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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老龄用户的视觉认知特点与行为习惯，探讨了适合老龄用户的APP界面交互设计原则，旨在

为此类界面交互提供可行性建议。通过对国内外老龄用户APP界面交互设计理论的比较研究，运用老年

人在视觉感知、注意力、记忆、思维方面的视觉认知特性，总结出适合于老龄用户的APP界面交互设计

策略，并将其应用于项目实践。通过具体案例的设计实践，初步验证了老龄用户视觉认知特征的研究在

APP界面交互设计中的适用性，提出符合老龄用户视觉认知特征的设计策略，为适老化界面设计提供思

路，从而帮助老龄用户设计出更符合需求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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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visual cog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al habits of older users, this study dis-
cusses the principles of APP interface interaction design suitable for elderly users, aiming to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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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such interface interaction. By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o-
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n APP interface interaction design for older users, this research 
utilizes the visual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in aspects of visual perception, attention, 
memory, and thinking. It summarizes strategies for APP interface interaction design that are ap-
propriate for older users and applies these strategies to project practice. Through the design prac-
tice of specific cases, the research preliminarily verif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studies on older users’ 
visual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in APP interface interaction design. It proposes design strategies 
that align with the visual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older users, offering insights for age-friendly 
interface design. This, in turn, helps in designing interfaces that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older us-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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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智能化生活的普及，移动应用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人们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现有的 APP 设计往往偏向于年轻人群体，忽视了老龄用户的独特需求。据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25,402 万，占总人口的 18.7%，这也意味着我国老龄化

问题日益严峻[1]。这一现象的出现导致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但由于各项身体机能的

退行性变化，老年人在视觉感知、注意力、记忆等方面的视觉认知特征与年轻人有较大的不同。市面上

的一些适老化 APP 在设计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老龄用户的视觉认知特性来进行产品的设计。老龄用户群

体在移动网络应用方面的设计需求被忽视，也会间接导致老年人产生跟不上时代的沮丧心理和失落情绪。

因此，本文将根据老年人的视觉认知特征来研究适合于老龄用户视觉认知特性的 APP 界面交互设计方法，

并运用具体的设计实践案例来进行理论的验证，给适老化移动 APP 界面交互设计提供灵感和思路。 

2. 国内外老龄用户 APP 界面交互设计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在过去的几年内，国内对适老化的设计持续关注，在 2020 年 12 月 4 日，工信部发布《互联网应用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为着力解决老年、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使用互联网等智能技

术时遇到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关整改建议[2]。在 2021 年 4 月 6 日，工信部发布《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

设计规范》以及《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3]，对网站和移动应用适老化的设计提出

了详细的设计建议，这也为国内众多企业设计适老化应用产品时提供了宝贵的设计规范指导。国内的一

些 APP 也陆续开始对产品进行“适老化”设计，以帮助老年人更方便、安全地使用信息技术。一些已经

推出的“老人版”产品包括滴滴老人打车、支付宝长辈模式、百度大字版、今日头条大字版等。很多设

计公司都会重新发布一个基于原 APP 设计基础上的适老版本重新发布到应用市场，供老年下载使用。虽

然各家公司有意识地设计适合于老年人的应用软件，但此类软件多数只是将自己原有的 APP 界面中的内

容减少，字体放大，忽略了老年用户的审美需求。相比较于适合成年人的丰富多样的移动 APP 应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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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老年人选择的软件却寥寥无几。 

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研究者在对老龄用户的 APP 设计中则显得更有针对性，并且设计更加丰富。德国的研究者开

发了一种基于用户模型的方法，可以预测老年用户的界面设计需求，并根据这些需求自动调整界面设计。

这种方法有助于提高老年用户使用移动设备的满意度和效率。由美国老年人协会(AARP)开发的，一款软

件“AARP Now”主要面向美国的老年人群体。这款软件可以提供新闻更新、当地活动、特殊优惠以及

会员福利等信息。它的设计理念是，考虑到老年人可能对新技术不太熟悉，所以采用了直观、易于导航

的用户界面，让老年人可以方便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色列的一款名为“Medisafe”的软件是一

款帮助用户管理药物的应用。考虑到老年人往往需要管理多种药物，这款应用可以提醒他们何时服药，

还可以跟踪他们的药物库存，以便及时补充。此外，Medisafe 还可以同步到用户的医生或家庭成员，让

他们可以监控用户的药物管理情况。 
在老龄化问题加剧的今天，移动软件的设计也应该要考虑到老龄用户这个群体，他们也是社会中的

一份子，让移动电子设备成为老龄群体的得力工具，提升老年人对电子设备的使用体验。 

3. 老龄用户视觉认知特性 

3.1. 视觉认知概述 

视觉认知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神经过程，它涉及到从环境中获取视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我

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视觉认知不仅是关于感知和记忆，它还包括注意、认知和理解。这个过程起始

于眼睛接收到外界物体反射的光线，经过视觉系统的初步处理，将视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并传输至大

脑。在大脑中，一系列的神经活动，如联想、想象等，对这些视觉信息进行深度加工，这种加工过程基

于我们的隐性记忆，从而形成对外部物体的具体认知[4]。视觉认知不仅限于初步的视觉接受，它更深层

次的涵义在于如何将视觉经验转化为心理经验，以及如何将这些心理经验用于指导未来的视觉行为。在

这个意义上，视觉认知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视觉、认知、心理和行动四个维度之间的动态相互转换过程

[5]。 

3.2. 老年人视觉认知特性 

老年人群的视觉认知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生理性衰退，致使他们在视觉认知过程中展现出一系列

限制性的表现。吴剑锋[6]、郭凤香[7]、李孝明[8]等人的研究得出老年人的视觉认知特点主要存在于视觉

感知层面、注意力层面、记忆加工层面和思维层面。本文将基于这些学者已得出的研究结论进行进一步

分析，从视觉感知层面、注意力层面、记忆加工层面和思维层面分析老年视觉认知特性，并提出一些对

界面设计的意见，从而为适老化界面交互设计提供更多设计思路和参考。 

3.2.1. 视觉感知层面 
随着人进入老年阶段视觉功能也开始衰老，这表现在多个方面：角膜直径缩小，曲率半径增大，视

网膜变薄，光感受器和视网膜神经元数量减少；瞳孔直径缩小；晶状体体积增大，弹性降低，开始硬化。

这些生理性的变化导致人眼的调节、聚焦能力减退，从而难以看清较小的物体，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较大

的字体和图标，这些元素更容易看清楚。此外他们对颜色的辨别能力也开始下降，对比度的感知也可能

会减弱。老年人容易出现一系列视觉疾病，包括散光、远视、老花眼和角膜炎等。他们的对比敏感度以

及对光的反映敏感度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达 80 岁时，这些敏感度几乎接近零[9]。另一方面，老

年人的视野缩小，景深感觉减弱，视知觉敏感性降低，还容易发生视错觉。因此在设计中增加除了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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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之外的刺激，由多感官认知引导老年人操作界面。 

3.2.2. 注意力分配层面 
老年人的注意力分配能力也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老年人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复杂的视觉场

景，特别是那些包含多个元素或者需要进行多任务处理的场景。在注意力分配方面，老年人在处理复杂

视觉任务时，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移动应用设计中，这意味着应该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界面

设计，并且应尽量减少需要同时处理的任务数量。同时要关注老年人注意力难以集中的问题，容易受环

境等因素的干扰。老年人对多个信息的同时处理能力较差，但对单个信息的处理持久性较高[7]。因此在

设计中除了要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分散老年人的注意力之外，还要在设计中运用多感官的刺激吸引老年人

的注意力。 

3.2.3. 记忆效能层面 
在老年群体中，记忆效能的退化是一个明显的现象，尤其是短期记忆转换为长期记忆的能力以及对

未被再次呈现的刺激物的记忆能力的明显衰退。然而，对于一些学习经验、生活经验等花费了大量时间

学习的，或是与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记忆会随着记忆的不断积累，形成经验性视觉思维。因此有利于

老年人记忆效能工作机制的设计应避免让老年人学习过多的信息，以免对老年人的记忆效能造成负荷。

在基于老年人记忆效能的原理上，多提取老年人的经验视觉思维，以老年人能识别的信息为主进行设计。

此外，还可以通过使用明确的提示和反馈来帮助老年人记忆[9]。 

3.2.4. 惯性思维层面 
老年人在记忆效能方面表现出的经验性视觉思维，极大地影响了老年人的思维，让老年人容易形成

惯性思维并影响及行为决策，容易产生界面中的操作失误，从而对老年人的形态有所影响，认为自己无

法学习并掌握电子设备。从老年人惯性思维的角度出发，需要避免出现与生活经验像似缺表示不同意思

的设计，应该基于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来总结进行设计，让老年人的惯性思维不再成为一种错误。在老年

人进行界面操作时，可以及时的给予一些反馈机制，引导他们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并且在老年人误操作

时可以给予他们多方面的提示，例如文字、声音、图标、颜色等等，引导老人正确操作。 

4. 基于老龄用户视觉认知特性的 APP 界面交互设计 

4.1. 提高可视性 

基于老年人视觉认知特性中的视觉感知特点分析，老龄用户在移动端 APP 的使用上最主要的需求是

他们能够“看得见”。移动应用的主要载体是移动手机，其特点就是面积小，方便携带[10]。相较于老年

人习惯的纸质阅读来说，从面积更小的手机屏幕上获取信息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加吃力。这就要求设计者

在适老化 APP 的界面设计中放大字体、图标和图片内容，让他们能看到需要传递的信息。 
光“看得到”不够，还得“看得清”。为了能让老龄用户对 APP 中的内容看得更清楚，界面内的图

标颜色、文本颜色、界面信息的对比度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界面内文本的行间距也要适当的增加，

并兼顾移动应用使用场景和显示效果。 

4.2. 简化界面 

简化界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精简界面信息内容、简化多余的界面设计、简化无用的界面操作。基

于老年人的视觉认知特性可以发现，老年人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在处理复杂的视觉任务时，会花费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这就要求适老化的界面设计尽量简化，突出要表现和传达的内容即可。在界面中减少分

散老年人注意力的界面，例如减少漂浮的弹窗和图标，动态的广告 banner 等等，以免分散老龄用户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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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造成误触。在界面交互操作的设计中应尽量设计简单的操作手势如上下左右的滑动操作和单指点

击操作等。由于老年人记忆效能的退化他们对新事物的学习能力也会降低，并且容易遗忘。要设计一些

必要的较为复杂的交互前，可以对老龄用户进行手势操作导航，尽量避免 3 个或以上的手指才能完成的

复杂手势操作。 

4.3. 提供明确的反馈 

由于老年人视觉感知能力的下降，在老龄用户操作界面的过程中经常容易出现误触、重复点击等现

象，在界面设计中应基于老年人的生理特性给予老龄用户操作之后的明确反馈，让他们能够清晰地观察

到自己的操作是否正确，并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在 APP 界面设计中可以使用被点击物体的颜色形状变化，

或是文字提示、语音提示等方法即时给予老龄用户群体界面操作的反馈。在一些移动应用平台中如涉及

到物流配送、订单等待这类情况下，要在界面设计中专门提供流程进度、预计等待时间等反馈机制。 

4.4. 支持记忆 

基于老年人视觉认知特性中的记忆效能层面分析，应该避免让老龄用户学习过多的信息，应该针对

于老年人的经验视觉思维，从他们熟悉的事物中提取设计要素，让他们能够不用过度思考就能识别界面

信息内容，这也有助于老龄用户的记忆。在一些不涉及到隐私安全的内容上，可以在界面设计中合理运

用记住选项和操作的此类设计方法，减少老年人不必要的记忆内容。 

4.5. 提供辅助功能 

由于老年人的视觉感知的退化，视力的下降、聚焦能力减退等因素导致老龄用户界面操作困难，并

且老年人的惯性思维还容易造成操作失误等行为。基于这些特点，在界面交互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合理

增加辅助功能，引导老龄用户进行操作或帮助老龄用户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在引导功能上可以利用声

音，颜色、手势等进行引导帮助用户操作。例如：在界面文字阅读和图标点击时加入语音阅读功能；在

界面操作过程中加入手势引导功能等。当老龄用户无法解决问题时也可以加入智能语音或智能人工客服

的设计帮助老人快速解决当前问题，完成操作。 

5. “老年管家”适老化 APP 界面交互设计实践案例 

“老年管家”APP 是一款基于老龄用户视觉认知特性的一站式综合型 APP，致力于建立一个能让老

人看得见，看得懂，易操作的平台。其中的功能包括：一键呼叫、手机挂号、一键缴费、实时公交车、

天气预报、远程协助等一系列老年人最常用的功能。在界面交互设计中运用适老化的界面交互设计规则，

能够帮助老年用户群体看清和看懂界面内容，为老年人提供给更加舒适便捷的服务。结合老龄用户的视

觉认知特点，总结适老化 APP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5.1. 界面视觉设计 

老龄用户在视觉感知能力上较成年人来说更弱，所以在信息层级、界面整体风格、文字大小上都进

行了相应的适老化设计。 

5.1.1. 信息层级设计 
基于老龄用户的视觉认知特性，老年群体难以处理复杂的界面信息及界面内容，“老年管家”APP

的界面信息以最少量的层级进行设计，并对界面信息的内容做到精简处理，避免老龄用户面对大量信息

出现视觉疲惫的现象，并且这也能够帮助老龄用户更好的理解当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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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界面风格设计 
老年人的视觉注意力较差，在界面的风格设计中用较为可爱的扁平化卡通风格，见图 1，适当的卡

通风格可以吸引老龄用户注意力，也会在老龄用户的情感体验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相对于干练简洁的界

面风格，卡通的风格可能会让老龄用户的情绪更加放松。例如老年一键呼叫的界面中，界面中老年人的

面部表情会随播出电话的连线和接通的不同状态发生改变，为老年用户提供情感化体验，见图 1。适当

的彩色图形画面可以吸引老年人注意力并有助于老年人理解文字内容。 

5.1.3. 界面文字设计 
界面中的文字设计参考了工信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3]，全界面使用了无衬线字

体，便于老年人阅读。主要界面中的文字信息使用了 24 到 34 号的字体大小，根据界面信息内容的层级

进行三级分类，和大标题相关的文字使用 34 号字体，次标题使用 26 号字体加粗，功能类文字使用 24 号

字体。见图 1。清晰的文字大小有利于老年人的视觉感知，从而避免老年人因阅读不顺畅带来的烦躁焦

虑情绪。 
 

 
Figure 1. Visual design of the “Senior Caretaker” interface 
图 1. “老年管家”界面视觉设计 

5.2. 界面交互设计 

基于老年人视觉认知能力的下降，“老年管家”APP 界面运用了多感官的交互设计，包括视觉、触

觉和听觉。弥补老龄用户视觉感知上的不足，帮助老龄用户从多角度了解信息。此外设计了语音交互功

能，帮助老年人方便快捷的查找信息、解决问题。 

5.2.1. 听觉 
“老年管家”APP 的主界面以及文字较多的界面中，都会设计自动语音播放文字的功能，来辅助老

龄用户进行选择操作，避免出现因视觉认知退化或是其他功能导致的阅读障碍。用户可以点击界面中的

音量图标来选择是否关闭播报，见图 2。 

5.2.2. 触觉 
“老年管家”APP 的界面交互手势使用了最为简单的上下左右的滑动操作和单指点击操作。这对于

老年人的记忆效能是较为友好的。但在个别看似复杂的界面中，在操作交互之前，对老龄用户进行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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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导航设计，避免老龄用户操作困难，见图 2。 
 

 
Figure 2. Tactile and auditory feedback design in the “Senior Caretaker” App 
图 2.“老年管家”触觉、听觉反馈设计 

5.2.3. 语音 
对于老龄用户群体而言，语言沟通可能是相对轻松并且最简单高效的交互方式。因此在界面的交互

功能设计中加入了语音智能操作的设计概念，这对于老龄用户而言是最为方便的软件功能之一。这不仅

能够帮助老龄用户快速地进行需要的操作，并且还能够帮助其快速处理手机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见图 3。 
 

 
Figure 3. Voice feedback design in the “Senior Caretaker” App 
图 3.“老年管家”语音反馈设计 

5.3. 反馈机制设计 

反馈机制是界面设计中容易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因素。反馈机制在老年人中尤为重要，

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确认来理解自己的操作。适老化界面设计应该在用户进行操作后提供明确的反

馈，让老龄用户确认操作已经完成或者表示操作的状态。 

5.3.1. 界面图标反馈 
图标的反馈是界面设计中常用的反馈机制，会让用户有更为清楚的视觉效果，从而理解自己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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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管家”APP 中点击任意图标后，会出现明显的反馈，例如图标颜色的明显变化以及文字颜色的

明显变化，见图 4。为老龄用户提供更清晰的视觉反馈，从而帮助他们确定自己的操作。 

5.3.2. 界面音效反馈 
在对界面进行操作后，也可以给予老龄用户一些音效的反馈，在“老年管家”APP 的音效设计中，

当用户点击一个按钮时，同时发出点击的声音，当用户提交一个表单时，系统配有提示音效或是“提交

成功”等文字音效。 

5.3.3. 界面信息反馈 
在“老年管家”APP 的实时公交功能中，老龄用户搜索公交车辆的同时会给出老龄用户公交还需多

久的到站时间，给予老龄用户心理上的反馈，见图 4，避免老龄用户产生盲目等待的焦虑感。 
 

 
Figure 4. Feedback design in the “Senior Caretaker” App 
图 4.“老年管家”反馈设计 

6. 结语 

基于老龄化的这一问题，未来手机应用市场将会有更多的老龄用户，结合前文的分析，在设计针对

于老龄用户的 APP 界面交互时，需要多关注老龄用户群体的视觉特性来设计界面产品。在信息层级的简

化、界面内容的筛选、视觉可视性的提高、视觉反馈机制的设立、记忆功能和辅助功能的设立这几方面

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本文希望能够为交互设计师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满足老龄用户的需求，

能够为老龄用户提供更好的 APP 使用体验，让他们也能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 

注  释 

文中所有图均来源于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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