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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阈下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图标视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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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符号学视阈下，对智能手机应用程序（APP）图标进行视觉分析与研究，并对不同类型

图标的设计实践提供必要参考和建议。方法 从符号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借用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分
类理论，结合大量实例，对 APP 的创意设计进行分类研究。结论 基于符号学的基本观点，通过对图

标样式的案例分析，探索 3 种类型的 APP 图标与其表意及传播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归纳比较三者在

图标特征、构成方式、认知途径与认知特点等方面的异同，从而为智能手机 APP 图标设计实践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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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PP Icon Vision of Smart Phone from the Semiotic Perspective  

FU Yu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Analysis and researches of APP icon style of the smart phone are carried out, and some references and sugges-
tions for the desig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cons are provided from the semiot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emiotics, the 
creative design of mobile phone APP icon is classified through analyzing a lot of examples by the theory of Peirce, a semiologist. 
It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ve and communication means of three kinds of APP ic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icon characteristics, mode of composition, cognitive ap-
proach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research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practice of APP icon, so as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reference for the mobile APP icon design practice. 
KEY WORDS: semiotics; APP of smart phone; icon; design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简称为 APP（App lication
的缩写），含义是智能终端设备的第三方应用程序[1]。

伴随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APP
图标已成为应用程序的“形象代言”与“操作导引”。

作为新型的视觉传达符号和人机交互设计的重要内

容，APP 图标被视为程序含义的外在表征，因此，

设计师想要切实有效地提升图标设计的合理性、科

学性、创新性和美观性，首先需要从本质上深入分

析和准确把握这种视觉符号的特征、表意方法、构

成方式、认知途径与认知特点，以符号学的相关理

论为基础，总结 APP 图标的设计规律与特点，从而

有效地指导设计实践。 

1  APP 图标设计的重要性 

目前，智能手机被视为移动互联网技术成果与新

媒体通讯工具，APP 图标也成为了新兴的视觉传达媒

介。APP 图标作为用户对某个应用程序认知的媒介，

不仅是操作入口，而且也是对某个 APP 最直接的表现

形式[2]。简而言之，APP 图标几乎可以被视作应用程序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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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代言”与“操作导引”，因此，手机 APP 图标

设计的合理性、科学性与美观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满足这些要求的前提是准确理解图标传达含义

的过程，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图标进行分类研究，才能

指导设计师创造出赋予图标视觉信息以意义的思路与

方法，进而完成视觉语言的表达。 

2  符号学的基本观点 

符号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符号是指示和指示物

的一种象征，是具体对象与其解释的一种媒介，即

意义和含义的一种表象。符号学重点在于表意过程，

是符号所显示的对客观事物进行阐释或抽象的途

径，因此，意义作为符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全部内

容，是人（主题）对客观事物（指示物）进行阐释

（符号化）的结果[3]。 

符号学家索绪尔进一步将符号划分为能指和所

指，能指是物体所呈现出的符号形式，是感官可以

感受到的部分；所指是潜藏在符号背后的意义。罗

兰·巴特也认为符号是一个像看门户的两面神一样

的具有两方面的存在物……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

与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物。在此基础上，

皮尔斯提出一个“符号”（或“表现体”）是“某事

物，它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功能对某人来说象征着

某事物”，他把此事物称之为“客体”。基于符号与

其客体联系的 3 种不同方法，皮尔斯提出了 3 种符

号类型，即图像符号、指示符号与象征符号[4]。皮尔

斯对符号的分类主要是依据符号的形成方式。 

3  APP 图标的分类、特点与设计方法 

广义上而言，所有能以具体的形象（包括形、

声、色、味等）表达思想、概念和意义的物质，都

可以被视为符号[3]。图标本身作为符号，是一个信息

的载体[5]。APP 图标设计作为表达程序含义的符号，

通过图形、文字、颜色等不同的符号形式组合，向

用户传达出不同功能的外延意义，进而指导用户准

确识别、认知和理解该图标所代表的内涵，因此，

符号的相关理论和观点也同样适用于 APP 图标。 
这里将在皮尔斯的符号分类观点基础上，将 APP

图标分为 3 种，即图像图标、指示图标与象征图标，

三者互有异同，不相取代，相互影响，逐层深化，

还可以相互结合，创造出不同风格和含义的 APP 图

标设计方案。 

3.1  图像图标 

符号学的基本观点认为，图像符号是通过“形

象相似”的模仿或者“图似”存在的实施，借用原

已具有意义的事物来表达意义[3]。图像符号的基本特

征在于它和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相似的

关系。当人们将图像看成一种具有图像性质的符号，

它在所指和参照物之间应用了一种质的相似性，即

它模仿甚至重复了事物的某些特征，包括形状、颜

色、比例等[6]。图像图标的基本特征在于：图标与客

观物象有较高的相似性，它往往是对于客观物象的

描摹与概括。这类 APP 图标相当常见，如地图、照

片、指南针、日历、照相机等应用程序的图标能够

快速、直观、精准地向用户传达程序的含义和用途。

图像图标见图 1（文中图片均摘自 iTunes Store）。 

    
             a 地图               b 照片  

      
             c 指南针             d 日历 

图 1  图像图标 
Fig.1 Graphics icons  

在苹果和安卓等常用系统中，照相机程序图标

都是以再现现实物象的方式进行设计的。照相机照

片与图标见图 2，ios8 的相机图标是机身外形的简化

概括，而安卓中的相机图标对细节的还原度则更高。

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这类图标应属于“典型

表象”。典型表象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在记忆中所具

有的表征的典型内容[7]。符号学的典型表象理论认

为，人们对于物体的经验可以发展出对该物体性质

的记忆，尤其是涵盖信息最多与最普遍的印象，因

此，最典型的形象往往最易被识别。再者，图像符

号是通过写实或模仿来表征对象的，它的表意方式建

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可感知的特性[8]，

因此，图像性图标的辨识度极高，用户能够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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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将其与客观实物相对应。尽管图像图标易于用

户认知，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并非所有

的程序都能找到明确的“客观实物”作为描述载体。

这一结论就为设计师提供了基本的创意设计思路：

首先考虑使用图像图标，发挥形象思维的优势，寻

找程序含义所对应的具象形象（即客观实物形象），

并用艺术手段加以概括和表现。 

           
    a 照相机实物的照片          b 苹果 ios8 系统相机 
                                      程序图标 

 
c 安卓系统相机程序图标 

图 2  照相机照片与图标 
Fig.2 Photos of cameras  

3.2  指示图标 

符号学家提出，指示符号是指表象物与指涉物

通过联想、推断发生关联，这种联系是间接的[3]。换

而言之，符号和所要表达意义之间存在必然性与实

质性关联或逻辑联系，包括表示存在、经验、因果

等关系，因此，指示性的 APP 图标具备指示符号的

属性，它通常需要利用用户的联想和推断才能够完

成认知。其中，有些图标的联想比较直接，指示图

标 1 见图 3，计算器、电话、理财记账等采用了部分

形象指代整体的方式，人们看到加减乘除的运算符

号就会联想到计算器，看到话筒就会想起电话，看

到货币符号就会想到理财记账。 
另一些则比较间接，如违章查询、设置、视频

等图标，指示图标 2 见图 4。符号学家索绪尔提出，

符号由能指与所指组成。能指就是用于指称或代表

某一事物的媒介物，即符号的形式；所指就是被指

代或涉及的事物，即符号的意义[3]。较之于日历、指

南针等图像图标，指示图标的所指很难被描画为一

个具象的实物，它通常是一种特性、效用、行为等

较为泛化的关系。“违章查询”和“设置”本身并不

是一个具象实物，无法进行具体描摹。“违章查询”

图标转而以摄像头作为主体图形，利用人们的日常 

      
       a 计算器                  b 电话         

 
                c Daily COST 理财记账 

图 3  指示图标 1 
Fig.3 Indicative icons 1    

     
a 违章查询       b 设置           

 

                    c 视频 

图 4  指示图标 2     
Fig.4 Indicative icons 2 

经验和联想构建图标的所指，从而达成识别与认知的

效果。同理，“设置”图标以一组齿轮作为主体形象。

从符号语义学的角度来讲，人们看到齿轮形象，可以

通过机械构造与部件调试而联想到手机的设置功能。

再如，在拍摄电影、电视等视频时使用的打板器，会

被用户凭经验看作为视频录制程序的视觉指示。 
 较之于图像图标，由于指示图标的认知更为间

接，需要通过用户的推断与联想才能完成，因此指

示图标的设计过程更为复杂，但发挥空间也更大。

设计师可以通过发散联想和生活经验，打破数量有

限的几个具象形象的局限，从一种含义发散出多个

相关的含义，并创造设计出对应的图标形象，完成

视觉编码的过程。 

3.3  象征图标 

象征符号是指表象物与指涉物之间没有必然联

系，依靠社会契约发生关联[ 9]。象征符号与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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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之间没有相似性或存在性的关联，而具有任意

性，或两者关系只按照认为的规则确定。它既没有

图像符号那样的相似，也没有指示符号那样的经验

联系。象征符号的重要性在于它与传统和文化之间

的关联十分密切，数字、语言、文本均可归为象征

符号。基于象征符号的特性，象征图标也具有此种

属性。象征图标见图 5，图标均以特定的文化背景

为依据，用具体形象表征某种概括的观念内容。象

征图标的认知效果与用户自身的文化背景、群体观

念和共识紧密相连。例如，很多象征图标使用中文

文字作为主体，对于认识中文的人来说便于认知，

而对于不懂中文的人来讲认知难度就大大增加了。 

        
          a 支付宝                b 9.9 包邮 

         
         c 京东商城               d 无忧停车 

图 5  象征图标 
Fig.5 Symbol icons  

象征图标似乎最为简明，也在某种意义上被视

为 APP 图标设计方法的“万金油”：选取程序名称中

的几个文字或字母作为图标的主体即可，貌似非常

简单，但实际对于设计师来说却很有难度。一方面，

文字的识别与理解需要以用户的文化知识背景为依

托，否则无法解读图标含义；另一方面，即便是不

同的程序，文字或字母也难免重复，因此采用象征 
图标比前两种方法有更大的局限性，这就需要设计

师在颜色、字体等方面加以区分，强调图标的独特

性，避免用户混淆。 

3.4  其他类型图标 

很多图标介于上述两者或三者之间，兼有多种

符号类型的属性。其他类型图标见图 6，“金山词霸”

的图标主体由两部分构成，即字典和放大镜。字典

属于图像符号，它描摹再现了字典的基本外形；放

大镜能够引起用户关于“查找与发现”的行为含义

联想，属于指示符号。这个图标兼具图像与指示的 

     
             a 金山词霸            b 高德地图 

        
              c 宜停车              d 天气预报 

图 6  其他类型图标 
Fig.6 Other icons  

双重特征。无独有偶，“高德地图”也采用了图像与

指示相结合的方式。而“宜停车”将象征符号 P 与

小汽车的图像符号相结合，阐明了辅助查找泊车位

的程序功能。这种“兼而有之”的图标类型常适用

于表达复杂或抽象含义的程序。还有一些图标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归为不同类型。比如，“天气预报”图

标把具体而复杂的气候概括地描摹出来，有利于用

户对于程序功能的理解，可被视为图像图标；同时，

这些天气符号都具有明确的指示功能，人们看到这

些形象经过联想便可以理解图标所传达的程序含

义，因此又可以被视为指示图标；此外，天气符号

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形式，并得到了社

会的广泛认可，成为社会文化约定俗成的内容，兼

具了象征符号的属性。由此，设计师在进行图标的

创意和设计时可以综合运用多种类型图标的表现方

法，力求传达得美观、准确与高效。 

3.5  APP 图标类型对应特征分析 

图像图标、指示图标、象征图标，三者分别具有

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 3 种符号属性。图标

类型与特征见表 1，图像图标的构成基于形象的相似

性，用户对此类图标的认知直接通过视觉完成，因此

最为直观。符号学理论认为，图像符号是指示符号的

前提，并由图像符号发展而来，因此，指示图标的构

成方式是基于能指与所指的逻辑类似性，它的认知需

要借助于联想与想象等思维过程才能完成，想象是认

知过程中个体描绘出感官未实际感受到的意象，符号

含义需通过联系和重组经验创造才能获得[10]，因此也

比较间接。与象征符号属性一致，象征图标基于约  
定俗成而产生的，其认知需要以文化、知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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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标类型与特征 
Tab.1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cons 

 
图标 
类型 

对应
符号
类型 

 
构成方式 

 
认知
途径 

 
认知特点 

图像 
图标 

图像
符号 

 
形象类似 

可以
看见 

直观，所见
即所得 

 
指示 
图标 

 
指示
符号 

 
逻辑类似 

 
可以
想出 

间接，需要
推 断 、 联
想、经验 

 
象征 
图标 

 
象征
符号 

 
传统或约

定俗成 

 
必须
学习 

间接，需要
文 化 、 知
识、常识 

为背景，通过学习才能获得正确解读的能力。 

4  结语 

应用程序的图标具有不同的特点、性质和构成

方式，这些不同点在视觉传达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需要用户通过不同的认知途径才能理解。智能手机

APP 图标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必须通过科学、

合理、美观的设计创造出适当的符号形式，针对不

同的使用群体，表达出相应的符号意味，才能够正

确引导用户认知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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