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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社会的高速运转，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有声读物成为人们阅读书籍的重要方式之一，逐渐融

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在社会受到一定的关注。近年来，有声读物平台发展迅速，拥有较为广阔的市场

前景，众多有声读物APP涌现。然而，目前较多有声读物APP在设计层面仍面临一定的困境，如界面设

计不够完善，使用场景设计较为单一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文章通过引入有声读物的概念，结合微信听

书APP，梳理微信听书APP的设计特色，着重探究微信听书APP设计层面存在的困境，进而提出对应纾

解对策，以期为有声读物APP的设计完善提供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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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gh-speed oper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udio book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people to read books, and have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daily life, and received certain attention in the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audio book platform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has a broad market prospect, and many audio 
book apps have emerged. However, at present, many audio book apps still face certain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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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design level, such as the interface design is not perfect, the use of the scene design is rela-
tively simple and other problems. In this context,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audio books and 
combining with Wechat Listening APP,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Wechat 
Listening APP,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design of Wechat Listening APP, 
and then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ideas for the 
design improvement of audio books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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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得益于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阅读的载体由传统书籍拓展到智能手机等可移动终端，人们的

阅读方式更加多元化，数字阅读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声出版逐渐受到人

们欢迎，各种有声出版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持续稳定增长，成年国民数

字化阅读倾向进一步增强，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80.1%。成年国民会通常会选择多元化的载体进

行数字阅读，其结果显示 77.8%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71.5%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

26.8%的成年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21.3%的成年国民使用平板电脑进行数字化阅读[1]。 
在此背景之下，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引入“有声读物”的概念，对微信听书 APP 进行剖析，

厘清微信听书 APP 设计特点，探究其在设计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突破路径。 

2. 概念界定 

2.1. 有声读物 

有声读物是指“有声音的出版物”，英文译作“audio book”。《辞海》中有声读物的定义是：录制

在磁带里的出版物，即能发出声音的“电子书”[2]。第一部有声读物诞生于美国，起初通过唱片形式刻

录语言教学内容，美国有声读物协会对有声读物的定义也因此被公认为最权威的，该机构认为有声读物

是指“其中包含不低于 51%的文字内容，复制和包装成盒式磁带、高密度光盘或者单纯数字文件等形式

进行销售的任何录音产品”[3]。 
我国有声读物发展之初主要以磁带和光盘为载体，伴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有声读物逐渐呈现便

捷化、移动化趋势。现如今，有声读物可以通过各种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为人们提供声音盛宴。因此，

美国有声读物协会有关于有声读物的概念，在当下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扩充。 
由于当前有声读物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学者对此概念暂无统一定论。学者孟丹丹在学习总

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之上，将移动互联时期的有声读物界定为：以移动智能终端、光盘、磁带或其他音频

方式为载体，以“耳朵听”代替“眼睛看”为阅读方式，以纸质图书为文本或原创独立策划内容，可通

过在线收听、下载收听或播放器收听的录音制品[4]。学者施琪蓉将有声读物定义为完全遵循书籍原文，

逐字朗读的有声书产品，以及在书籍原文的基础上由朗读者加入口语化表达或改编后录制的有声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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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AI 语音和真人颂播的有声书、讲书、广播剧等[5]。 

2.2. 有声读物 APP 

APP 为英文 Application 的简称，指的是安装在智能设备上的应用程序。有声读物 APP 是指针对有声

读物的生产、集合、营销提供运营服务和技术支持应用程序，目前国内头部有声读物 APP 主要有喜马拉

雅 FM、得到、樊登读书、微信听书等。有声读物 APP 有效运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整合文字、音频等资

源，建立较为完备的有声读物产业链，借助智能终端、收听软件等设施，实现录音、听书、分享等功能，

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 

3. 微信听书 APP 设计特色 

3.1. 内容设计策略：整合优质内容资源 

近年来，随着有声读物平台、智能手机、电子阅读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人们愿意为知识付费的意

识不断增强，有声读物用户群体随之不断壮大。有声读物平台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相比，能够为广大读

者提供了更为便捷、丰富的书籍内容。 
微信听书是微信官方听书应用，该产品与 2020 年 12 月上架，可以收听有声小说、书籍和各类音频

节目[6]，该平台依托微信 APP，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成为目前国内重要的有声读物 APP。 
一般来说，有声读物 APP 中图书资源主要分为实体出版物中的有声类产品和以在线的音频内容。在

微信听书 APP 中，可供阅读的资源丰富多元，在平台储存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以满足不同

年龄段和职业人士的阅读需求，其内容涉及文学、政治军事、历史、心理学、哲学，商业经济等方面。 
近年来，各种有声读物平台不断涌现，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各大平台设计

所要思考的问题。优质的内容资源是保障平台稳定发展的“定心石”，微信听书 APP 凭借优质的内容资

源，使其在大量同质化的平台中脱颖而出，得到不少使用者的信赖。 

3.2. 盈利设计策略：打造会员精选栏目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声音景观与听觉文化互相交织，促进了耳朵的苏醒、延伸与消费，催

生了“耳朵经济”的崛起。在耳朵经济市场中，有声读物的消费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推动其经

济增长的主力军。 
目前，有声读物 APP 最常用的业务模式为会员付费，这一模式也被微信听书 APP 所采用。在用户第

一次下载注册微信听书时，可以参与“每周一抽”的活动，即有机会获得会员体验卡，会员体验卡时长

为 30 天，在此期间用户可在平台中体验会员享有的各种福利。这种设计模式不仅可以使用户更好地了解

该应用程序，而且可以不断提高用户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用户黏度。试用结束后，用户如果想继续

使用该服务，微信听书 APP 会采用收费模式，提供用户三大特权，其一为会员可获得全场无限畅听权限，

其二为会员可享受专享专辑，其三为会员可以享受订阅无上限的福利。 
微信听书 APP 的会员有三种开通形式，月卡费用为 25 元，季卡费用为 50 元，年卡则是 168 元，在

价格设计层面与同类型产品基本持平。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增长趋势，消费结构不断转型，

人们为知识付费的意识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微信听书的盈利设计策略，比较容易被广大用户接受。 

4. 微信听书 APP 的设计困境 

4.1. 界面设计弱化 

与同类产品相比，微信听书 APP 存在着界面设计弱化的不足。首先，微信听书 APP 首页内容过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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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只分为“推荐”和“分类”两个页面，缺乏一定的引导功能。其次，微信听书 APP 分类标题较多，

但缺乏权威的分级标准，导致可能存在分类资源不均衡的情况。最后，微信听书 APP 整体设计风格较为

单一，与荔枝 APP、小宇宙 APP 等同类平台相比，不具备突出的元素和记忆点。 
根据艾媒咨询统计数据显示，有 52.5%的音频用户购买音频产品时，会考虑“界面设计”这一因素，

“界面设计”是在线音频使用者衡量音频产品的一项重要指标[7]。因此合理的界面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不仅能够体现出有声读物产品的品质，还能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感，增强用户黏性。微信听书 APP 要

想得到长远发展，需要加强对界面设计的重视程度，对软件版面进行定时优化，以新颖的版面设计和贴

心实用的功能导航来吸引用户，不断提高用户对微信听书 APP 的体验感。 

4.2. 使用场景设计单一 

在数字阅读的大背景之下，用户使用有声读物的便捷性不断提高，但仍存在使用场景设计单一的弊

端。用户使用有声读物平台受到个人兴趣、时间、场景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单一要素如果得不到满足，

用户就会减少对平台的使用频率。 
在微信听书 APP 中，目前尚未形成有声读物内容与时间、用户地理位置等数据相匹配的智能化调节

功能，存在使用场景设计单一的短板。例如在上班、吃饭或休息等时段，其背景音乐的风格、音频语速

等氛围并没有随着场景的变化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上下班通勤场景、居家场景、夜间场景、学习场

景、运动场景和亲子场景为有声读物消费的主要场景，因此需要结合不同场景特点进行内容推荐的优化

和内容模式的智能调适[8]。微信听书 APP 目前仍未针对几大通用的场景，开发出相应的场景功能面板。 

5. 微信听书 APP 设计的突围路径 

5.1. 界面设计：形式服务于内容 

对于有声读物 APP，界面设计是一项尤为重要的工作，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当下数字

化阅读不断进步发展，有声读物的用户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APP 要不断优化界面设计，其页面审

美和使用功能都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迭代，满足用户使用需求，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数字阅读市场中站稳

脚跟。 
微信听书 APP 要做好界面设计，使其形式服务于内容，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第一，在用户调研方

面，深入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把用户对平台的功能、设计、外观等合理需求整合到界面设计中，在对

用户的使用环境和浏览习惯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界面设计。第二，在交互设计方面，

尽量降低不必要的信息流对用户注意力的干扰，为用户构造一个专注的听觉空间，让用户能够快速检索

并精准找到自己所需的音频内容，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持续提升用户的黏度。第三，在界面设计方面，

应本着简便、实用的原则，频道和版面内的图文应删繁就简，尽量减少色彩艳丽、图像杂乱等不符合规

范的专辑封面。对于分类不够清晰、导航不够明确的部分页面来说，微信听书 APP 应对其形式布局和内

容分布进行合理安排，设计兼具美观与实用性的页面，为用户提供愿听、爱听、耐听的音频内容。 

5.2. 场景设计：打造专属信息空间 

在现如今的新媒体时代，用户对个性化需求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由此催生了算法为核心的信息服务

技术，为用户打造专属的信息空间，可以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感。因此，微信听书 APP 应对用户的使用

场景进行优化，以满足其个性化的信息服务需求，具体设计思路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 
第一，微信听书 APP 需搭上技术的“便车”，将大数据计算、人机交互与混合现实等为支撑的媒介

场景，进一步嵌入用户的生活场景，不断提高用户体验，增加用户黏性。搭建人机共“声”的多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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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衔接学习、工作、休息等不同的使用场景，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个性需求。 
第二，微信听书 APP 应精准定位，构建用户画像，精准匹配用户需求。平台定期开展市场调研，深

入了解行业环境，应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的使用特征和使用喜好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

用户特征，探索基于用户中心的智能化推荐系统，通过设定更加完善的阅读标签，达到个性化定制。与

此同时，要对关键字进行精炼，以增强声音的甄别能力，使之尽可能地为使用者提供便利。 
第三，微信听书 APP 可以打造智能适配场景，更好为用户服务。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如

何匹配用户个性化需求，打造智能化适配场景成为有声读物平台的突围路径之一。平台可以适当划分阅

读场景，可依据不同用户群体的阅读喜好，不断丰富读物素材，并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智能化调节播

放进度、节数、语言表达方式及收听时间，以更好的为用户服务[9]。此外，微信听书 APP 可以根据观众

的个性化需求，开发出更多的衍生产品，这不但可以为用户创造专属的信息空间，进一步提高用户的使

用黏性，还可以推动衍生产品的工业化生产，促进平台长远发展。 

6. 结语 

在数字阅读的背景之下，有声读物平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文章

通过分析微信听书 APP 的设计策略，厘清其目前设计层面的发展困境，提出微信听书 APP 可以从界面、

场景这两个层面同时发力，不断提升有声读物的质量，让平台的整体设计变得更加高效、简洁，为用户

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以期让平台设计所产生的高附加值，能够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促进有声读物平台

健康有序发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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