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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活类 app“插花匠人”界面设计与实现

杨迪天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我们的生活节奏变得紧张而快速。我们在面临各种生活烦恼的同时，

也要积极的去迎接生活中各种新鲜的美，我们在选择放松的方式各有千秋，对于选择生活中的美，我们大多都会注重情调以

及意境的表达方式，传统的生活类审美 app 空有其名，这些市面上的插花 app 过于商业，注重销售，导致很多用户对其已有

厌倦疲惫。所以这款“插花匠人”在保证销售和功能的前提下，更多的是带给用户视觉上的盛宴和心灵的慰藉，尽可能满足

用户对于体验和审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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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现如今的社会环境，我们每日都为了工作的烦恼焦头烂

额，生活的压力款款而来，我们只能通过适当的休息来放松

自己，关于放松，我们可能会通过打游戏，看电影，听音乐

的方式来进行，那么针对于这些方式的 APP 数不胜数，对于

用户的使用习惯可能已经有所固定，但是对于一种新颖的方

式——插花。这种极致于艺术升华的软件却很少见，市面上

有的也只是过于商业化，这完全满足不了用户心灵的慰藉。

笔者设计出了这一款“插花匠人”APP，它注重功能和艺术，

尽可能的减少商业化的植入，全身心的设计出极具艺术的插

花效果。在“插花匠人”里，你可以享受到舒适的配色，节

奏型的版式，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插花效果进行学习，同时

可以购买你喜欢的插花成品。当然，你同样的可以分享你的

插花教程。

2用户调查

2.1 面向的用户

插花匠人面向的用户多种多样，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

是对生活充满仪式感的用户，选择插花匠人，将仪式感用在

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种是对插花感兴趣的用户，想通过这

款 app 学到更多的插花教学。第三种是想通过“插花匠人”

释放压力的用户，看一些有艺术性的插花放松心情，美则美

矣。

插花匠人是一个包容性的平台，它欢迎各界人士的到来，

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插花匠人环境。

2.2 用户的建议和反馈

插花匠人 app 作为一个插花艺术平台，应当功能齐全，

有完善的插花教程和购买途径，同样也有完善的分享功能，

这些分享功能应当包括生活中的分享以及可供售卖插花的

方式，这些都是双向的，同时界面也应当具有吸引力，简单

大方一目了然。

3界面设计和实现

3.1初步的思路

在设计一款成熟的 app 时，首先需要进行社会调研，判

断社会大众是否需要这款插花 app，是否对插画教程以及插

花的分享销售有兴趣。笔者发现，市场上对于这类插花艺术

的 app 少之又少，所以笔者看到了其中的发展点，在繁忙的

生活压力中，放松是必要的，考虑到发展前景的需求，我们

就马山定下来这个方向。其次就是需要查阅大量的设计图稿，

翻阅大量书籍去设计出一款符合大众审美的排版，有产品经

理设计出产品原型，再有设计师对其进行加工设计，再加高

保真稿交给前端进行开发，最后再有 ui 设计师进行验收，看

似这一整套流水般的流程，其中的思考点也很多。对于市场

上少有的生活类 app，我们需要弄清楚大众的审美，然后进

行设计，插花匠人 app 的本质就是带给大家心灵的愉悦感，

所以排版以及用色必须要简约大方，同样的，为了能够打造

出学习，购买以及分享兼具的艺术平台，这本身也是有难度

的，为了符合现在设计的潮流趋势，我们将采用大面积留白，

在首页采用简单大气的界面和样式，更能展现出我们的功能，

尽可能减少翻阅的不便，一沉式下滑带给用户极大的方便。

在交互方面，我们将减少不必要的交互，同样减少用户对这

款 app 使用的厌倦度。对于插花匠人这个名字，我们保留着

艺术与插花的含义，是我们想要的主题，而对于这款 app 的

设计风格，我们都是统一的采用简约的现代风格。

3.2关于色彩

关于色彩，我们主要围绕着四个方面。1.整体风格要统

一。在设计界面中，应当要先确定一个主要颜色，主色调确

认之后对界面的整体风格起到主导的作用，所以在做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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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主色调很重要，其他的配色在主色的基准上进行搭配，

这样可以使界面风格更加简洁统一。2.合理运用对比色。运

用对比色也能为设计增光添彩，运用色彩对比的优点是能够

使画面生动，高端。3.排版要有重点配色。我们插花匠人的

重点色主要运用在焦点图，按钮，图标，或者其他比较重要

的元素，让它成为页面的焦点。4.注意整体色彩的平衡。色

彩平衡主要是指界面中运用多种颜色，这些颜色有深浅，强

弱的对比。运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强化空间感和活跃感。

我们认为这个颜色不仅能表达插花艺术，也能表达一种

情感。为了符合颜色的统一性，所以我们采用的颜色都是青

绿色的渐进色和互补色点缀色。如果颜色全部统一，也容易

造成用户的视觉疲劳，没有色彩点缀，界面也会变得很单调。

所以最后采用大面积的绿色加白色的搭配，这种搭配给人一

种文艺，清新的感觉，整体画面看着很舒适。

图 1：插花匠人首页部分展示

3.3logo的制作

一个颜值高的 logo很重要，好的 logo可以帮助吸引第

一波用户，让人感觉的愉悦，顺便记住叫什么。我们设计 logo

的基本流程大致有四个：1.发现问题和需求 2.创意阶段 3.视

觉表现阶段 4.评估与输出阶段。插花匠人 logo的设计依然采

用的是产品的主色调，能够和界面保持一致。Logo 的形状是

插花和花瓶，能够更加清楚的展现本产品的功能和作用，简

约而不简单。

3.4 图标的设计

对于插花匠人图标的设计，我们制作的比较严格，紧跟

时代潮流的步伐，同时按着四个原则的方式进行设计。1.可

识别性原则。图标的图形，要能准确表达相应的操作。2.差

异性原则。这是图标设计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图标和文字

相比，它更直观一些。3.合适的精细度。首先我们要明确，

图标的主要作用是用的，代替文字，第二才是美观。所以我

们在保持着简约美观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图标的明确度。4.

与环境的协调性。图标是没有单独存在的，图标最终是要放

置在界面上才会起作用的。因此，我们在设计插花匠人的图

标时，也在考虑到其是否与简约风格相符，这样设计出的图

标的可识别性非常强的，在简洁的界面里，会透露出一种简

约之美。

3.5功能的设计

对于插花匠人这款 app 设计，其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

分享插花日常，学习插花教程，购买插花。在分享插画日常

这个方面，用户可以将自己亲手所设计的插花拍照发布出来，

方便其他用户的学习借鉴，同样的，分享插花日常能够帮助

用户结交更多更合适的插花好友，能使平时枯燥的氛围活跃

起来。在学习插花教程这个方面，我们会提供免费的插花教

学以及插花课堂，让用户能够了解插花这门艺术，同时能够

充分释放出对于插花的热情。在购买插花这个方面，用户可

以将自己所设计的插花拿出来卖，在满足自己亲自动手做出

来的插花所带来的快乐的同时，还能够赚点外快。并且我们

还将售卖专业插花师所设计的插花。其他方面包括用户签到

方面，积攒一定的签到数能够得到精美的小礼品。还有更多

的小功能正在设计中...

3.6 关于交互动效的设计

动效设计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在

设计这款 app中要让用户在操作界面的时候让他过度尽量流

畅，使界面和界面之间，界面上的元素的出现和消失都尽量

流畅。通过大小，位置和透明度的变化；是用户和产品的交

互过程更加流畅，不会出现普通 app 里面的界面跳转比较生

硬，刻板。其次能有有着高效反馈，这种操作感不仅仅表现

对用户的错做有了反应，还有就是让用户知道当前 app 运行

的状态。

4制作心得和体会

插花匠人 app 的制作过程是很艰难的，我们首先需要大

量的去寻找搜索其他插花类产品的板块设计和构成，对于第

一次接触网络 app 制作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

于产品的构成设计也是各有所见，我们在起初一直重复的讨

论 logo的设计以及功能的分类，从功能的几个大类一直细分

到很多小类，对于网页的设计，我们搜寻了很多知名品牌的

设计，因为插花匠人的本身要求就是极具简约艺术的风格，

所以我们团队一直在核实对于界面的定义，从黑白风格到大

片白色的简约风格，这些改变都是通过筛选各种各样好看的

大品牌而定形的。由于团队的不成熟，在分工方面也是有所

问题的出现，比如在设计的过程中，界面设计于前端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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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导致很多功能出现无法选择的情况，又要回头去修

改。又比如其中一名设计师设计出了一种多余的功能，但这

个功能有需要大量的交互，这些都是很浪费其他团队成员的

时间，到头来还是需要删掉一些没必要的功能。并且很多设

计的交互功能由于当时的技术有限，是不能够实现的，在制

作到一半时就放弃了，这也是需要我们去磨合的。同时我们

需要查阅大量的网页设计方式，设计字体，排版以及图片的

襄入方式，在设计时，会出现一些字体样式对应不上，在不

同的界面有不同的字体和行距，最后出现排版混乱，没有节

奏。很庆幸，我们有一个团结而温暖的小团队，每天都会努

力的想出一些新颖的点子去完善这款 app，我们都在积极克

服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后这款插花匠人还是成功的开发了出

来，这是很值得高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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