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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音乐类软件“音”PC 端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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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互联网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使用软件应用也成为了人们习

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其中，音乐类软件则是最常使用的软件之一，这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进而追求文化艺术的精

神释放和娱乐消遣，而在音乐类软件的市场受众中，青年群体具有追求个性、开放性、独立性、包容性和表达自我的心理诉

求，因而青年群体也是音乐类产品的消费主力军。“音”软件则是专门针对青年群体的用户画像，制定契合青年群体心理特征

的软件，尊重个性，打破陈规，集原创音乐分享、音乐教程学习、音乐乐器售卖于一体的一站式音乐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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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对于音乐文

化类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但是市场上音乐类的软件已经针

对音乐的收录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体系，若想在市场竞争的

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则需要在音乐软件市场做出更加贴

合用户的产品，秉持用户至上的原则，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服

务。“音”是一个以原创音乐分享交流平台为主体，结合音

乐教学教程、乐器售卖于一体的提供音乐一站式服务的软件，

以用户为核心，打造一个专门为音乐爱好者提供服务的平台。

青年群体作为音乐文化类的消费主体，具有热情、个性化、

和渴望表达自我的心理需求。“音”软件界面设计的色彩以

酷炫的黑色、热情的红色为主，营造出一种酷炫个性的界面

风格。

2用户画像分析

2.1 用户特征分析

“音”软件对应的用户是以开放、个性化的青年群体为

主，这一代青年成长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新鲜事物层出

不穷的时代，他们倾向于追求新事物，勇于表达自己的意愿，

不循环、不守旧，具有创造激情，并且十分关注自身精神文

化世界的丰富。而音乐作为一个最能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

非常的受到人们的追捧，然而，在这个时代快速革新的社会

环境下，人们自我意识觉醒，传统的音乐单向收听模式无法

满足用户渴望表达自我的需求，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兴趣的发

展，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了购买和付费学习兴趣爱好的意愿。

同时人们的兴趣方向也逐渐的走向小众化、分众化，有越来

越多的人愿意去支持独立音乐人的作品，有特色的独立音乐

人对于粉丝用户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音”软件为这些音乐

受众和有着音乐梦想的音乐人提供了一个玩转音乐的原创

平台。

2.2用户需求分析

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催生出用户的多元化需求，人们在

收听音乐对音乐产生兴趣的同时，也会催生出自我音乐的表

达，渴望和他人一起交流音乐，学习音乐。有着音乐专业素

养的人，有着发表自己作品，渴望自己的作品获得他人欣赏

的需求，那些对音乐有着足够兴趣，却没有涉足过专业领域

的一般音乐受众，有着学习音乐专业知识的需求，一些专业

的音乐人，有着通过音乐专业教学来进行商业变现的需求，

大部分的音乐受众都有通过音乐发布视频与他人分享和交

流互动的需求，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音”的软件

平台得以一一实现，通过音乐的分享和交流认识更多的有着

共同爱好的人，一起玩转音乐，尽情享受音乐的乐趣。

3产品功能设计与界面设计

3.1产品功能设计初步思路

产品设计致力于打造“一站式”音乐服务平台，在这里

用户能够享受到的服务功能有：

1、搜索平台内所有内容，个性化音乐推荐，浏览各类

音乐作品/视频，发表评论、点赞、收藏、交流，观看或发起

直播，与网友一起交流分享互动。

2、选择关注作者、加入歌单，查看作者的作品集，查

看附近或同城范围内共同使用该平台发布作品的用户。

3、音乐排行榜，设置包括“人气榜”“飙升榜”“原创

榜”“热歌榜”等各类音乐榜单，使用户方便收听热门曲目。

个人歌单，用户的个人歌单，用户随时加入或收听自己喜欢

的音乐。

4、课程页中，根据大数据分析为用户推荐用户可能感

兴趣的课程，购买直播/录播课程跟着音乐教师在线上学习声

乐或是乐器，教师端上传课程教学或是进行直播教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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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专区，对不同的音乐领域进行分类，例如乐器学习可分

为钢琴，吉他，小提琴，架子鼓，声乐教程分为美声唱法、

流行音乐等。

5、学习专业乐理知识，技能提升，或是分享技能，可

以在这里查看不同乐器的起源，发展，背后的小故事等。

6、在商城页浏览购买乐器，有进行专门的乐器分类，

古典、现代、西方乐器等供用户选择，以及不定期的商品折

扣，来使用户购买合意的产品。

7、在“我的”页面，用户可以选择制作作品，来录下

音频或是拍摄视频生成作品，进行上传，查看点赞作品、收

藏作品、购买的订单信息，以及消息回复等内容。

以上功能内容主要包含在三个主要页面：发现页、商城

页、个人页。

3.2 界面设计

3.2.1 界面主题风格设定

页面的设计风格应面向用户，迎合用户的审美要求，青

年群体往往有着张扬，热情，积极个性化的性格特征，因此

主界面色彩主要以酷炫的黑色和热情的红色为主色调，以吸

引青年人群视觉感官。除此以外，一款优质的软件界面设计

在功能模块设计方面还应该保证简洁明了的设计原则，遵循

用户思维，以体验感至上，一切以满足用户便捷化需求为原

则，因此在功能模块的设计上应遵循“极简主义”，使用户

操作简便化，这样才能使用户体验达到更好的效果，提升用

户对产品的满意度。

3.2.2 界面设计规范

字体样式:微软雅黑

文字颜色：红色用于强调和突出文字、按钮和 ICON，深

灰色用于标题信息、重要文字、未选中状态、底部文字。

字号及使用场景：42px-用于标签 36px-用于选中状态

导航 30px-用于未被选中状态导航 24px-用于正文常规、

底部文字

3.2.3 主界面设计详细说明

1、发现页

导航条以黑色为背景色，左边放置图标 logo，设置“发

现”“商城”“我的”三个字符按钮，以及搜索框，当鼠标移

到按钮上或当前页面为按钮本身时，文字内容变为红色，导

航条的右方位置设置“登录”按钮和“注册”按钮，按钮以

红色为底色。在导航条下方设置滚动式 Banner，Banner 下方

是“推荐”“关注”“附近”按钮，用户可以点击任意按钮进

行相应区块跳转，往下是直播观看推荐，三张直播封面并排

空格排列，板块的左上方是板块名称，提醒用户现在所在板

块，板块右上方可以点击查看更多（以下每个板块都是如此），

进入直播界面。接着是音乐排行榜单，以原型图片封面在右

侧，挨着封面的则是歌曲名单。下一版块为歌单板块，以四

张方形封面并排排列，封面下方为歌单名称。最后一板块为

“记录美好”内容为用户上传的音乐，视频内容等，以四张

封面图片高低顺序排列，图片下方为视频内容介绍。

2、商城页

商城页的头部导航条、Banner 部分与首页一致，接下来

则分为音乐乐器模块和音乐教程模块，两个模块都会设置类

别区分模块，列如音乐乐器可以分为古典乐器、西洋乐器、

流行乐器等，而课程模块则分为声乐教学、乐器教学、乐理

知识等，可以让用户能够直奔主题的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用户也可以不用分类直接浏览商品或课程内容，只需向下滑

动就能查看所有的商品/课程，（这里要注意的是，浏览页的

设计也要遵循简单明了的原则，让用户能够快速便捷的浏览

相应商品）点击相应商品或课程则跳转至商品/课程详情页，

可以进行查看相应参数、买家评论、联系商家、加入购物车，

立即购买等动作，在这里能够买到各式各样的音乐类产品，

满足用户对于音乐产品的所有需求。

3、个人页

个人页的图片内容相对较少，用户可以选择制作作品，

来进入音频录音或是视频拍摄界面，或是直接上传本地的音

频或视频进行发布或存入草稿箱，可以观看自己点赞过的或

是收藏过的作品内容，查看已购买的订单信息或是查看购物

车里的内容，可以点击进入消息回复界面，查看消息内容，

进入设置页面设置关注或可见模式，进入“我的作品”对已

发布或是存入草稿箱的作品进行删除、可见限制等操作。

4、登录页

登录页以黑灰色为主背景色，在页面的右方，是一个立

着暗色调的吉他，风格为朦胧的感觉，增强页面的质感，以

吉他为背景与音乐的主题相呼应，而黑灰色的背景与整个产

品界面设计相呼应，登录模态框设置在页面的中偏左部分，

输入框采用浅灰色来与背景相协调，登录按钮设置为由下至

上由红色渐变为黑色的按钮，也是起着以整个产品界面设计

色彩呼应的效果，同时也让界面看起来更具酷炫的视觉效果，

符合青年审美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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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做好一个优质的文化类产品软件，其关键的核心就是要

秉持“用户至上”原则，始终坚持用户思维，而在一个已经

相对成熟的音乐类软件市场“分蛋糕”，则更要将用户置于

中心的位置，“讨好”用户才是软件生存之策，所以在产品

设计和界面设计时，一定要提供用户需要的优质内容，优化

细节，打造一个高品质的音乐专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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