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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用户场景交互的视角出发，分析当下热门的抖音短视频APP交互界面设计的特点，并提出基于场

景交互体验的短视频APP交互界面设计策略。总结出短视频APP在界面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用户在视觉形

式、交互内容、交互行为等多种体验场景层面的需求，同时，营造良好社交互动氛围，注重用户情感价

值，增强用户的体验度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提升抖音APP产品的用户黏性和商业价值有所助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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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scenario intera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active interface design of the currently popular TikTok short video APP, and proposes a short 
video APP interactive interface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scenario interactive experience. It is con-
cluded that the interface design of short video APP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needs of users in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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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us experience scenarios such as visual form, interactive content, and interactive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create a good social interaction atmosphere, focus on user emotional value, 
and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will help improve the us-
er stickiness and commercial value of TikTok APP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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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 5G、AIGC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社交娱乐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来单一的静态图片、文字等互动方式难以满足当下人们对于社交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将文字、图片相

结合的动态视频化表达形式获得了大众群体的喜爱，因此短视频传播快速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期间以抖音、哔哩哔哩及快手为代表的知名短视频平台发展迅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的数据表明，截至 2022 年 12 月，短视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十亿，用户使用率高达 94.8%。2018~2022
五年间，短视频用户规模从 6.48 亿增长至 10.12 亿，年新增用户均在 6000 万以上，其中 2019、2020 年，

受疫情、技术、平台发展策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年新增用户均在 1 亿以上。同时，用户使用率从 78.2%
增长至 94.8%，增长了 16.6 个百分点，与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即时通信)使用率间的差距由 17.4 个百分点

缩小至 2.4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短视频已呈现出全民化应用趋势[1]。
同时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短视频产品风格同质化严重，平台社交互动性不强，用户体验感较弱等。因

此如何打造短视频 APP 产品的差异化发展，提升用户的交互体验是文章的研究重点。 

2. 场景交互理论的概述 

(一) 场景与交互设计的关系 
场景之于交互设计是对用户行为过程的综合描述。卡罗尔提出了基于场景的交互设计思想，强调设

计焦点应定位于描述什么用户将使用某系统来完成任务[2]。场景理论和交互设计理论的结合，形成了场

景交互设计理论并应用于设计实践，如图 1。 
 

 
Figure 1. Scene interaction design theory 
图 1. 场景交互设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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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Scenario)”一词原本来源于戏剧用语，其解释为：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发生的一定的任

务行动或因任务关系所构成的具体生活画面，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剧情内容的特定过程[3]。随着智

能终端的出现和互联网产品的普及，场景不在简单地指真实的物理空间，常常与社交、娱乐、游戏等互

联网行为联系在一起，被称之为应用场景[4]。此外，新兴技术塑造出新的媒介，而新的媒介不断衍生出

新的应用场景，新的应用场景必然产生新的交互行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设备和移动应用使人们

的时间变得碎片化，应用场景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并且伴随着场景的多样化和移动化发展，新的互动

方式和行为也不断地涌现和变化，例如，手机位置服务功能(LBS)应用催生了基于地理位置的移动视频社

交——陌陌，触摸屏的普及带动了“左右卡片式滑动实现配对”的社交软件——探探，手机设备摄影、

摄像等技术功能的不断完善和移动 5G 网络技术的发展，让每个人都可以制作清晰画面的视频，只需一

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在多种不同场景下进行短视频的上传、分享和浏览[5]。正因这些技术条件的不断发展

创新，为“抖音 APP”等短视频应用平台的兴起创造了客观场景条件。因此，“场景交互理论”对于交

互设计、用户体验等方面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场景交互设计的内涵 
随着场景时代的到来，促进了用户主流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度变化。同时场景

交互设计改变了传统设计思维中把“物”作为设计对象的理念，开始导向研究特定环境下场景与人产生

的互动行为关系。即如何通过搭建特定的场景，建立用户与产品间的联系，促进两者之间能够产生良好

的互动，给予用户沉浸式体验或激发用户特定的行为。最终实现从用户需求转换到产品功能的自然过渡。

总体而言，场景交互设计就是基于特定场景，通过某一种体验来促成足以平衡设计主客体价值关系的事

件[6]。它关注的是在特定的使用场景中，用户如何与产品或系统进行交互。 
该理论主要强调考虑用户在特定背景下的需求、目标、任务和环境，以便为他们提供更加自然、高

效和愉悦的交互体验。场景交互理论通常会考虑用户的情境、行为和反应，以及他们在使用过程中的感

受和期望。 

3. 抖音用户需求的客观场景分析 

是否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场景是评判一款好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依据的判断则需要具备客观

真实的数据支撑，进而使设计具有科学性。客观依据主要取自于对用户行为进行洞察、大数据统计以及

对用户行为本质的分析[7]。抖音 App 根据场景交互理论，满足了用户在不同情境下的多样化需求，以下

为抖音用户需求主要场景分类。 

3.1. 普通浏览用户情景 

普通浏览用户占据抖音 APP 主要的受众群体，他们即是短视频的接收者也是评论者。这类用户在使

用抖音时主要是在休息时间或碎片时间浏览视频，打发无聊时间和放松心情。他们的需求场景不局限在

休闲娱乐方面，还会通过搜索浏览教育、知识分享等相关的短视频进行学习和知识获取等。针对这类用

户群体的需求场景分析，抖音创新了一种基于用户画像视频推荐机制，结合 AI 智能推荐算法，精准的给

用户推送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同时加上 15~180 秒不等时长的短视频时长限制，符合了当下信息爆炸和快

节奏生活带来的碎片化信息传播的需求，所以多数用户都能耐心地把感兴趣的视频看完，而且会沉浸于

短视频的海洋之中。同时，抖音 APP 增添了社交场景功能，用户可以进入附近界面寻找身边有趣的朋友，

还可以通过分享、点赞、评论、关注以及加入粉丝团等方式与创作者进行互动，以此拉近用户间的距离。 

3.2. 内容创作用户情景 

这类用户有较强的目的性，他们即是视频的接收者也是传播者，拥有传播者的身份，并有成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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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的潜质，他们玩抖音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才艺、生活、特长或有趣的一面来获取关注度，

对于他们而言，更渴望自己的作品能获得更多用户的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以及粉丝量数等数据方面

的增长。另外还有一类 PGC 用户，他们主要是从事专业生产内容，需要不断创作出优秀且富有创意的短

视频内容。作品一般为原创，更注重版权与内容的创新性，确保内容价值与竞争力。但是如今从事短视

频创作的用户越来越多，这些创作者已不是当初纯粹根据兴趣爱好创作内容得到粉丝的关注从而赢得内

心的愉悦感，现在大多的视频创作者通过视频内容以及 APP 相关功能获取经济效益，慢慢的将视频创作

的行为变为现代人俗称的新媒体工作。 

4. 场景交互视角下抖音 APP 交互界面设计分析 

交互设计原则是关于形式、行为与内容的普遍适用法则，促使产品行为支持用户目标与需求，创造

积极的用户体验[8]。短视频应用场景交互设计中，形式层面更多关注的是交互界面和视觉元素对于场景

的渲染力和表现力，内容层面则更侧重于场景信息的传达和产品功能的有效实现，而行为是场景交互的

设计对象和核心内容，行为层面主要考察场景如何与用户产生行为上的互动[9]。 

4.1. 界面视觉形式场景分析 

首先，对抖音 APP 的场景交互设计中界面视觉形式上进行分析，其包括视觉美感、界面完整性，以

及形式上的感染力和表达力。抖音 Logo 设计的灵感来源于“抖音”首字母“d”与五线谱中的音符元素

融合，运用故障艺术(Glitch Art)中的“错位”的形式表现，这种“幻影”的动感姿态，与其“音乐”属

性相符合。背景则选用了简洁的黑白搭配，有助于加强用户的沉浸式体验感受，黑色背景也增强了 APP
在手机上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以深色背景为主，在页面局部添加了彩色鲜艳的功能图标和话题标签，

形成强烈对比，呈现出时尚、动感的视觉效果。整体看来，APP 的界面简约且时尚，扁平化的设计让整

个交互界面在视觉上具有简洁清新的格调，符合当代年轻化群体的审美需求。 
其次，粉丝在直播间“刷礼物”与主播互动也是重要的交互场景之一，因此抖音结合用户需求进行

视觉以及交互行为层面的延展。设计出时尚精致、深受用户喜爱的虚拟礼物，并匹配酷炫的特效，提升

用户对虚拟礼物的价值感知和“刷礼”体验。不同类别的直播场景产生了多样化的用户喜好，根据不同

用户场景的需求特征，将礼物元素设计出多种样式来满足用户差异化的需求。例如“鲜花”、“红包”、

“大啤酒”、“嘉年华”等。其中价值 1 抖币的礼物用户接受度和使用率较高，因此礼物的名称和款式

设计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例如“玫瑰花”、“小爱心”、“抖音符”等礼物。基于用户认知惯性和直播

礼物真实的价值属性，直播间打赏的礼物设计采用拟物化风格表现。拟物化风格的设计元素主要取材于

现实生活场景，用户通过图形便可直观的理解虚拟礼物的价值与意义。另外，拟物化风格在质感表达上

具有很大优势，能够提升用户对礼物的价值感知和认可度[10]。同时，礼物之间的形态差异较大且种类多

样，但可以看出每样礼物都有精心设计，体现出了独特的个性和较强的识别性。礼物在色彩搭配上也较

为丰富、和谐，营造出活跃喜庆的氛围，激发了用户在直播间互动刷礼物的欲望。礼物送出后界面会显

示礼物款式和数量以及送礼用户的名称，同时还会出现炫酷地虚拟特效等。这种即时有趣的互动带给用

户较大的情绪反馈，如图 2。 

4.2. 场景交互内容与行为场景分析 

首先，交互设计在内容层面主要是指功能逻辑和信息架构的设计。如图 3 抖音信息架构主要分为 9
支脉络：首页、朋友、消息、我、商城、关注、拍摄制作、团购和经验。每一支脉络都对应着不同的体

验场景，概括来说，在首页浏览视频，“我”包含个人资料，在消息里聊天互动，“关注”里主要为自

己喜欢的用户或好友，商城页可以选购喜欢的商品或自己带货、售卖商品等，视频制作可以进行创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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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直播等，功能场景分类清晰明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精准的找到相应的操作需求等。其次，辛

向阳老师在《交互设计：从物理逻辑到行为逻辑》中提出交互行为五要素，即“用户、场景、行为、工

具或媒介、目的”[11]。 
 

 
Figure 2. Interactive interface of TikTok APP 
图 2. 抖音 APP 交互界面 

 

 
Figure 3.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TikTok APP 
图 3. 抖音 APP 信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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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互行为层面，抖音 APP 创新了很多富有创意的交互功能。图 4 展示了它的操作交互方式和界面

设计，结合不同用户需求的角度都细致的做到了良好的用户体验，挖掘用户的真实需求，精准地实现了

结合用户需求的交互功能。应用场景不同，用户与产品之间产生的交互行为也发生变化，用户浏览视频

时 APP 界面以深色背景单列信息瀑布流的形式呈现，如图 4 通过拇指上下滑动翻阅浏览下一个视频或者

返回上一个视频，向左滑动则直接看到作者主页，双击屏幕点赞，单击屏幕播放或暂停，长按视频会出

现不感兴趣的选项，点击之后会减少同类视频的出现。向右滑则可以进入抖音的商城、关注等界面。这

种无意识的交互方式操作起来简单、灵活，不用去找特定的按钮即可完成想要的操作，大大降低了用户

的学习成本，而且减少了视频播放界面过多的信息干扰，随即切换，能让用户保持持续性、沉浸式观看

视频体验。由于大多数用户大都是右手使用手机的习惯，便于拇指去触控，所以将评论，点赞，收藏以

及转发等功能按钮设在了屏幕右侧。用户不仅可以自由地翻阅视频，还可以便捷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

法，以此增强的参与体验。播放页面可双指反方向滑动放大，对于手机尺寸过小或视力问题的用户而言

是一个很好交互方式。然而，繁多的手势操作也带来一些问题。若软件未有提示，许多用户可能会因为

不了解这些操作方法产生一些误操作。因此，为了提升用户体验，抖音需要设计出适当的提示。另外，

抖音 APP 为单视图模态，视图中含有相应的用户要素。单视图模态的优点在于不需要在界面点击选择自

己想看的视频，能够吸引浏览用户的注意力，虽然不需要点击查看视频内容，但是会导致用户长时间浏

览不感兴趣的视频，从而降低用户期待；在视频创作的场景功能设计上，可以与智能新技术工具类平台，

如 AE、爱剪辑、剪映等剪辑工具，打通内容与技术的结合，提高作品的质量和效率。抖音在拍摄页面都

设有美颜、滤镜等功能，同时还设有视频卡点制作功能，只需要用户将图片或视频上传，抖音自动根据

背景音乐把素材制作成时间长短不一的视频内容。视频创作页面上方还设有热门话题，供引导用户创作

高质量且有话题感的作品，以便于平台筛选推送。抖音在视频推荐内容上设有购物车功能，视频界面的

下方提供单件商品的链接，并设置了另外的指引入口，帮助用户快速进入种草内容，最大限度发挥其推

荐价值，不仅在视频内画面上设有推荐入口，可以让用户精准的搜索，大大缩减了用户的搜索时间，提

高了用户使用效率等。 
 

 
Figure 4. Interactive interface of TikTok APP 
图 4. 抖音 APP 交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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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景交互理论视角下的短视频 APP 界面交互设计建议 

5.1. 增强观感体验，构建沉浸式场景 

短视频应用中，提升观感体验来促进用户体验和平台活跃度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在视觉感官体验场

景方面，需简化界面，并且设计层次清晰，符合用户行为习惯和心智模型的页面布局和结构，主要信息

和次要信息有鲜明的层次关系，减少观看时的冗杂信息，提高信息传达的效率，提升用户使用时的舒适

度；其次在交互感官场景，应简化功能、减少多余操作功能，增强用户与视频的互动反馈的动态效果；

在内容方面应创新视频推送机制，保持内容的新鲜感，可考虑借用 AIGC 人工智能创新协同等方式完成

内容生产促进视频内容的差异化，同时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虚拟与现实的结合，实现沉浸状态。例如，

将视觉模拟技术更深入地应用到各种体验场景中，同时让用户感受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双重体验等。 

5.2. 营造社交氛围，提升互动体验 

罗伯特·斯考伯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中指出，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会将其地理位置、

选择偏好、以及生活追求都会表现出来。而在场景传播中，经常依据社交数据来推断用户的行为特征和

需求，以此来进一步加强场景与用户之间的连接。因此，场景的细分并非仅局限于技术或者物理层面，

社交氛围也是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12]。而对于抖音 APP 来说，该平台本身具有天然的社交属性，如果

能利用好平台别的自身优势，准确地抓取用户的偏好、行为惯性等重要信息，并根据这些用户的行为特

征构建出新的社交场景，让用户能更加沉浸的参与社交互动，以此促进良好的社交氛围，则能大大提升

用户的体验度和参与度。因此，增强其社交互动氛围，也是设计师应该重点思考的部分。例如，在操作

交互行为上做出创新，简化视频制作的流程，在作品的点赞、评价反馈、粉丝互动等方面应设计出更多

趣味性创新，同时提高分享到其他社交平台的便捷性，促进作品的矩阵化传播，增加博主作品的曝光率。

其次，平台应该鼓励用户积极参与社交互动，引导和支持不同风格类型的用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创作，促

进平台优质内容的多元化，从而带给用户更深层次的参与度和体验度。 

5.3. 注入情感化体验，丰富心理场景 

一个优质的短视频 APP，应该能给用户带来一定的情绪价值。信息传递、人机交互及平台运营是短

视频 APP 功能架构的重要部分，注入情感化元素，唤起用户的情感记忆，激发用户的情绪反应。对于促

使用户在其中获取情感体验价值，丰富心理场景的建设，提高用户黏性具有重要意义。情感记忆是指人

们往往对一些熟识的产品，熟悉的人，曾经生活过的环境拥有特殊的情感和比较深刻的记忆[13]。在场景

交互设计过程中，要求遵循用户熟识事物的发生逻辑，尝试添加记忆中的情感化元素，抓住用户内在真

实的情感需求，亲近用户、拉近距离，使用户从中获得美好的情感体验，最大程度地使用户对应用产生

归属感，使用户与APP之间产生情感联结。如在APP的界面交互中增加一些日常有趣的生活化记忆场景，

并以巧妙地方式生动形象地再现，当用户使用 APP 应用时，能再次处于记忆场景便会激发用户重温过往

的行为反应，只有最贴合现实的场景才能唤起用户的情感共鸣，符合用户行为逻辑的场景转变才能使与

用户的互动更加趋于自然。 

6. 结语 

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短视频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这也促进了短视频应用产品的发展与普及。该文章以抖音短视频 APP 为研究对象进行分

析，提出了基于用户场景交互理论的视频 APP 界面交互和视觉设计的建议。未来场景时代，只有了解用

户真实的需求场景，挖掘用户潜在需求，以提供更沉浸式、个性化的用户体验。将用户核心，优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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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以适应不同场景，才能促进产品的用户黏性，提升短视频 APP 的产品竞争力。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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