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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general rules of video app icon design,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xisting 
icon desig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semiotics, and divides video apps into two 
categories: comprehensive and vertical in terms of video content. It analyses and summarizes the 
selection of symbol sources, rhetoric and color in symbol design, establishes the pedigree axis ad-
jacent to the axis, and make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design rules of video app icons. The 
synthetical video app icons mostly use metaphor and pun rhetoric to design icons, which are con-
cise, clear and highly recognizable, and highlight their design sense and comprehensive nature. 
The vertical video app icon uses relatively flexible rhetoric method, such as parallelism, and spe-
cial image symbol forms which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highlight the features and vertical 
properties. On the color, the “red, yellow and blue” three primary colors with relatively high puri-
ty and lightness are chosen as the basis for design, and the number is generally no more than three. 
Icon design as a whole tends to be concise and more visu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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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研究视频类app图标设计的一般规律，对现有的图标设计提供参考。研究符号学思想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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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频内容上分为综合类和垂直类两类视频app，对其符号来源的选择、符号设计修辞手法及色彩三方

面进行分析和归纳，建立系谱轴毗邻轴，多维度分析视频类app图标的设计规律。综合类视频app图标多

采用借喻和双关的修辞手法设计图标，简洁明了辨识度高，更凸显其设计感和综合性质。垂直类视频app
图标对修辞方法的运用相对较为灵活多变，多用比拟修辞，更具有自身特点的特殊图像型符号形式，更

突显其特色和垂直属性。色彩上多选择纯度明度都相对较高的“红黄蓝”三原色为基础进行设计且数量

一般不超三种。图标设计整体趋于简洁明了，可视化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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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豪无疑问，logo 是一家公司或企业的速写和缩影，承载品牌文化、品牌行为、品牌价值故事的视觉

线索[1]。用户在使用一款 app 时最先接触的是图标和名称，不管产品实际体验如何，如果图标不够吸引

用户，那这款产品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了。在应用商城浏览 app，一个好看的图标或许会使用户倾向于去

了解该产品外观之内的功能和体验，就像 app 有了打开用户的敲门砖，这时用户才会去了解该产品是否

可以满足需求，或者能否勾起用户尝试的欲望。由此说明图标作为用户体验的第一视觉印象对 app 的营

销具有很大作用。 
如何设计一款吸引用户且辨识度高的图标，在千千万万的图标中，如何找到图标设计规律，本文

从视频类 app 的图标设计入手，运用符号学原理及方法进行浅析，将此类应用按应用的内容覆盖领域

分为综合类视频 app 和垂直类视频 app，分析两类视频 app 图标的共性与个性。综合类视频 app 是内

容不限定某一类别，各样类型视频都包含在内，内容广泛具有综合性，大众化且个性不明显，适用范

围广；垂直类视频 app 是内容相对单一，限定于某一类视频，更具有指向性和个性化，适用于某类人

群。 

2. 样本选择 

选择样本时，为了使研究数据更为可靠，样本均选自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应用宝”应用市场上下

载次数超千万次的视频类应用软件，见图 1。共选择 40 个样本，其中综合类视频 app 样本 25 个，垂直类

视频 app 样本 15 个。 

3. 符号学分析 

图标设计的关键则是设计符号的选择和运用。这里通过对图标的符号分析，找出视频类 app 图标设

计中符号选择运用的规律。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图标意义来源的选择、符号设计修辞方法的运用。 

3.1. 图标意义来源的选择 

象征性思维(symbolic thinking)属于概念转换，以无关的具体概念代替某一抽象概念，指借助于

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艺术家某种深邃的思想，或表达某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理的艺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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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运用象征这种艺术手法，可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可使复杂深刻的事理浅显化、单

一化，还可以延伸描写的内蕴、创造一种艺术意境，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

效果[3]。 
 

 
Figure 1. Sample selection for video applications 
图 1. 视频类 app 样本选择 

 
在设计 app 图标时，多数设计师的设计风格趋向于现代设计思潮的简洁化，也就是在设计图标时尽

量的简洁且具有代表性，这样才能使图标更具辨识度和识记度，具有通识性的象征符号自然成为设计图

标的首选。在视频类 app 的图标设计中，多数采用相对具有通识性的符号，有“ ”播放键型、“ ”

电视机型、“ ”胶卷型等，见图 2。 
 

 
Figure 2. The choice of the source of symbolic meaning 
图 2. 符号意义来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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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综合类视频 app 因其视频内容的综合性和大众化，图标的设计则大多使用

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来进行设计，使用最多的则是“ ”播放键型，占综合类视频 app 数据样本的 48%，

只有少数使用文字或特殊图形来作为主形设计图标，各占 16%，体现 app 的综合性质；垂直类视频 app
因其视频内容的专一性和指向性，超一半的图标设计采用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特殊图形，占比 53.3%，另

一半则是在特色图形的基础上采用通识性的象征符号作为辅形做结合设计，但垂直类视频 app 图标整体

上主要体现其自身特殊性，突显特色。 

3.2. 修辞手法 

分析符号修辞方法在设计中的应用及其应用的方法与原则。可以先从切分符号构成入手，“切分”

一词是索绪尔以来语言学研究的关键术语，“能指”与“所指”就是符号切分的结果[4]。工业设计符号

研究首先就是在关联性素材集合的基础上进行切分，使素材中所包含的所有因素都能出现在系统之中，

符号意义便是由此而来的一种秩序[5]。可以看出，大多成功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产品都是恰到好处地运

用了符号修辞法，把握住了产品设计的本质所在，而不是完全从形式出发，为了形式而形式。在感性消

费时代，更重要的是根据使用者的情感需求选择不同修辞手法进行产品设计，设计师不仅要使其具有独

特的视觉特征，同时具有内涵意义，并且与消费者的心理产生共鸣。同时，产品趋于同质化越来越严重，

选择合适的修辞手法有助于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助于产品品牌的形成。在实际设计中，如何使产品实

现这些要求，除了要考虑市场、消费者、文化等因素外，更需要设计师用特定的表达方式和思维去实现，

修辞法就是设计师可以借助的有效途径[6]。 
两类视频 app图标样本根据修辞方法进行分类，见图 3，综合类视频 app因其内容的综合性缺乏特色，

在图标设计的符号选择和应用上以简约大方为主，因此常采用替换或符合形式的借喻和双关的修辞手法

设计图标；垂直类视频 app 自身特色相对突出，设计时符号选择灵活难度低，修辞方法多采用比拟修辞，

修辞运用相对较为灵活多变。 
 

 
Figure 3. Rhetorical methods 
图 3. 修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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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色彩选择 

图标色彩呈现对用户的黏度有一定影响。人对于色彩、图形的敏感性是远大于文字的[7]。Icon 的视

觉色彩呈现应有象征性。日本色彩学专家大智浩，曾对包装的色彩设计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在《色彩设

计基础》一书中提到，消费者对一件包装设计作品并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受，而是伴随视觉传达产生的心

理反应。Icon 就像 app 产品的包装和形象的概括。如提到微信你肯定第一反应是绿色，有和平和健康的

感觉，淘宝的第一反应是橙色，有热情向上的感觉，刺激用户消费。当用户形成条件反射时，自然对 app
有较高的粘性。 

按照渐变颜色的方式将样本排列在一起，见图 4，不难看出图标设计颜色一般不会超过三种，多数

为以一种颜色为核心的两种颜色搭配或一种颜色不同饱和度之间的搭配，给用户的视觉感受清晰且整体，

有助于加深图标的用户心理印象；将排列好的图标进行模糊和像素画，可以从宏观上看出视频类 app 图

标设计在颜色的选用上多选用以“红黄蓝”三原色为基色的饱和度、明度都相对较高的颜色，三原色是

所有色彩中最基本最纯粹的颜色，给人以轻松活泼的心理感受，且运用高明度和高纯度的色彩，增加用

户视觉刺激，有助于形成用户的条件反射，同时也刺激用户对 app 的使用率。美国流行色彩研究中心的

一项调查表明，人们在挑选商品时候存在一个“7 秒钟定律”：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只需 7 秒钟

就可以确定对这些商品是否感兴趣，在这短暂而关键的 7 秒钟内，色彩的作用占到 67%，成为决定人们

对产品好恶的重要因素[8]。好的色彩选择自然有助于发挥图标对于 app 的敲门砖作用。 
 

 
Figure 4. Color induction 
图 4. 色彩归纳 

4. 结论 

首先，在符号来源意义的选择上，两类视频 app 的共同点多会选择三角播放键这类具有通识性的象

征符号作为图标的主形或副形与自身特色相结合。综合类视频 app 图标多采用简约概括的符号形式，简

洁明了，辨识度高，虽略显简单却有非常有机的设计结合形式，更凸显其设计感和综合性质。垂直类视

频 app 图标则多采用更具有自身特点的特殊图像型符号形式，丰富多姿，识记度高，设计相对灵活多变，

更突显其特色和垂直属性。 
其次，在符号修辞手法的运用上，综合类视频 app 常采用借喻和双关的修辞手法设计图标；垂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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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app 修辞方法多用比拟修辞，运用相对较为灵活多变。 
最后，色彩上，视频类 app 多会选择纯度明度都相对较高的“红黄蓝”三原色为基础进行设计，且

数量一般不超三种。 
视频类app图标设计在整体上都较以往更加的简洁清晰，在可视化的程度上不断的进行创新和改进，

无论是从形式、意义、方法还是色彩上，都注重其本身的直观程度，其目的只有一个，吸引用户更有兴

趣去探索这个应用，对于未来的视频类图标设计走向，也始终不会脱离其自身的目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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