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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乐龄用户常用新闻资讯 APP 的适老化问题，通过构建和运用乐龄用户心智模型，探讨

符合老年用户使用需求的新闻资讯 APP 设计。方法 通过对现有新闻资讯 APP 适老化设计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以使用 APP 获取新闻资讯为行动目标，将“执行”“评估”行为作为获取乐龄用户心智信息

的维度，对维度属性进行发散并拟定用户访谈提纲。应用亲和图法对用户的受访回答进行聚类分析，构

建乐龄用户使用 APP 获取新闻资讯的心智模型。据此提出适老性新闻资讯 APP 设计策略，并进行“易

新闻”APP 的设计。结果 选择现有主流新闻资讯 APP 与“易新闻”APP 进行可用性测试对比，USE 量

表测试结果“易新闻”设计在易用性、易学性、满意度三个方面的指标高于现有 APP；任务测试显示“易

新闻”设计较现有 APP 完成时间更短，完成率更高。结论 从乐龄用户行为的“执行”与“评估”维度

获取心智信息，运用亲和图法构建乐龄用户心智模型，能够帮助设计者发掘用户需求并指导设计实践，

实现提高 APP 适老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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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Age-appropriate Design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Based on Mental Model 

HU Hong, KONG Xiang-bin, YAN Shen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nstruct and apply mental model of senior users to solve the age-appropriate problem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commonly used by senior users and then explore the design of the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senior. The problems in the age-appropriate design of exist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were 

analyzed. With the use of App to obtain news and information as the action goal and the behavior of "execution" and 

"evaluation" as the dimension to obtain the mental information of the senior users, the attribute of the dimension was dis-

persed and the user interview outline was drawn up. The affinity diagram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construct a mental model of senior users obtain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by App. Based on this, the design strategy of 

age-appropriate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was proposed and an "E News" App was designed. Comparing the existing 

mainstream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s and the "E News" App through usability test,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USE scale 

showed that "E News" was higher than the existing Apps in terms of usability, ease of learning and 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the task test results, the design of "E News" had a shorter completion time and a higher completion rate than that of 

existing Apps. Obtaining mental inform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xecu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the 

senior users and constructing the mental model of the senior users by the affinity diagram method can help designers dis-

cover users' needs and guide design practice, thus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APP to the 

senior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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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60 岁以上（乐龄）老

人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数量庞大，使 APP 的适老化

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杨志[1]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

综述评析，从文字、色彩、版式三个方面得出符合老

年人视知觉特点的设计指导意见。汪颖等[2]、许波琴[3]

等针对老年人从手机界面图标的辨识度与色彩偏好

展开了研究。丁明珠等[4]从老年用户认知特征角度出

发，指出符合老年用户心智模型的自然界面设计有利

于老年人进行正确的认知行为。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由

于老年人感官功能与神经功能的退化，目前针对老年

人的信息设计研究，在界面色彩、字体字号、图标语

义等设计上，越来越重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

点，提升用户心智模型与自然界面的耦合程度，成为

提高产品适老化的方法之一。然而要使适老化新闻资

讯 APP 的用户心智模型与设计模型相匹配，需要进

一步从生理、心理和行为等方面展开乐龄用户使用体

验研究。将心智模型理论应用于 APP 适老化设计，

将有助于洞察、提取用户的需求，优化新闻资讯 APP

适老性设计。 

1  现有新闻资讯 APP 适老化设计分析 

1.1  乐龄用户常用新闻资讯 APP 调研 

2020 年工信部提出要推进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

改造，帮助老残群体平等便捷地获取、使用互联网应

用信息。获取新闻资讯是乐龄用户上网的主要目的之

一，其每日在新闻资讯领域的平均使用时长是全体网

民平均时长的 1.8 倍[5]。本研究基于用户体验五要素[6]

对乐龄用户常用的新闻资讯 APP 的包容性设计与适

老性设计进行分析。 

采用问卷法调研乐龄用户的新闻资讯 APP 使用

情况，共发放问卷 102 份，回收问卷 99 份，剔除无 
 

效数据，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93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为 93.9%。结果显示，乐龄用户常用的新闻资讯类
APP 有“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百度”和“趣
头条”，见图 1。其中“今日头条”还推出了大字版。
本次研究选择以上五款 APP，根据 APP 的目标人群
定位分为两组：“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百度”
APP 的目标人群以中青年用户为主，因此针对包容性
设计展开分析；“趣头条”与“今日头条大字版”
APP 的目标人群以中老年用户为主，因此针对适老性
设计展开分析。 

 

 
 

图 1  乐龄用户常用的新闻资讯类 APP 
Fig.1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s commonly  

used by senior users 
 

1.2  主流新闻资讯 APP 对乐龄用户的包容性设计不足 

包容性设计是指产品或服务的设计能够包容最
大量的用户进行使用，尤其需要关注到老年人群及弱
势群体的体验。Garrett 在《用户体验的要素》中提出
了用户体验五要素，即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框
架层、表现层，各要素自上而下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
程，在产品设计（尤其是互联网产品如新闻资讯 APP）
中是从产品概念到用户感知的过程，见图 2。 

 
 

图 2  新闻资讯 APP 用户体验五要素 
Fig.2 Five elements in user experienc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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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对现有主流新闻资讯 APP 从用户体验五

要素角度对其包容性设计进行分析。 

1）战略层：用户定位偏窄，乐龄群体关注不足。

由于“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百度”三款 APP 的

主要目标用户为中青年人群，导致对乐龄用户群体关

注度不够，对该群体的使用需求探索有限。随着移动

互联网在老年人群中渗透，60 岁以上乐龄用户比例

会进一步增加，新闻资讯 APP 设计需要包容更广泛

的年龄群体。 

2）范围层：内容功能形式多而杂，适老性功能

单一。在内容方面，三款新闻资讯 APP 页面功能属

性界定模糊。例如“今日头条”APP 中“首页”和“西

瓜视频”两个页面中均包含短视频形式的内容，页面

功能类似，增加了乐龄用户记忆识别的负担。在适老

性功能方面，“今日头条”与“腾讯新闻”APP 支持

字体大小调节，“百度”APP 支持语音检索。可以看

出，三款主流 APP 的适老性功能相对单一。 

3）结构层：适老性功能层级较深，缺少引导性

交互。在交互设计上，三款新闻资讯 APP 普遍缺少

引导性功能设计，以字体设置为例，只有“今日头条”

APP 在首次阅读时引导用户进行字体设置。在信息架

构设计上，三款 APP 均将字体设置归于三级页面内，

乐龄用户至少需要 4 次无误点击才能找到。由此看

出，三款 APP 在交互设计和信息架构设计的适老性

有待提升。 

4）框架层：界面外观相似，标签使用率不高。

三款新闻资讯 APP 界面外观较为相似，页面顶部设

置数个内容标签。在实际调研中乐龄用户对标签的来

源和分类感知不强，故使用率较低。 

5）表现层：视觉要素抽象简化，图标语义不明

确。三款新闻资讯 APP 的图标采用扁平化抽象的线

框样式，缺少文字说明，如三款 APP“听新闻”功能

图标均采用头戴式耳机图形，见图 3。在实际调研中，

乐龄用户将该图标理解为此功能需要插入耳机才可

使用，可见图标的语义不明确且缺少文字说明，造成

乐龄用户理解偏差。 
 

 
 

图 3  三款 APP“听新闻”功能图标 
Fig.3 Icons of "listening to news" function of three Apps 

 

综上所述，主流新闻资讯类 APP 设计对熟悉网

络应用的年轻人得心应手，但对从纸媒体过渡到网络

媒体的乐龄用户包容性不足。 

1.3  面向乐龄用户的新闻资讯 APP 适老性设计不完善 

心智模型会对人们的思维认知和行为模式产生

影响[7]，尤其面对新事物时，心智模型起到引导与预

测的作用[8]。“趣头条”与“今日头条”大字版是近

年来新出现的以中老年人群为目标用户的新闻资讯

APP，在设计中更关注中老年群体的需求和偏好。 

从思维认知角度来看，“今日头条大字版”在界

面设计中考虑到乐龄用户随年龄增长，视觉和认知能

力退化，界面图标均采用文字样式便于用户理解，如

在信息层级设计上采用扁平化，主页仅有“看新闻”

“刷视频”和“赚金币”三个功能分区。但该 APP 存

在信息层级混乱，页面功能划分不合理的问题，例如将

收藏、设置等功能统一归于“赚金币”页面内，见图 4，

实际调研中乐龄用户多表示“感觉赚金币不安全，不敢

点”，“完全没想到收藏夹会在‘赚金币’里面”。 

从行为模式角度来看，“趣头条”通过抓住乐龄

群体的行为特点和心理特征，即时间充裕，对返利活

动兴趣强烈，以网赚模式[9]获取乐龄用户。虽然“趣

头条”的用户群体以中老年用户为主，但在 APP 中

并未有过多适老性设计，甚至在部分活动弹窗中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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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弱化关闭按钮，误导用户操作，见图 5。比较两

款面向乐龄用户的新闻资讯 APP，“今日头条大字版”

的适老性设计要优于趣头条，但在信息架构设计中仍

存在不合理之处，新闻资讯 APP 的适老性设计需要

结合用户心智模型进一步完善。 
 

 
 

图 4  今日头条大字版 
Fig.4 Toutiao's large font design 

 

 
 

图 5  趣头条的活动弹窗 
Fig.5 Movable pop-up window of QTT 

 

因此，为乐龄用户打造的新闻资讯 APP，除了通

过设计奖励机制获得老年用户流量外，更需要基于用

户心智模型分析使用习惯和功能需求，设计 APP 信

息架构，发掘潜在的设计点，优化用户使用体验，为

用户提供优质的适老化新闻资讯 APP。 

2  基于心智模型的适老化研究方法 

2.1  心智模型理论及应用 

心智模型理论由 Kenneth Craik 提出，心智模型

是人脑在观察现实世界之后，现实世界在人脑中的一

种重构，或者“一种映射”。Norman[10]将心智模型

定义为“存在于用户头脑中的关于一个产品所应具

有的概念和行为的知识。这种知识可能源于用户以前

的使用经验，或者是用户根据使用该产品要达到的目

标而对产品的概念和行为的一种期望”。他在《情感

化设计》中提出了用户模型、系统表象和设计模型的

概念，当用户模型与设计模型的匹配程度越高时，产

品的可用性会越高。因此，了解乐龄用户的心智模

型，将有助于提升产品的适老化程度。 

2.2  用户行为与心智模型的关系 

Norman 在《设计心理学》中指出目标是行动的

前提，行动又包含两部分：“执行”与“评估”[11]。“执

行”是指作用于外部世界的动作：首先在心智模型指

导下根据目标确定实现方法，然后设计该方法所需的

动作顺序，加以执行后得到行动的效果。“评估”是

指将外部世界情况与用户所期待的状态进行比较：首先

需要感知外部世界，再根据用户自身期望与心智模型来

对感知的内容进行解释，以此评估执行的结果。见图 6。 
 

 
 

图 6  执行与评估行动 
Fig.6 Execution and evaluation actions 

 

心智模型对人们的思维认知和行为模式产生影

响，是人们用于确定行为决策和认知理解的系统性知

识，用户的行为是心智模型在外部世界的表达结果。

将乐龄用户使用新闻资讯 APP 的“执行”与“评估”

行为作为获取用户心智信息的维度，执行维度会影响

人们选择实现目标的方法（对方法的预期和实现方法

的动作顺序设计）。评估维度会影响人们将感知到的

外部事物（包括目标的实现效果）与自身心智模型的

匹配，根据匹配结果形成对外部事物的认识评价，评

价结果会对心智模型起到强化和修正的作用，见图

7。将“使用 APP 获取新闻资讯”设定为乐龄用户的

行动目标，从“执行”与“评估”两个维度展开。“执

行”维度下可分出“用户的使用动机与使用需求”

（确定实现目标的方法）、“使用习惯”（设计完成

动作顺序）、“用户的操作方式”（动作执行）三个

维度属性；“评估”维度下分出“对新闻资讯 APP

的主观感受”（感知外部事物、解释感知的内容）、

“用户的使用体验”（评估行动结果）两个维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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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心智模型与用户行为的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model and user behavior 

 
性。基于以上五个维度属性构建访谈提纲，可用于获

取乐龄用户的心智信息。 

2.3  构建用户心智模型访谈提纲 

构建乐龄用户心智模型首先需要获取用户心智信

息。心智信息作为一种内在表征较难被捕捉和测量[12]， 
 

不过作为心智模型表达结果的用户行为和想法[13]，较
容易通过访谈法、观察法获取。根据以上五个维度属
性进行发散拟定用户访谈提纲，见表 1，并在实际访
谈 中 根 据 用 户 表 述 与 实 际 情 况 对 访 谈 提 纲 进 行 调
整，让用户顺畅自然地表达观点，尽可能全面获取用
户心智信息。 

 

表 1  乐龄用户使用新闻资讯类 APP 情况访谈提纲 
Tab.1 Interview outline of senior users us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维度 属性 访谈问题 

请问您获取新闻资讯的方式有哪些？ 

为什么选择这（几）种方式？ 

相较于其他方式，新闻资讯 APP 有哪些不同？ 

您希望通过使用新闻资讯 APP 获得什么？ 

使用动机与使用需求 

…… 

您获取新闻资讯 APP 的常用设备是？ 

您一天中平均每次使用新闻资讯类 APP 的时长是？ 

您会在何时使用新闻资讯 APP？ 

您通常在何种环境下使用新闻资讯 APP？ 

您在使用新闻资讯 APP 时是否会做其他事情？是何种的事情？ 

您更偏好什么样（类型）的新闻内容？ 

您有哪些阅读习惯？ 

您有哪些观点获取与表达的习惯？ 

您有哪些内容管理留存的习惯？ 

您有哪些内容检索的习惯？ 

使用习惯 

…… 

请您演示一下日常使用方法（观察） 

您 xx 操作的目的是？ 

您是否会使用 xx 功能？ 

您（不）使用的原因是？ 

在以往使用经历中您遇到过什么问题？是否解决？如何解决？ 

操作中是否存在困惑？ 

您在面对不感兴趣内容时的做法 

您能否分辨广告内容与新闻内容？辨别的依据是什么？ 

执行 

操作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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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维度 属性 访谈问题 

您对常用（使用过）的 xx APP 整体感受如何？ 

有哪些令您记忆深刻的点？ 主观感受 

…… 

您认为常用（使用过）的 xx APP 体验如何？ 

是否有期待但未实现的功能 

评估 

使用体验 

…… 

 

2.4  用户心智模型构建 

本次研究邀请了 10 位 60 岁及以上具备一定的智

能手机和新闻资讯类 APP 使用经验的乐龄用户作为

受访者，其中男性 6 人，女性 4 人，受访者信息见表

2。根据表 1 访谈提纲进行半开放式访谈，访谈过程 
 

中采用录音、录屏的形式进行记录。整理访谈结果，
从用户受访的回答中提取一定量的“任务”。应用亲
和图法（KJ 法）按照任务的相互亲和性（相近性）
进行聚类组成“任务塔”，然后对“任务塔”再次进
行聚类形成心智空间，最后明确各心智空间的关系完
成用户心智模型的构建[14]。 

 

表 2  受访者信息 
Tab.2 Respondent information 

编号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 手机使用情况 常用新闻资讯 APP 

1 男 62 高中 服务业者 较熟练 手机浏览器、今日头条 

2 男 67 博士 高校教师 熟练 今日头条、百度 

3 男 70 本科 机关人员 熟练 百度、今日头条 

4 男 60 本科 机关人员 熟练 今日头条 

5 男 72 硕士 高校教师 较熟练 今日头条、凤凰新闻、西瓜视频 

6 男 66 高中 个体户 较熟练 今日头条极速版、趣头条 

7 女 60 研究生 高校教师 较熟练 百度、今日头条 

8 女 62 大专 会计 熟练 今日头条 

9 女 80 小学 服务业者 不太熟练 百度、趣头条 

10 女 63 初中 个体户 不太熟练 今日头条、趣头条 

平均年龄 66.3          

 

2.4.1  提取任务 

从 用 户 的 描 述 中 抽 象 出 一 个 个 单 独 的 心 理 活

动，归纳为任务。例如根据用户对“为什么选择这

（几）种方式获取新闻内容？”时提到“（手机）软

件里什么类型的新闻都有，也不用我自己搜，打开就

能看”的回答，可以提取出“APP 内容类型丰富”

“主动推送无需搜索”两个任务，见表 3。本次研究

从用户的描述中共提取出任务 59 个。 
 

表 3  提取任务 
Tab.3 Extraction of task 

用户描述 提取任务 

APP 内容类型丰富 （手机）软件里想看什么类型的

新闻都有，也不用我自己搜，打

开就能看。 主动推送无需搜索 

 

2.4.2  聚类任务塔 

提取出用户任务后，将意思相近的任务聚类组成

任务塔。例如任务“选择用户量大的 APP 内容更有

保障”、任务“口碑好说明里面的内容更真实”和任

务“发现内容不实不再阅读”，三者是在讨论乐龄用

户希望获取真实的新闻内容，可聚类为任务塔“关注

内容的真实性”，见表 4。由此将 59 个任务聚类形

成 13 个任务塔。 
 

表 4  聚类任务塔 
Tab.4 Clustering task tower 

任务 任务塔 

选择用户量大的 APP 内容更有保障 

口碑好说明里面的内容更真实 

发现内容不实不再阅读 

关注内容的真实性

 

2.4.3  聚类心智空间 

将任务塔再次进行聚类组成心智空间，并依据任

务塔的特点对心智空间进行命名。例如任务塔“关注

内容的真实性”、任务塔“内容形式多样”与任务塔

“获取内容方便”，三者都是在讨论用户选择使用新

闻资讯 APP 的原因，因此将三者聚类，并将其组成

的心智空间命名为“使用动机”，如表 5。本次共聚

类组成 5 个心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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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聚类心智空间 
Tab.5 Clustering mental space 

任务 任务塔 心智空间

选择用户量大的 APP 内容更

有保障 

口碑好说明里面的内容更真实

发现内容不实不再阅读 

关注内容的真

实性 

有短视频的内容 

偏好以文字类为主的内容形式

内容涵盖类型广泛 

能够边听边看 

内容形式多样 

主动推送，无需搜索 

操作简单 

随时随地都能看 

获取内容方便 

使用动机

2.4.4  构建心智模型 

由以上 13 个任务塔最终聚类组成了乐龄老人使

用新闻资讯类 APP 的 5 个心智空间，分别为：“使

用 动 机 ” “ 获 取 内 容 的 途 径 ” “ 内 容 接 收 方 式 ”

“收藏回顾”与“观点表达”，见图 8。 

对 5 个心智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发现

其中“使用动机”“获取内容的途径”和“内容的

接收方式”会影响乐龄用户选择获取内容的方式，

“收藏回顾”与“观点表达”反映了乐龄用户接受

新闻信息后的行为。由此以“使用 APP 获取新闻资

讯”为行动目标，构建起乐龄用户使用新闻资讯 APP

的心智模型，见图 9 所示。 

 

 
 

图 8  乐龄用户使用新闻资讯类 APP 的心智空间 
Fig.8 Mental space of senior users us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图 9  乐龄用户使用新闻资讯 APP 心智模型 
Fig.9 Mental model of senior users us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2.5  基于乐龄用户心智模型的新闻资讯 APP 需求

分析 

基于乐龄用户使用新闻资讯 APP 的心智模型，

分别从获取内容的方式和接受信息后的行为进行分

析，洞察乐龄用户对新闻资讯 APP 的使用需求。 

2.5.1  乐龄用户获取新闻资讯 APP 内容的方式需求

分析 

1）“使用动机”分析。在新闻资讯 APP 的选择

上，新闻消息的种类丰富度、内容的真实性、操作的

便捷性和推荐准确性是乐龄用户关注的重点。乐龄用

户关注的新闻资讯类型可大体分为国情时政和生活

资讯两类。受早年通过报纸获取新闻习惯的影响，乐

龄用户对于国情时政新闻仍更偏好传统的文字或图

文形式。对于满足乐龄用户娱乐需求的生活资讯类信

息，则偏好短视频这类新兴内容形式。 

2）“获取内容的途径”分析。数据推送是乐龄用户

从新闻资讯 APP 获取内容的主要渠道。乐龄用户属于

主动接受型用户[15]，他们会主动检索、发现感兴趣的内

容。大数据推送满足了乐龄用户对内容丰富性的需求，

但同时也限制了用户获取新闻的自由度。由于点击行为

和浏览历史是大数据获取用户偏好的主要来源，这使乐

龄用户对点击部分“一时兴起”的内容或误点击内容

存在心理负担，担心后期被频繁推送。为了保证推送内

容的准确性，乐龄用户的使用行为和路径较为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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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也是乐龄用户获取新闻资讯内容的一种渠

道。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由于视力和手部控制能力下

降，乐龄用户无法看清手机键盘、光标位置，导致内

容输入错误，检索效率低下。 

分享对于乐龄用户来说既是获取信息渠道也是

重要的社交功能。通过熟人好友间的分享，一方面乐

龄用户可以交换信息，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另一方面

也可以向他人传达出自己对时事新闻的关注，与同龄

人产生共鸣。 

3）“内容接收方式”分析。“看”和“听”是

乐龄用户获取内容的常用方式，其中“看”最为关

键。由于乐龄用户视力退化和老花眼的问题，对文字

的识别阅读能力下降。所以，在阅读时需要放大字

体。“听”是对视觉机能下降的补充，能够降低用眼

强度，缓解眼部不适。在“听”时，乐龄用户最大的

担忧是无法感知设备音量情况，播放时音量过大影响

他人，同时也传达出自身听力下降的信号。 

2.5.2  乐龄用户接受新闻资讯 APP 信息后的行为需

求分析 

1）“收藏回顾”分析。通过调查可知，乐龄用

户对生活资讯类内容有收藏和回顾的需求。但在收藏

内容时，乐龄用户对收藏状态感知不强，存在“以为

自己收藏了，但实际在收藏夹中找不到”或“莫名其

妙收藏了很多内容”，以及对收藏夹功能位置不清

晰，出现“找不到收藏夹”的问题。 

2）“观点表达”分析。乐龄用户有与他人交流、

分享观点的需求，也希望了解他人观点。受成长环

境、职业经历、社交媒体使用熟练程度等影响，大部

分乐龄用户在公开表达自己观点上态度更加保守，更

倾向于在熟悉的社交环境下与亲近熟识的人进行观

点分享。 

综上对心智空间的分析，总结出乐龄用户使用新

闻资讯 APP 的需求，见表 6。 
 

表 6  基于乐龄用户心智模型的新闻资讯 APP 需求分析 
Tab.6 Demand analysis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based on mental model of senior users 

心智模型 心智空间 用户需求 需求类型 

操作便捷 功能需求 
使用动机 

推荐准确 功能需求 

简单准确的搜索方式 功能需求 

减轻阅读信息的心理负担 功能需求 

多种用户偏好的收集方式 功能需求 

具有社交属性的内容分享 功能需求、情感化需求 

获取内容的途径 

历史内容易于查找 功能需求 

文字清晰易读 视觉需求 

获取内容的方式 

内容接收方式 
多感官的内容获取方式 功能需求 

识别收藏的前后状态 视觉需求、交互需求 
收藏回顾 

找到收藏夹位置 视觉需求、交互需求 接受信息后的行为 

观点表达 熟悉的信息交流分享环境 情感化需求 

  

乐龄用户新闻资讯 APP 适老性设计策略在《About 

Face》[16]中 Alan Cooper 提出“设计者的最重要目的

之一就是要使表现模型和用户的心智模型尽可能地

接近”。因此，通过对以上基于乐龄用户心智模型的

新闻资讯 APP 需求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提炼，得到

功能需求、交互行为、视觉设计和情感体验四个需求

类型，并由此提出面向乐龄用户的新闻资讯 APP 适

老性设计策略。 

2.6.1  功能需求适老化 

乐龄用户肢体灵活度降低，需要强化 APP 功能

的可用性，利用多感官联合的方式减轻用户的使用负

担，例如语音助手降低内容输入的操作难度，提供

“听文章”功能，减轻用户视觉负担。分析用户的

行为路径、丰富收集用户偏好的渠道，提高推荐的

准确度，减轻用户点击内容时的心理负担，如使用

前引导用户主动设置兴趣方向并生成兴趣分区。同

时优化内容筛选方式，如简化用户屏蔽内容的操作

步骤。  

2.6.2  交互行为适老化 

乐龄用户的学习反应能力下降，通过交互设计可

提升 APP 的操作便捷性和可学习性。内容层级应尽

量扁平化，让用户能在最短路径内找到目标信息，如

让用户快速找到收藏夹。同时同层级页面内功能划分

清晰，降低用户识别与记忆的负担。交互方式需要结

合用户心智信息，让乐龄用户通过直觉、使用习惯和

前期经验自然地使用 APP，在特定节点及时予以用户

指导和操作反馈，帮助用户学习使用 APP，例如在首

次使用时引导用户了解高频功能位置和用途、首次阅

读时提示用户进行字体设置、收藏内容后弹出提示告

知状态变化引导用户前往收藏夹查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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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视觉设计适老化 

在视觉设计上应更注重功能性，让用户轻松便捷

地识别内容是视觉设计的主要目的。例如在字体方

面，14 pt~16 pt 的字级[1]和 1.5 倍行间距更有益于乐

龄用户识别。图标设计上重视语义表达，采用图形加

文字的形式便于用户理解。 

2.6.4 情感体验细致化 

结 合 乐 龄 用 户 的 心 理 特 征 满 足 用 户 的 社 交 需

求。乐龄用户更加注重隐私性，相较于在陌生的网络

环境中输出观点，他们更倾向于与信任的人交换观

点。因此，在内容分享上力求为用户提供安全、熟悉

的交流环境，促进乐龄老年群体交流，提高用户情感

体验的满意度。 

3  基于心智模型的“易新闻”新闻资讯 APP

适老化设计 

应用根据乐龄用户心智模型分析提出的新闻资

讯 APP 适老性设计策略设计“易新闻”APP，以功能

需求、交互行为、视觉设计和情感体验等四个需求类

型做为“易新闻”APP 的适老化功能点，见表 7。 

将功能点与用户需求和心智空间进行对应，把出

现在多个心智空间的功能点作为一级页面功能。以

“兴趣分区”为例，该功能点可以满足“使用动机”

心智空间下“准确推荐”需求，同时可以满足“获取

内容的途径”心智空间下“多种用户偏好的收集方

式”需求，证明该功能点对用户心智模型影响较大且

能够满足用户多个需求，故应位于一级页面。由此，

设计“易新闻”APP 信息架构，见表 8。 
 

表 7  基于乐龄用户心智模型的新闻资讯 APP 功能点 
Tab.7 Function points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based on mental model of senior users 

需求类型 功能点 

语音搜索：降低搜索难度 

兴趣分区：丰富用户偏好获取途径；明确标

签导航来源，提升推荐准确度 

功能需求

听文章：多感官的内容获取方式 

收藏夹：找到收藏夹位置 交互需求

首次引导教学：给予用户指导，建立新事物

的认知 

大字级、加宽行间距便于识别 

图标采用图形加文字说明便于理解 

视觉设计

收藏夹动效显示 

朋友在看：熟悉的信息交流分享环境 情感体验

不感兴趣按钮：减轻阅读信息的心理负担 

 
表 8  基于乐龄用户心智模型的新闻资讯 APP 信息架构设计 

Tab.8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design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App based on mental model of senior users 

所属心智空间 用户需求描述 功能设计 功能所属心智空间个数 信息层级 

使用动机 操作便捷 首次功能引导教学 1 首次引导页 

内容接收方式 文字清晰易读 字体设置 1 首次引导页 

使用动机 推荐准确 兴趣分区 

获取内容的途径 多种用户偏好的收集方式 兴趣分区 
2 

首次引导页 

一级页面 

获取内容的途径 具有社交属性的内容分享 朋友推荐 

观点表达 熟悉的信息交流分享环境 朋友推荐 
2 一级页面 

获取内容的途径 历史内容易于查找 收藏夹 

收藏回顾 找到收藏夹位置 收藏夹 
2 
 

一级页面 
 

获取内容的途径 简单准确的搜索方式 语音搜索 一级页面 

收藏回顾 找到收藏夹位置 语音搜索 
2 

 

获取内容的途径 多感官的内容获取方式 听文章 1 二级页面 

收藏回顾 识别收藏的前后状态 收藏夹动效 1 二级页面 

获取内容的途径 减轻阅读信息的心理负担 不感兴趣按钮 1 二级页面 

 
最终获得“易新闻”新闻资讯 APP 信息结构（见

图 10），并据此设计 APP 低保真原型图（见图 11）。 

4 “易新闻”APP 可用性测试 

将“易新闻”APP 与“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大字版”两款乐龄用户常用新闻资讯 APP 在用户完

成情况、使用效率和满意度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对基

于乐龄用户心智模型的“易新闻”APP 设计的可用

性进行测试和验证。 

4.1  测试对象 

本次可用性验证共邀请 10 位 60 岁及以上的乐龄

用户作为被试者，其中男性 5 人，女性 5 人，被试者

均具备一定的智能手机和新闻资讯类 APP 的使用经

验，其中有 3 位被试者参与过第 1 次访谈，测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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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易新闻”APP 信息架构 
Fig.10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E News" App 

 

 
 

图 11 “易新闻”APP 主要页面低保真原型 
Fig.11 Main page low fidelity prototype of "E News" App 

 
境分别选择在办公室或家中等安静、无人打扰的环
境，为排除由于手机品牌不同导致的使用习惯差异，
本次测试设备使用被试者手机，被试者信息见表 9。 

4.2  测试流程 

本测试选择“今日头条”“今日头条大字版”
两款 APP 和“易新闻”APP 进行可用性对比，结合
前两款 APP 功能，其中三者均有“收藏记录”和“推 

 

送内容”功能，故设置以下两项任务进行测试：任务

一，刷新页面获得新内容并尝试屏蔽掉自己不想看到

的内容；任务二，收藏内容并在收藏夹中找到它。 

开始测试前研究人员为被试者安装三款 APP，并

确认正常运行。每位被试者对三款 APP 进行熟悉使

用，熟悉完成后示意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告知被试者

任务，并确认被试者明确任务含义后开始计时。 

表 9  被试者信息 
Tab.9 Subject information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手机使用情况 手机品牌 常用新闻软件 测试环境

1 男 62 高中 服务业者 较熟练 华为 手机浏览器、今日头条 家中 

2 女 60 研究生 高校教师 较熟练 华为 百度、今日头条 办公室 

3 男 67 高中 企业职工 较熟悉 华为 今日头条 办公室 

4 男 70 初中 技术工人 不太熟练 华为 百度、今日头条 办公室 

5 男 78 本科 工程师 不太熟练 苹果 今日头条、微博 办公室 

6 男 72 小学 农民 不太熟练 小米 百度 办公室 

7 女 60 初中 服务业者 熟练 小米 今日头条、趣头条 家中 

8 女 64 高中 企业职工 较熟练 华为 今日头条、腾讯新闻、微博 家中 

9 女 60 本科 机关人员 较熟练 华为 百度、今日头条 办公室 

10 女 61 本科 高校教师 熟练 华为 今日头条、百度、腾讯新闻 办公室 

平均年龄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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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中，研究人员不会主动指导被试者，当

被试者求助时记录次数，同时记录被试者的任务完成

情况和所需时间。完成测试后研究人员使用 UES 量

表[17]请被试者对 APP 的有效性、易用性、易学性、

满意度进行评分。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级评分量表，最

低分为 1 分非常不认同，最高分 7 分非常认同。三款

APP 的测试顺序随机。 

4.3  测试结果 

被试者使用三款 APP 完成“任务一”的情况见

表 10。 
 

表 10  任务一：刷新页面获得新内容 
Tab.10 Task 1: refresh the page to get new content 

APP 完成率/% 平均时长/s 总求助次数

今日头条 80 00:12.98 2 

今日头条大字版 80 00:15.07 5 

易新闻 90 00:08.92 2 
 

被试者使用三款 APP 完成“任务二”的情况见

表 11。 

表 11  任务二：收藏内容并找到收藏夹 
Tab.11 Task 2: collect content and find favorites 

APP 完成率/% 平均时长/s 总求助次数

今日头条 100 00:20.45 3 

今日头条大字版 10 00:08.01 1 

易新闻 100 00:17.08 1 

 
使用 USE 量表请 10 位被试者分别对三款 APP

进行打分，求得三款 APP 每项的平均得分[18]，将平

均得分进行求和获得三款 APP 的有效性、易用性、

易学性、满意度的最终得分，如表 12。 

结果显示，“易新闻”APP 的“任务一”完成率

最高，所需时间最短；在“任务二”中用户使用“易

新闻”与“今日头条”均能完成任务，“易新闻”所

需时间更短。而使用“今日头条”大字版的用户中，

只有 11%的人完成了任务，这与大字版的信息架构设

计不合理密不可分。同时通过 USE 量表可知，在有

效性上，“今日头条”>“易新闻”>“今日头条大字

版”；在易用性、易学性和满意度方面均表现为“易

新闻”>“今日头条”>“今日头条大字版”。因此 
 

 
表 12  三款 APP 使用 USE 量表得分情况 
Tab.12 Scores of three Apps by USE scale 

USE 量表评价指标 易新闻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大字版 

有效性 21.1  21.3  14.3  

它使我能够更加容易地完成要做的事情 5.1  5.7  3.5  

使用时，它节省了我的时间 5.0  5.1  3.7  

它满足我的需求 5.4  5.5  3.6  

它可以执行我期望它做的所有事情 5.6  5.0  3.5  

易用性 37.5  36.7  26.0  

它容易使用 5.7  5.5  3.9  

它操作简单 5.4  5.3  4.0  

我只需要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实现我的目的 5.2  5.5  4.2  

没有书面说明，我可以使用它 4.9  5.4  4.2  

偶尔使用和常规使用的用户都会喜欢它 5.1  4.7  3.0  

出错时，我可以迅速且容易地恢复过来 5.8  5.0  3.1  

使用遇到问题时，我可以迅速且容易地恢复过来 5.4  5.3  3.6  

易学性 22.6  21.4  16.5  

我可以迅速地学会使用它 5.4  5.3  3.9  

我容易记住如何使用它 5.8  5.3  4.4  

学起来容易 5.6  5.5  4.2  

很快我就可以熟练使用它了 5.8  5.3  4.0  

满意度 35.3  32.5  21.6  

我对它满意 5.5  5.1  3.4  

我会把它推荐给朋友 4.2  3.1  2.0  

使用起来有趣 4.6  4.4  3.6  

它以我所期望的方式工作 5.2  5.0  3.4  

它很好 5.0  4.8  3.2  

我感到我需要拥有它 5.3  5.1  3.0  

使用起来令人愉快 5.5  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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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任务测试结果与量表评分情况，“易新闻”APP

在三款 APP 中更符合乐龄用户的使用需求，其适老

化程度更高。 

5  结语 

移动通信应用在乐龄用户群体中已非常普及，获

取新闻资讯是乐龄用户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

新闻资讯 APP 的适老性设计十分重要。本研究将心

智模型与设计心理学理论结合，从用户行为与心智模

型的关系出发，探讨更匹配乐龄用户心智模型的适老

化新闻资讯 APP 设计。首先，本研究提出了从两个

维度提取用户心智信息的方法。将用户的“执行”

“评估”行为作为获取心智信息的维度，“执行”维

度下分为“用户的使用动机与使用需求”“使用习

惯”“操作方式”三个维度属性；“评估”维度下分

为“主观感受”和“使用体验”两个维度属性。通过

上述方法构建的心智信息访谈提纲，能够更加全面、

更有针对性地获取乐龄用户心智信息。其次，本研究

为构建和应用乐龄用户心智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撑。根

据所获取的用户心智信息，构建乐龄用户使用新闻资

讯 APP 的心智模型，从功能需求、交互行为、视觉

设计和情感体验等 4 个用户需求类型，提出适老性新

闻资讯 APP 设计策略，并据此设计“易新闻”APP。

最后，通过可用性测试实践，证明了采用“执行”与

“评估”两个维度发散获得的五个维度属性方法，以

及根据乐龄用户心智模型四个需求类型提出的设计

策略所做的“易新闻”APP，适老化程度优于目前的

主流新闻资讯 APP。因此，基于心智模型的新闻资讯

APP 适老化设计，在乐龄群体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

果，具备面向更广泛群体推广的价值，为移动通信应

用的适老化设计和用户体验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

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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