取本校区域内相关信息以提高效率的轻应用。使
用文献研究法针对现有的UI设计理论进行系统阅读并整理，了解
用户行为的“认知心理学”、“可用性”、“情感设计”等资料。之
后通过调查问卷结合抽样调查学生日常使用平台上发布的需求得
出结论，设计出一个操作过程简单符合年轻人视觉审美的小程序。

在多种竞品的竞争下只有简单的功能需求已经不能满足用户，
应该将情感化，娱乐性设计融入设计中提高用户体验。所以根据
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日常的信息交流，找出新需求切入点加以提炼，
把需求变成功能然后逻辑化，定位出新的设计要素。

2.1西南民族大学高校信息服务站小程序的用户需求及产品
背景分析

2.1.1信息整理与需求分析
信息收集：在学生用户量最大的“大学表白墙”中随机收取

三百五十份学生需求。总结出学生的日常需求有：寻物启事、拾
物启事、考试找战友、项目合作、拼车拼客、求偶捞人、求助咨
询、兴趣伙伴、情感表达、二手物品供求、其他等等。通过画“正”
字来统计每个分类需求的数量。统计的具体数据占比（如图1）

图 1     作品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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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了350份西南民族大学与350份沈阳大学表白墙的信
息后，得出的结论是：求助咨询的人数占比最大，其次为求偶
捞人。占比较少的为项目合作、二手物品交易、拼车拼课等。

2.1.2问卷调查与分析
通过在校内地推的方式，随机发放了177 份调查问卷。
问题一：您在学校使用以下APP 的频率高低（通过量表分

值来表示）
通过此项回答得出同学们在校内时使用微信的数量是最多

的，其次是QQ，使用最少的是校友帮，由此选择在微信平台推出
小程序。

问题二：您通常在哪里获取校内信息呢？（例如：职位、
二手物品、求偶社交、拼车拼课搭伙等等）

同学们在获取校内信息时，使用微信 QQ 群获取占比 85 .
31 %，占比最大，其次是西南民族大学的官方公众号，而这个
公众号也在微信中。基于此，选择在微信平台设计小程序。

问题三：是否觉得当下APP种类繁多，占用手机资源？
有72.32%的人觉得当下的APP种类繁多，占用手机资源，占

大多数人。
问题四：如果有小程序可以解决校内事务问题，您会尝试小

程序还是会还在原有APP间解决问题？
有74.01%的人愿意尝试使用小程序解决问题。
问题五：你更倾向于使用哪个平台的小程序？
大家使用微信平台的小程序是最多的，其次是QQ，最少的

为百度与头条的小程序。大家还是以日常社交的平台为主要使用
平台。

问题六：比如您需要发布/获取校园信息，信息的更新时间
您更希望？

由此得出大部分人选择实时更新信息，其余一部分人选择了
随意与择时更新。

问题七：若有一个解决校园事务的小程序，你希望提供的功
能是？

大家对职位信息分享的需求占比最高，其次是调研合作做项
目、二手物品交易、外卖快递代取、外出拼车。其他如表白择偶、
社团生活、吐糟八卦类占比较少。

综上所述，最终选择在微信平台设计小程序。
2.2西南民族大学高校信息服务站小程序的交互及视觉设计

构想
2.2.1交互设计理念
本小程序是针对西南民族大学校内学生设计使用的，打造一

个闭合的校内社交环境，区别于其它的APP及小程序，不再仅仅
关注用户与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而更关注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生
作为一个集体所发挥出来的光芒，更大的发挥出集体荣誉感。在
不违背用户认知习惯的基础上，通过有层次的分级页面来呈现用
户需要获取的内容。工具类APP应该具备精简的流程和简洁清晰
的页面。满足本校学生日常信息交流与获取。本小程序适用范围
只针对本校，所以其中界面设计元素都来源于西南民族大学。

2.2.2用户需求与用户模型
根据西南民族大学大一到大四的学生进行统一分析。得出的

页面功能如下：
（1）主页基础功能部分——首页信息流、发布系统、我的相

关信息。
（2）首页——标签栏的首页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墙”字来表

示。这里是各个信息渠道的主要入口。信息流的展示方式，更新
时间采用最新消息置顶的方式。

（3）首页主要直接入口——咨询、表白、拼车、二手、拾物、
寻物、伙伴、其它八大类。

（4）功能清晰——交互流程尽可能简单与易用。

（5）发布功能——分为四大类，分别为图文类、表白求偶类、
拼车类、二手交易类。其中图文类包含最多，用标签的形式呈现，
有求助咨询、拾物启事、拼课会员等等。

（6）我的界面——分为消息、收藏、浏览、发布四个主要功
能，加之设置于账户切换等功能。

（7）设计界面——清晰美观且符合用户使用习惯，将使用门
槛降至最低，初次使用便可以很流畅。

2.2.3产品框架及原型
产品交互框架分为三个板块，分别为首页、发布、我的。根

据此做出产品低保真原型。（如图2）

2.2.4产品结构功能及视觉界面呈现
（1）主页界面（如图3）
用户打开小程序，最先看到的首先是主页，主页的设计必

须通过明确的意符告知用户通往各项功能。根据格式塔原则的相似
性原则，将金刚区内图标统一了视觉平衡，在平衡内通过形态颜色
的区别加以区分。简单明了，尽可能少的操作步骤方便用户使用。
根据UI 主要针对的用户群体，可以基本分析、判断出他们的视觉
能力、视觉思维，据此便可以大体确定 UI 的风格特点，从而迎
合用户的视觉体验，得到用户的认可和喜爱。顶部搜索栏，工具栏
可左滑右滑加下拉选择，重要功能部件放在顶部区域便于用户浏
览，往下便是每日的头条信息流。底部标签栏是三大导流路径。

图 2     作品来源：作者自制

图 3    作品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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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布（如图 4 ）- 我的界面（如图 5 ）

发布分为四个发布系统，每个系统有自己独特的运转方式。
当用户在主页点击发布图标时，背景渐显同时四个分类紧挨着标
签栏上方弹出，方便用户点击，且单手操作皆可。通过发布页面
还可以看出主体与背景的关系，在格式塔原则中也称为图/地法
则，该法则指出我们在感知事物的时候，总是自动的将视觉区域
分为主体和背景。 “审美效果”是用户对艺术的一种接受方式，有
艺术性的设计更容易被采用，更容易在用户间产生话题讨论，促
进产品与用户间的积极关系，还使用户对设计上存在的瑕疵问题
进行宽容地理解。

我的页面将主要的四个分类直接展示在本页面，切换也用动
态组件的方式滑动模块切换，省去了用户再进入子界面的步骤。
根据格式塔原则中的的连续性原则，分别设计出消息、收藏、浏
览、发布四个分区，上方蓝色圆角矩形位于白色条框圆角矩形内，
我们可以感知蓝色圆角矩形可以在白色条状圆角矩形内滑动，形
成一条视觉流。这就是连续性让我们将蓝色和白色矩形条视为一
个整体，而非个体。

2.2.5 icon及特色功能设计
（1 ）部分图标展示（如图 6 ）

主页八个重要功能图标重设计，用本校元素来设计，如表
白求偶图标，在西南民族大学南天门下的爱心，象征着美好的
爱情在此开始。伙伴主题用少数民族的简化人物头像来表现，
意味着不同民族的同学互帮互助，同属一个社交圈，利于大家
不同文化的交流，增强大家的凝聚力。最后一个其它类选项，
用本校最多且最显眼的银杏叶元素来表现。

（2 ）主页图标展示（如图 7 ）

标签栏图标是最重要的导流渠道，主页图标就用学生们喜闻
乐见的表白墙的“墙”的抽象版。主题颜色都是同西南民族大学
校内建筑外观颜色的临近色，取一鲜明的颜色。发布按钮，整体
形似一个向上的箭头，意为随时要发射消息，和西南民族大学南
大门建筑外形有异曲同工之妙。颜色也取自南大门建筑上代表不
同民族的颜色。色彩语意与色彩给人感官上的体验具有相似性，
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心理反应与视觉感受，
要运用好色彩语义的联想性与功能性。

（3 ）部分特色功能展示（如图 8 ）

图 4    作品来源：作者自绘 图 5    作品来源：作者自绘

图 6     作品来源：作者自绘

图 7     作品来源：作者自绘

图 8   作品来源：作者自绘

此页面为表白求偶页面，中国传
统爱情观一向偏内敛含蓄。想要在交
互设计中有所体现就用到了隐藏功能。
加之商超的打折促销，限时秒杀口号，
用到表白的界面，略带有现代年轻调
侃文化且增加了趣味性，此条块界面
之前是隐藏的，用户需点击左下角爱
心按钮才能弹出限时秒杀的条块。此
条块的交互方式采用真实世界刮开惊
喜条码的方式。

发布时间的方式在用户未设置时
就是默认的当下发布，且永久保留。
对于有些需求，比如表白求偶，有些
用户不希望消息一直存在在信息流
中，而是设定一个时间，到期自动消
失。给用户的可选择性更大了。

2.3西南民族大学高校信息服务站
小程序的实施性分析

2.3.1 SWOT分析
优势（S ）：区域化实现场景；社交壁垒有优势；聚焦解

决学生事务线下对接；用户年轻化，接受度高；实现后用户量
稳定，学生每日都有发布需求；界面语义简单明了，解读无门
槛；有利于形成本校的文化认同感，增加校友凝聚力。

劣势（W ）：范围固定难以出圈；需要找到新模式；新的
需求点难以挖掘；打造闭合社交圈需要的验证程序繁琐，成为
技术壁垒。

机会（O ）：找到出圈模式后，针对扩大营收，可以由不
同方案采取相应的抽佣模式。

威胁（T ）：仅针对国内高校校内固定范围；被取代的可
能性大；对于一些侵权恶俗行为有赖于三方信息筛查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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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我们一起来讲一讲”，用香香美美形容花屁。用“阿
贵的花屁为什么臭臭的黑黑的，我们来一起说给客人老师听。”
用臭臭黑黑形容丑屁。更改后的故事，更便于幼儿思考。

2.2.2 前置矛盾，激发兴趣
将故事精简，突出故事的矛盾，让孩子们参与故事讲述中

来，利用各种方式，比如求助、追问、表演等方式，为孩子
创设一个宽松自由的阅读环境，贯彻《指南》精神，让环境
影响儿童，让儿童成为活动的主角，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比
如在酉酉卖花屁环节中，教师这样引导“你做得真像。赶紧再
来试一试。你的动作很优美。要是声音再响亮一些，让酉酉听
见，花屁肯定马上就会出现了。”“花屁收到了吗？是个什么
样的花屁呀？”“花屁是什么？香香的花屁送给你们。”“快
点我们坐下来，花屁马上就要出现啦！”“这一次的花屁又是
什么样的花屁呢？美美的花屁送给我们了。”在情境中激发幼儿
语言表达的需要，达到语言活动的目的。

2.2.3 自主阅读，探究奥秘
当矛盾的冲突，足以让幼儿按捺不住探索的心情，自主阅

读就尤为必要。当发现“花屁”不同的时候，正是引导发现
酉酉和阿贵花屁的不一样原因的探究时机，充分讲述与表演之
后，帮助幼儿自主阅读、寻找原因，去找到故事想要表达的道
理，就显得十分必要。老故事脉络清晰，但是蕴含的哲理显示
了中国文化“内秀”的特点，自主阅读小结收获是活动的难
点。在自主阅读环节小结中，采用了教师提问，幼儿讲述的形
式，让幼儿参与自主小结，教师提供策略支持，创造孩子说想
法的机会，让幼儿成为活动的主人。教师这样引导“为什么酉
酉的花屁是香香的美美的，阿贵的却是臭臭的黑黑的？”“答
案找到了吗？谁先来说自己的发现呢？你想说谁的？”在师幼互
动中采用追问、结合实际的方式缕清故事哲理。

2.2.4 参与创造，升华情感
语言活动需要运用多样化方式的体验获得经验的提升。在活

动设计中，以情境贯穿首尾，说发现、念“咒语”、讲故事、
说结尾等充分调动幼儿积极性进行故事的创编，在递进的环节
中，得到情感提升。

3　创编结尾——提高幼儿听故事的感受
原先的故事采用的是倒叙：先通过卖屁，再通过阿贵的询

问，知道花屁的来历，然后再通过阿贵卖屁达到故事高潮，直
接收尾。原故事的结尾以阿贵卖臭屁造人嫌弃中结束，略带伤
感，对幼儿美好情绪的触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幼儿的关键经
验不得到小结，故事主旨不易显现。加了给阿贵想办法的结
尾，让幼儿从听故事的人变成讲故事的人，成为故事的主角，
笔者将结尾进行设问：阿贵怎么做才能收获与酉酉一样美好的

“花屁”？将幼儿的理解嫁接与经验的迁移，将对故事哲理的
理解融入到续编故事结尾中，完成故事的创编的同时，巩固经
验的获得。如此循环往复的经验积累下，幼儿已有经验得到提
升，从收获道理，上升为行动上的反馈，自主提炼善有善报的
道理，也实践了“知错就改善莫大焉的道理”，升华中国民间
老故事的教育价值，一举多得。

故事“花屁”是一个美好的习惯带给我们美好的惊喜，就
像是教学中的前行，你播种好的理念就能收获好的效果一样，
成为我们教育生涯中永恒的财富。收集美好，创造美好，播种
美好，收获美好，教育生活一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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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小程序的市场经费预算
（1 ）腾讯官方收取小程序认证服务费。
（2）租用服务器费用：基础配置 1 核 2 G B 试运行，之后

跟随需求升级。
（3 ）开发软件费用。
（4 ）小程序推广费用。
2.3.3小程序的宣传推广方案

（1 ）根据小程序的“附近小程序”功能获得曝光机率。
（2）群聊分享，让用户自主扩散。
（3 ）有趣的二维码海报线上线下植入分享。
（4 ）从相关微信公众号绑定小程序达到宣传的目的。
3　设计总结
背靠腾讯生态，大家日常使用最多最频繁的微信，小程序

的推出让手机内存得到了部分的解放，无意义不那么重要的APP
无需下载，从小程序即用即开，方便快捷。

基于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日常生活上的需求，经过调查问卷与
相关信息需求的整理，得出具体的需求，致力于帮助学生相互
间加强交流，积极交友，资源的合理配置，团购模式的运用帮
大家省去很多成本。设计简单前卫，紧跟潮流，符合年轻人的
审美需求，学生们的接受度较高，可以推出产品然后根据反馈
再做调整迭代。校园化区域化的理念，更有利于本校的校友认
同感，以及提升不同民族朋友之间的凝聚力。设计师不能只考
虑功能的满足，也要全面考虑交互方式，尽可能简化步骤的交
互理念，让用户用起来更加流畅，配色的采用多种交叉的分
析。将用户易用性与用户可用性放在首要位置，界面视觉设计

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立足于用户的情感需求，让用
户在使用小程序的过程中感受到充满愉悦、温暖且认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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