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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沉浸体验的标签式导航转场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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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移动界面标签式导航下的不同转场方式对用户认知体验的影响，力求从情感层面提升

产品的认知效率与用户体验。方法 通过应用市场调研与转场 API 的聚类归纳，得出顶部标签式导航功

能场景下的四种转场方式，并且基于对沉浸理论特征的研究，提出了转场方式的情感评价模型。同时，

以此测试了这四种转场方式在用户感知体验过程中的得分情况。结果 中心扩散式转场的均值得分最

高，并与其他三种转场方式均存在显著差异；而向上覆盖进入式转场与左侧覆盖进入式转场的得分相近，

且不存在差异性。结论 转场方式能够直接影响用户的认知与体验，而优秀的转场设计不仅能够有效地

引导用户的视觉流与行为流，而且能强化内容场景间的逻辑关系，有效地提升操作路径上的连同感与沉

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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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ition Modes of Tab Navigation Based on the Flow Experience 

ZHANG Bo, HU Y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ransitional modes under the tab navigation of the mo-
bile interface on user’s cognition experience,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cognition efficiency and user experience of prod-
ucts at an emotional level. Through clustering of applied market survey and transition API, the four transition modes un-
der the top tab navigation function scene were obtained. Based on the study of flow theory features, the emotional evalua-
tion model of the transition modes was proposed and used to test the scores of these four transition modes in the process 
of user percep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central diffusion transition was higher,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t and the other three transition modes. However, the upward coverage entry transition and 
the left coverage entry transition had similar scores,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The transition mode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user’s 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and the excellent transition design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guide the user’s visual and 
behavior flows,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content scenes, to enhance the connectedness and im-
mersion on the operation path effectively. 
KEY WORDS: flow experience; mobile interface; tab navigation; transition dynamic; transition mode; user experience 

随着信息内容海量化和功能复杂化的发展，移动

设备上的信息展示捉襟见肘。转场设计不仅从空间维

度上拓展了信息内容的展现方式，而且从时间维度上

延续了内容间的逻辑关系。虽然这些转场设计能够有

效弥补移动设备上信息展示不足的缺陷，但是从信息

加工与情感角度来看，场景间的转换如何消除用户暂

时性的认知障碍，优化视觉盲视与操作体验之间的关

系等，都将是设计师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目前，针

对移动界面的转场设计仍处于主观的初级表现阶段，

并且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本文以沉浸理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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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象思维的角度出发，采用模拟原型的实验方法，

测试移动界面中标签式导航下的不同转场方式，从而

获得转场设计的前因条件，并提升界面设计的品质感

与体验感。 

1  沉浸理论及评价模型 

1.1  沉浸理论概述 

沉浸理论也称心流理论[1]。它是由美国著名心理

学家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于 1975 年首次提出的一

种主观且暂时性的情感体验[2]。所谓“沉浸”，其实

就是人在全身心投入某项活动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产生的一种忘我状态。这种忘我状态能使人忽略周遭

的事物，并且持续性地投入、参与到活动之中。随后，

Csikszentmihalyi[2]进一步地研究了任务活动中挑战

与技能间的关系，提出了沉浸模型。沉浸理论的两个

关键因素见图 1。Csikszentmihalyi 指出只有当挑战与

技能两者趋于平衡时，才能产生沉浸式的体验。交互

设计中，沉浸式体验所产生的这种积极心理感受与情

绪体验，不仅能有效地提升操作效率，而且能丰富交

互形态。 

1.2  基于沉浸体验的评价模型 

虽然挑战与技能的关系进一步演化了沉浸模型， 
 

 
 

图 1  沉浸理论的两个关键因素 
Fig.1  Two key factors of the flow theory 

 

但是两者并不是其唯一的影响因素。Csikszentmihalyi
在其后续的研究中，提出了沉浸体验产生的九个特征

因素，而 Novak 和 Hoffman 等人将这九大特征归结

为条件、体验和结果等三类因素[3-4]。其中，条件因

素是形成沉浸体验的必要条件，也是设计阶段能够控

制的变量；而体验和结果因素则是形成沉浸体验的充

分条件，也是衡量设计体验结果的重要变量。因此，

以沉浸理论为基础，结合沉浸体验量表（FSS）[5]与

用户体验要素，从信息感知的角度出发，为转场设计

构建一个可行的感知评价模型。基于沉浸体验的转场

设计评价模型，见表 1。 
在基于沉浸体验的转场设计评价模型中，条件、

体验和结果三类因素分别从用户体验要素的战略层、

框架层和表现层来度量转场方式对用户目标、视觉反

馈、操作经验，用户心智、专注度、可控性，逻辑关

联、时间知觉及体验目的等特征维度的满意情况，进

而使体验垂直路径上的各个因素得以被度量，从而确

保体验度量结果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2  标签式导航的转场方式 

2.1  转场与动效的概述 

转场意指场景转换，是不同信息单元在不同场景

间的过渡与转换[6-8]。它起源于古希腊的戏剧滥觞，

发展于影视剧的分幕分场，而移动界面中的转场诞生

于交互设计的信息架构与流程设计之中。如今内容场

景间的频繁切换，已成为移动端叙事的硬性需求。其

中，不可回避的视觉盲视也造成了感知体验中的视觉

卡顿感。动效作为嵌入在交互流程中，有逻辑性目的

的微动画[8]，因其自身独特的信息传达性、功能叙事

性和场景关联性，而被广泛应用于移动界面的转场设

计之中。然而，优秀的转场动效不仅从视觉上分流了

场景转化时的不适感，而且也从体验上加强了操作过

程的流畅感与自然感。反之，则会徒增体验过程中的

负面情绪与认知负担。 

表 1  基于沉浸体验的转场设计评价模型 
Tab.1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transition design based on flow theory 

沉浸理论特征 体验要素 转场方式的满意维度 认知体验 

明确的目标 页面间的这种转场方式，有助于理解并完成目标任务 用户目标 

准确及时的反馈 页面间的这种转场方式，能够及时且准确地给予反馈 视觉反馈 条件因素 

技能与挑战的匹配 

战略层 

页面间的这种转场方式，符合以往的操作经验 操作经验 

行为意识 在点击之后，下一个页面的进入方式与想象中的一样 用户心智 

注意力集中度 在点击之后，下一个页面的进入方式有助于集中注意力 专注度 体验因素 

自主掌控感 

框架层 

在点击之后，下一个页面的进入方式在可控范围内 可控性 

自我意识散失 这种进入方式，加强了内容间的逻辑关系 逻辑关联 

时间感的扭曲 这种进入方式，缩短了内容间的载入时间 时间知觉 结果因素 

体验的目的性 

表现层 

这种进入方式，使界面间的切换更加自然 体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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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转场动效的表现元素 

转场动效是由图形、色彩、空间距离、速度时间

和运动方式等五大元素构成的[9]。因运动方式是转场

动效中最显著的视觉特征元素，故本文对其展开研究

（转场动效的运动方式以下简称转场方式）。根据转

场的面积大小[10]，可分为页面转场和控件转场。而根

据影视技巧的使用情况，又可分为有技巧性和无技巧

性转场[11]。尽管有多种维度的分类方法，但是其本质

还是以形变和运动两种自然属性来实现转场的设计

表现。而本文从功能视角出发，探讨移动界面中主流

表现形式的技巧性转场的不同方式，对用户感知体验

的影响。 

2.3  标签式导航的不同转场方式 

标签式导航也称选项卡菜单，是移动界面中选择

切换不同内容标签页的导航模式[12]。由于它是最为常

见且使用最为频繁的转场表现形式之一，故而本文将

从顶部式标签导航的视角出发。而转场 API[13-14]是面

向移动端转场动效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的编程设计语言的简称。转场动效 API 的表现效果，

见图 2。本文通过市场调研的形式，结合转场 API 与

转场表现的视觉特征，分析了含有标签式导航的三十

款应用之后，发现其顶部标签式导航主要存在：向上

覆盖进入、向下覆盖进入、左侧覆盖进入和中心扩散

进入四种类型的转场方式，见图 3。其中网易新闻和 
 

 
 

图 2  转场动效 API 的表现效果 
Fig.2  Transition dynamic API performance effect 

 

 
 

图 3  顶部标签式导航下的转场方式 
Fig.3  Transition mode under top tab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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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视频应用首页的顶部式标签导航，则分别使用了

四种专场类型中的向上覆盖进入和中心扩散进入的

转场方式，而爱奇艺视频应用与 IT 之家资讯应用，

则分别使用了另外的两种专场方式。 

3  基于沉浸理论的转场方式实验 

3.1  实验目的 

目前，移动界面的转场设计仍停留在浅层的主观

表现阶段，并未在深层的认知体验中，形成较为客观

的实证研究。本文从人本心理学与形象思维的角度出

发，结合沉浸体验特征因素，探究顶部标签式导航下

不同转场方式对于认知体验的影响，从而强化信息架

构的逻辑关系，提升信息认知效率，优化场景体验。 

3.2  实验方法 

采用控制变量的被试内设计，通过控制转场动效

中的图形、颜色、空间距离及速度时间等自变量因素，

测试转场动效的运动方式这一因变量对认知体验的

影响。为避免被试顺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采用随机

的方式来呈现样本。 

3.2.1  实验设备与环境 

为避免实验环境和实验设备影响实验结果，选取

环 境 相 对 稳 定 的 实 验 室 和 配 置 相 同 的 移 动 设 备

iPhone7 作为测试平台，进行测试实验。 

3.2.2  实验材料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实验样本采用去色处

理，并且遮挡顶部的时间状态栏，以减少其他信息的

干扰。根据 Rachel Nabors 的动效时间指导原则，将

转场时间设置为 500 ms。因移动视频应用中信息内容

繁杂且导航模式较多，故本次实验选取了视频类的移

动产品作为实验场景，并模拟了首页顶部标签式导航

下的四种转场方式。其中，四种方式转场之前的场景

均为 A；转场之后的场景均为 B。转场方式的实验样

本见图 4。 
 

为保证感知体验结果的有效性，转场评价量表以

问卷和李克特五点量表的形式呈现，分别从三类不同

的因素来度量用户的认知感受。每类因素中包含了三

个度量维度，同时，每个度量维度又包含了五个认知

态度，即“非常不认同”、“有点不认同”、“一般”、

“有点认同”和“非常认同”。 

3.2.3  被试招募 

根据第四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可知，我国已有 8.17 亿的移动网民，其男女比

例为 52.7∶47.3，日趋平衡。其中，20~29 岁这一年

龄段的移动网民约占 26.8%，主要以学生和上班族为

主。为避免认知经验造成的差异性影响，故选取了这

一年龄段且均有移动视频观看经验的三十五名用户

作为被试。 

3.2.4  实验任务 

实验开始前向被试分发实验评分量表，并告知其

此次实验目的及评分规则。随后，让每个被试点击顶

部标签式导航中右上角的图标，进行四组转场示例的

体验，当第一个页面场景跳转到第二个页面场景，并

且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时，则表示一次转场任务的完

成。根据在此期间转场方式的视觉特征表现与被试自

身的感知体验，进行对比评分，并记录在量表上。同

时，评分使用整数计量，其中，非常认同为 5 分，非

常不认同则为 1 分。 

3.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实验结束后，将收集到的三十五个有效数据，通

过信度分析与因子分析，以检验转场评分量表的可

信度与可靠性。其中，信度分析见表 2。其结果显

示，克隆巴赫系数 α 值为 0.896，大于 0.7，这表明此

表的可信度较高。随后，通过结构效度中的 KMO 检

验和 Bartlett’s 球状检验，进行效度分析，效度分析

见表 3。表中的 KMO 值均大于 0.5，表明此量表的可

靠性较高。 

 
 

图 4  转场方式的实验样本 
Fig.4  Experimental sample of transition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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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度分析 
Tab.2  Reliability analysis 

量表 克隆巴赫系数 项数 
量表打分 0.896 9 

 
表 3  效度分析 

Tab.3  Validity analysis 

转场 
方式量表 

KMO 取样 
适切性量数 

Bartlett’s 
球状检验 自由度 显著性

条件因素 0.724 71.438 4 0.00 
体验因素 0.734 86.017 5 0.00 
结果因素 0.669 74.962 4 0.00 

 

3.3.2  转场方式的结果分析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转场方式的均值得分

依次为中心扩散进入、向下覆盖进入、左侧覆盖进入

和向上覆盖进入，转场方式对于感知体验的描述性统

计见表 4。随后，通过单因素方差中的 LSD 多重对比

分析可知，中心扩散式转场与其他三种转场方式均存

在着显著差异性（P<0.01），转场方式对于感知体验

的多重比较分析见表 5。向上覆盖进入与左侧覆盖进

入的转场方式之间不存在差异性（P>0.05），而向上

覆盖进入与向下覆盖进入、中心扩散进入的转场方式

之间均存在着显著差异性（P<0.001）。另外，向下

覆盖进入均与其他三种转场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性

（P<0.001）。 
根据转场方式的均值得分情况与单因素方差分

析可知，中心扩散进入和向下覆盖进入这两种转场方

式，对用户认知体验的影响较大且趋于正向。随后，

通过各个沉浸特征的均值得分反馈发现，转场方式对 

 

表 4  转场方式对于感知体验的描述性统计 
Tab.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transition  

modes for the perceived experience 

转场方式量表 N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向上覆盖进入 35 2.454 0.130 

左侧覆盖进入 35 2.511 0.151 

向下覆盖进入 35 3.092 0.310 

中心扩散进入 35 3.254 0.180 
 
于沉浸特征因素的表达越好，则认知体验的效果就会

越明显。其中，中心扩散式转场对于沉浸特征因素的

表达最好。在体验中的条件因素，它对用户具有引导

作用，在体验因素中，还匹配了用户心智与使用经验

等，在结果因素中，它凸显出逻辑关联与体验目的等。

向上覆盖进入与左侧覆盖进入的转场方式却并未获

得积极的体验效果与认知结果。 

4  结语 

转场是移动界面中瞬时认知不同信息单元的典

型代表。标签式导航下的中心扩散式转场，不仅有效

地引导了用户的视觉焦点与交互行为，而且有效地增

强了内容场景间的语义逻辑关系、信息架构的连续

性，以及操作路径上的连同感与沉浸感。由此可知，

基于沉浸特征的转场方式不仅填补了视觉变换盲视

的空白，有效地提升了体验效果与认知结果，而且为

不同信息单元之间的转换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设

计指导。然而，本文只研究了转场方式这一特征因素，

而如色彩、图形、空间距离及时间速度等更多因素是

否对认知体验存在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 5  转场方式对于感知体验的多重比较分析 
Tab.5  Multipl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ition modes for perceived experience 

95%置信区间 
(I)组别 (J) 组别 平均差(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下限值 上限 

左侧覆盖进入 –0.057 0.049 0.246 –0.154 0.040 

向下覆盖进入 –0.638 0.049 0.000 –0.735 –0.541 向上覆盖进入 

中心扩散进入 –0.800 0.049 0.000 –0.897 –0.703 

向上覆盖进入 0.057 0.049 0.246 –0.040 0.154 

向下覆盖进入 –0.581 0.049 0.000 –0.678 –0.484 左侧覆盖进入 

中心扩散进入 –0.743 0.049 0.000 –0.840 –0.646 

向上覆盖进入 0.638 0.049 0.000 0.541 0.735 

左侧覆盖进入 0.581 0.049 0.000 0.484 0.678 向下覆盖进入 

中心扩散进入 –0.162 0.049 0.001 –0.259 –0.065 

向上覆盖进入 0.800 0.049 0.000 0.703 0.897 

左侧覆盖进入 0.743 0.049 0.000 0.646 0.840 中心扩散进入 

向下覆盖进入 0.162 0.049 0.001 0.065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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