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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提高老年人对网页的使用体验，使老年人更好地接受和使用网页。方法方法 基于情感化设

计理论，从本能、行为和反思3个层面出发，结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分析其情感需求，提出增强

视觉审美、提高可用性、提升用户体验这3种情感化设计方法，并将其运用到老年人网页设计中。结结

论论 采用这3种情感化设计方法，使老年人在与网页的交互过程中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视觉体验、功

能体验，更重要的是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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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improve the websites use experience of the elders，and allow older people to better accept the use

of webpages. Based on emotional design theory，from the three levels（visceral，behavioral，reflective）of emotional design，

and combined with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s，it analyzes the emotional

needs of older users. Based on this，it proposes that emotional design method about enhancing the visual aesthetics，

increasing availability，improving user experience and applies it to elderly web design. Using these method，it can make the

older users not only obtain good visual experience，functional experience but also get good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web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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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

中的一部分，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网民也

快速发展成为网络媒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但

目前的老年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大多关注的是网站的

内容和功能，很少去探索老年人的内心和情感上的需

求。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

富，老年用户对于商品的需求已不仅仅满足于功能，

而更多的是强调商品的情感属性所带来的情感关怀[1]。

在此背景下，情感化设计应运而生。

1 情感化设计的内涵

所谓情感化设计，就是通过设计要素，将情感融

入产品设计中，在用户欣赏、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激发

用户的联想，产生共鸣，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情感上

的满足[2]。换句话说，就是尽力把握设计中的每一个

细节，无论是从材料、结构、功能到样式等各个方面，

都试图让设计的元素成为情感激发的原点，从而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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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为情感的寄托[3]。在网页设计方面也是一样，一

个优秀的网页设计不应该只定位在审美以及功能上，

更应该落在人的情感诉求方面。就像美国设计大师

普罗斯所说，人们总以为设计有三维，即美学、技术和

经济，然而更重要的是第四维——人性[4]。情感化设

计的实质就是人性化的回归[5]。

将情感化设计运用到老年人网页设计中，不仅顺

应了人性化设计发展的潮流，还可以使老年用户在面

对网络时，能够更从容地应对，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

和年轻人一同享受生活的乐趣。

2 老年用户的需求分析

情感化设计把设计划分为3个层次，即本能、行为

和反思[6]，见图1，这3个设计层次对应人脑的3种加工

水平。在本能层，人们通过感知觉形成对事物第一印

象；在行为层，通过交互体验进一步了解事物；在反思

层，通过思考得到进一步理解与领悟，形成对事物的

最终印象。情感化设计就是针对这3种水平从3个层

次分析用户需求并提出相应的设计方法。

以情感化设计理念来指导老年人网页设计，最重

要的就是从情感化设计的3个层面结合老年人生理心

理特征分析老年用户的需求。只有真正地去了解老

年用户，并从行为、情感上理性地去分析老年用户，才

能为老年用户设计出更亲切、更实用的产品。

2.1 行为分析

就老年用户的行为分析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视觉行为上的分析和操作行为上的分析[7]。

在视觉行为上，老年用户与年轻用户一样，喜欢

追求美的事物，而且他们对于美感的情感体验更加深

刻而持久。较高审美水平的网页更能激发并提升他

们的积极情感，使他们更愿意接受。相比年轻人，老

年人的视力以及对色彩的分辨能力有了明显的下降，

因而对网页的字体和色彩的要求不能和年轻人同日

而语，但现在大多数的网页设计都是针对年轻人的，

对于老年人来说就会出现字体偏小、信息量过大、色

彩纷杂等问题。

在操作行为上，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用户的认

知能力有了明显下降，对于信息接收，加工处理以及

记忆、思维的水平远不如年轻人，但是大多数的老年

人网页设计不会考虑到这些，网页信息的复杂性远远

超出了老年人的认知负荷，这使得老年用户在面对网

页时，会出现不能及时操作或者无法辨识信息和反馈

信息等问题，而且伴随着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因素，在

使用鼠标的时候老年用户也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不自

觉的手抖现象，导致发生不能灵活使用鼠标等问题。

2.2 情感分析

在情感上，一方面，老年人也和年轻人一样追求

时尚，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期望通过学习使用网络

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幸福地生活；另一方面，因为网页

设计的不合理、不人性，使得老年用户在面对网页这

种相对不熟悉、也没有相应理论知识的高技术应用时

产生敬畏感和失落感。在使用网页的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也会使得老年用户比年轻人更容易产生怀

疑、低落等消极情绪。

3 老年人网页情感化设计方法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现提出以情感化设计方法

来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网页设计，针对情感化设计的核

心，即本能、行为、反思3个层面，相应地提出增加视觉

审美、提高可用性、提升用户体验这3种方法，来进一

步接近老年用户群，满足老年用户的需求，让老年用

户更好地接受和使用网页。

3.1 增强视觉审美

视觉审美是用户对网页的第一印象和主观体验，

第一印象往往决定用户的去留。增强视觉审美不仅

是要让网页界面变得更加美观，而且还要充分体现设

计的自身特点、功能特性和文化定位，以独特精美的

界面和准确得体的色彩方案来提升用户体验效果[8]，

让用户在第一眼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网页界面设计主要包括布局、文字、色彩等方面。

就老年人网页的版式布局来说，应该尽可能简约、合

理，能够使老人对网页信息一目了然。在文字上，虽然

老人的视力不如年轻人，对字体大小要求更大一点，但

图1 情感化设计的3个层次

Fig.1 Three levels of emo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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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一定是越大就好，最好是能适应整体页面的同时，

也能满足老人的视力需求。在色彩上，随着年龄的增

大，老年人的视觉灵敏度以及对色彩的分辨能力也逐

渐衰减，应尽量采用简洁明快的色彩，减少使用低对比

度范围的色彩。国外的约会老年人网站首页见图2，它

的整个页面布局清晰、整体统一，字体以黑色为主，大

小适宜，内容简洁，信息量适中，整个页面以白色、黑

色、红色为主，色彩明亮大胆，却又不显得纷杂、花哨，

整个页面给人一种热情、欢快的感觉。

3.2 提高可用性

在老年人网页设计中，行为层面的情感体验产生

于用户在使用网页的过程中，是否获得了使用上的愉

悦体验，网页的可用性就是为了使用户积极地参与到

网页的界面内容中，完成操作，并且在此过程中获得

愉悦感、认同感等积极的情感体验。老年人网页界面

的可用性最重要的是以下3个方面。

1）明白简便，给用户所需要的。在老年人网页设

计中，应该将老年用户最需要的信息放置在最易关注

到的位置，使老年用户不需要思考就可以获得所需要

的信息[9]。

2）花点心思，减少操作步骤。尽量以最少的操作

使用户可完成必需的操作。

3）提供帮助，人性化服务。要让用户切身地感受

到网站是为了用户着想，从细微处关怀用户。国内夕

阳红网站部分功能展现见图3，在登录上，它提供了微

信扫一扫登录方式，见图3a，使老年用户不需要过多

的操作就可以实现注册登录；在界面导航方面，网站

提供了快捷导航功能，见图3b，使老年用户可以快速

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在界面搜索方面，网站的设计

考虑到有些老年用户在面对文字输入以及阅读时可

能遇到的困难，提供了手写输入、查阅字典和语音收

听等功能，见图3c，提高了网站的可用性，更体现了网

站人性化的一面。

3.3 提升用户体验

提升用户体验是为了实现老年人网页情感化设

计的最高层次——反思层的设计目标。它主要是为

了满足用户内心深层次的需求，发现潜藏于用户心中

的情感诉求，并让理性的技术获得更好的感性表达[10]。

对老年人来说，他们喜欢怀旧，喜欢追寻过去的美

好时光。在进行老年人网页用户体验设计的时候，可

以利用这一点，通过对界面情境的渲染，勾起用户昔日

的美好回忆，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同时也可以通过

提高网页的信任感来提升用户体验，温馨提示、积极引

导、及时反馈可增强用户对网页的认同感和深层次的

情感体验。老年会网站首页见图4，页面选用两个笑容

洋溢的老人作为背景，向用户传达一种相爱的人在一

起的美好意境，不需要过多的描述就能让用户理解网

站的内容，并且给用户一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激发用户

的归属感和参与感。在与网站进行交互时，网站会马

上根据用户的IP地址自动识别用户所在的地区，为用

户快速反馈所需的信息，并且运用拟人化的亲切提示，

代替冷冰冰的注册步骤，使得用户与网站之间的对话

更加友好和亲切，提高了用户对网站的好感。

4 结语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社会对老人的关注不应

该仅仅是物质上、生理上，更应该从心理上、情感上给

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在此基础上，老年人网页的设计

图2 约会老年人网站首页

Fig.2 Homepage of dating for seniors

图3 夕阳红网站部分功能展现

Fig.3 Part function unfolds of website Xiyanghong

图4 老年会网站首页

Fig.4 homepage of senior friend 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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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从老年人的情感出发，重视老年人的情感需

求，从视觉的审美、功能的可用性到深层次的情感体

验这3个层面不断满足用户的诉求，使用户在与网页

的交互过程中获得满足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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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决策作为复杂的决策行为的一种，患者需要处理

庞杂、陌生的医疗知识，作出完整的判断。在这些行

为过程中，设计师能够利用人类本能得到对于视觉语

言的接受能力，通过可视化手段对患者的决策行为起

到辅助作用。医疗决策情境的高度复杂性，需要更加

多维度的决策辅助手段，设计师要在不同情境中，根

据需要灵活使用知识可视化和信息可视化。作为新

兴的研究领域，知识可视化在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上

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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