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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才能为今天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设计出最棒的网站和应用？如何在受到限制的小型设备上
创造出让人满意的用户体验？
本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洞见，帮助你制定移动战略，针对小屏幕进行设计和写作。围绕着移动设备（
主要是智能手机和触屏手机）上的可用性，本书先后讨论了企业的移动战略、针对小屏幕的设计、移
动应用的写作、可用性对比等主题，最后还对移动可用性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书中列举了许多知名网
站和应用作为实例，剖析了其缺陷，指出了改善的方法，并配备了200多张全彩界面图加以详细说明。
第一作者Nielsen被誉为“Web可用性之王”，是该领域首屈一指的权威人物。书中的结论基于作者的
可用性咨询公司多年来所做的一系列专家评议和国际调研，来自于真正的用户实践，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理解本书提出的设计原则，定会帮助设计师、软件开发者、文案编写者、编辑、产品经理和广告
主理解该如何为客户制作移动网站和应用，以及如何顺应移动应用的未来趋势来改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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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akob Nielsen
尼尔森-诺曼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发起了“简化可用性工程”（discount usability engineering）运动，强
调用一些快速而有效的方法提升用户界面的质量。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誉为“在Web可用
性领域的世界杰出专家”，《今日美国》则称赞他洞悉过去和未来的能力“堪比时间机器”。他是众
多畅销书的作者，作品包括Prioritizing Web Usability、De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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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贴心设计：打造高可用性的移动产品》编辑推荐：《贴心设计：打造高可用性的移动产品》重点关
注移动设备（主要是智能手机和触屏手机）上的可用性，还涵盖了构建移动战略、为小屏幕设计、移
动写作、可用性对比和展望未来等主题。书中内含228张高清全彩图片以表明观点。这本指南基于专家
评议和多项国际调研，展现了移动世界的全貌。参与者从学生到早期技术使用者不等，还有用各种移
动设备访问网站的商务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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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当然“把有重要价值的内容和操作项目塞进小小的空间里”也是一种罪过，总之，为小屏幕设计
，不要忘了“优化”与“贴心”。P60的建议就很贴心。
2、设计原则的实例
3、书不错，可惜很多地方翻译有点生硬。。。
4、比較常識
5、这书我给10分！
6、内容很新，而且理论与实际例子相得益彰
7、对于初学者受益匪浅~
8、读过《移动设计》和《简约至上》再读这个，只能坚持前三章，之后的翻过去了。一是内容太老
了，完全不敢相信是2013年的书；二是太啰嗦；三是内容前两部书都有
9、以实际案例为基础描述产品设计方法，整书结构略有些松散，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一
般；书中抛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很不错，如“信息觅食理论”。
10、艰涩的翻译......
11、非常不错的交互设计书籍，作者的各种结论都是通过数据调研得出的，很有价值。
12、内容还行，翻译一般。
13、前后穿越的介绍了互联网产生以来的移动产品可用性，薄薄的书，内容比较简单，有些经典的可
用性法则在里面。一天读完做了些笔记。
14、不错的书 有各种示例 浅显易懂 而且不长
15、操作一致性；避免误操作；重要和次要信息分别显示。目的比花哨更重要。核心 移动，更碎片化
，更要求简洁。比如pc以后越来越多承担高价值活动，股票交易，购买。然后游戏娱乐八卦体育新闻
，那些好奇心打发时间，很适合移动端
16、所有依赖用户贡献内容或构建服务的大型多用户社区和在线社交网站大都遵循90-9-1法则，其中1
指的是仅1%用户会积极地参与并作出大量贡献，仿佛没有个人生活似的，往往在事件发生几分钟后就
跟帖评论
17、屌丝还是看图学习进步比较快~
18、入门时读的，当时感觉很不错。
19、里面的理论看似简单却很深刻。。。
20、这烂翻译，简直没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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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贴心设计-打造高可用性的移动产品是一本可读性非常高的书籍，互联网行业日新月异，但是这本
出版于2年前的经典的书籍对于用户体验和交互设计还处于小白的我，是一本非常棒的入门书。特意
做了书摘来整理我认为书中的精华部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欢迎页面无论在哪个终端都是差劲的设
计选择欢迎页面无论在哪个终端都是差劲的设计选择欢迎页面无论在哪个终端都是差劲的设计选择简
洁为王移动端设计与桌面端设计，总的原则是一致的：减少次要信息。两者的区别在于程度不同，即
某些信息对桌面端来说可以接受，但在移动网站或应用中就应将其移至二级页面或干脆删除，比简洁
更简洁。导航设计网站的设计要简单的的导航，避免层级过深的导航，对移动端而言，空间的限制使
得避免用户迷路成为更重要的任务。你应该减少导航选项，为此可以不惜放弃上下文的完整性。为移
动设备设计时，需要权衡以下两点：(a) 让内容和导航足够醒目，这样人们不用太费劲能找到；(b) 为
小屏幕和缓慢的下载速度设计。这两点就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设计决策都须根据目标网站的特点
作出，适合一个网站的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网站。信息密度越高就意味着所需导航次数越少，并且越
有可能看见所需信息。（作者批评了ibook默认显示书架而不是列表的的设计，因为列表形式能提高信
息密度，减少用户查询成本）渐进式暴露原则与信息气味理论渐进式暴露可以改善可学习性、提高使
用效率并降低错误率。你可能会这样假定：从一开始就将用户的注意力集中于一小部分核心功能， 可
能会让他们在脑子里对这一系统的认识简单化，从而不能完全了解自己手中的所有选项。研究表明，
这一担忧是毫无根据 的，如果你帮助人们理清了一个系统中各 种功能的主次关系，让他们能花更多
的时 间在最重要的功能上他们就会更好地理解这一系统信息气味理论设计原则确保链接和分类描述清
楚地告诉用 户他们会在目的地找到什么。当用户面临 多个导航选项时，最好能让他们清楚分辨出除
了某条路径有猎物外，其他所有的路 径都没什么可吃的。 因此，不要使用自造词或你自己的口号作
为导航选项，因为它们不带有珍贵猎物的气味。平实的语言最具有搜索引擎可见性：搜索是一种将用
户脑子里的词汇与 网站中词汇进行字面比较的过程。 另外，当用户深入网站后，每一张网 页都应清
楚地指出用户仍然处在通往食物 的路径上。换句话说，要提供关于当前位 置的信息反馈，以及它是
如何关系到用户任务的。移动端文本输入问题移动设备最大的问题是文本信息输入问题，虚拟键盘输
入的困难，和信息填写错误带来的巨大风险，会使得用户放弃对产品的信心。尽可能以下列方式帮助
用户填写表单。让他们使用缩写，提供可感知的默认值或精心选择的输入提示（基于用户历史） ，或
者允许他们用摄像头、GPS或语音进行输入只要有可能就自动计算出信息。比如，根据美国邮政编码
自动计算出州名。不要请用户分别输入信用卡类别和号码，而应根据号码自动计算出类别。对剪切和
粘贴提供支持。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如何剪切和粘贴，但提供这些支持会方便那些知道的人。自动生成
已知的值。如果用户已经登录，不要在他们进行购买时让其重新输入电子邮箱和地址。不要第一步就
注册移动应用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避免让用户在第一步就进行注册。在测试中我们见到过无数这
样的应用：还未能证明自身起码的价值，就要求用户进行注册。这样做是错误的。请记住， 用户在一
开始对你的应用的投入程度很低。除非你的应用确实非常棒，能提供巨大的价值，否则人们不会频繁
地使用它，更不会觉得值得注册。最初的用户体验应当吸引人，让他们参与其中，而不是向他们提出
要求。在第一次启动时，应用尚未证明自身的价值，也没有获得用户信任。我们的建议是：1.不要在
首次启动时要求获得权限，除非该应用无此权限完全无法工作2.要求获得权限时，一定要向用户解释
为什么你需要当前的位置信息或会发送包含哪些内容的通知3.避免让用户阅读冗长的教程或用户手册
。用户的理解能力和屏幕大小成反比屏幕变小会降低理解水平，这有以下两个原因。用户在任何给定
时刻都只能看到更少的内容。因此，当他们试图理解在可视区域里未被完全解释的事物时，就必须依
赖高度易错的记忆力。更少的上下文意味着更低的理解度。 用户必须在页面中更多地进行移动。他们
不容易扫视整个文本，而需要滚动页面以找到 内容的其他相关部分。页面滚动会带来以下3个问题。
它需要更多时间，因此会降低记忆力。它将注意力从手头的问题转移到了寻找页面内所需部分这一次
级任务上。它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即需要重新找到之前的页面位置。打发时间是移动应用的杀手锏
移动用户都很忙,，用户想让自己的成本 / 收益比最高。也就是说，人们想以最少的交互成本获得最多
的乐趣。打发时间经常由设备驱动而非由用户驱动，用户可能只有一个总的目标，例如阅读新闻或浏
览杂志，因而对设备提供的任何内容都会愉快地接受。不过，即使是打发时间，人们使用手机和平板
电脑的方 式也有着细微的区别。智能手机的使用过程比 iPad 更短暂，更碎片化。在智能手机上，用户
可 能会找一篇文章来快速阅读以打发等候火车的 3 分钟时间。而一旦上了火车，他们可能就会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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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iPad来度过回家路上的这一个小时。价值分配虽然许多任务会从桌面端转移到手机和平板电脑上，
但是很大一部分仍然会留在桌面端。想要估算每一类设备能分到其中的几个百分点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但我们相当肯定，大多数的 高价值任务几乎都会留在桌面端。因此，设备之间的价值分配比重更倾
向于 PC，而时间分配比重则越来越流向平板电脑和手机。
2、移动端设计的书不多，这本可称的上经典。本书侧重用户体验和交互设计，案例很多，很细致到
位，移动端设计的原则很值得学习。。。。。。。。。。。。。。。。。。。。。。。。。。。。。
。。。。。。。。。。。。。。。。。。。。。。。。。。。。。。。。。。。。。
3、第2章 移动战略为了实现最高的用户性能，应该为每一种移动设备类型设计不同的体验：屏幕越小
，功能就越少，设计也越简洁。响应式设计（针对屏幕尺寸和屏幕方向自动优化网页布局）所适合的
网站具有如下特点：移动用户对网站所有的功能和内容有着与桌面用户同等的需求。新闻或报纸网站
最有代表性。移动网站战略的另一个好处是能与整个web进行更好的集成。链接到一个网站比与第三
方应用进行集成更容易。从长远来看，互联网会战胜那些小而封闭的体系。移动一词基本等同于间断
性使用。不过它和我们经常研究的网站内部临时性应用程序想比，的确意味着更高一层的用户忠诚度
。人类很擅长选择性注意，基本上，人们对于自己不太关注的事物都会当其不存在。今天的移动用户
高度依赖搜索，当不指定他们应该用哪个网站或应用是，他们第一时间就会求助于最爱的搜素引擎。
第3章 为小屏幕设计在用户界面设计中，你绝对不能依赖于人们的短期记忆力。在一个根据渐进式暴
露设计的系统中，那些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事物会让用户了解它们的重要性。用户从初始显示层渐进至
第二显示层的方法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给按钮或链接加上标签，使用户能清楚地预判进入下一层后将
会看到哪些内容。换句话说，渐进这一步骤应该带有强烈的信息气味。移动端的杀手级应用就是用来
打发时间的。3.1案例研究：为移动使用优化屏幕（1）减少功能。作者署名：因为它们对读者选择文
章没有帮助。可选择的分类和标签：太小了不容易准确触到。另外“音乐”分类在流行音乐网站显得
多余。用于在适当位置显示摘要的三角形按钮：直接显示摘要（2）加大触控目标。整个文章块都能
触控。（3）用完整的大标题取代了被截取的大标题。截取标题或产品名称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有时候还会引发严重的可用性问题。（4）增强可扫视性。通过加亮大标题中每位流行歌手的名字。
（5）提供更多的信息气味。大标题下方增加一小段内容摘要。（6）使用流行歌手的照片代替日期图
标。不仅增加视觉吸引力，还增强了可扫视性和信息气味。（7）留出空间，能显示4个完整文章块而
无需滚动页面。（8）只将发表日期当做分隔符显示，用于分隔不同日期发表的文章。对于一切多次
重复显示相同信息的移动射击都应当质疑。（9）增大导航栏里两个选项之间的距离以降低用户误触
到另一个选项的可能性。（10）给下拉菜单加上文字标签，而不是仅用三角形指代。信息气味所揭示
的最明显的设计原则就是，确保链接和分类描述清楚地告诉用户他们会在目的地找到什么。当用户面
临多个导航选项时，最好能让他们清楚分别出除了某条路径有猎物外，其他所有的路径都没什么可吃
的。当用户深入网站后，每一张网页都应清楚地支出用户仍然处在通往食物的路径上。换句话说，要
提供关于当前位置的信息反馈，以及它是如何关系到用户任务的。所需测试：以上述优化设计若为实
际操作，下一步要进行用户测试。新设计还存在若干有问题的元素，需要进行可用性调研以帮助解决
。※是否应该让每一个文章块更小，从而一屏能显示更多的文章？※人们是否意识到顶部的日期条是
它与下一个日期条（常位于一两屏之后）之间的所有文章的发表日期？※是否能更好地撰写或裁切大
标题、内容摘要和缩略图？人们选择文章阅读时是在寻找什么信息？内容可用性经常是网站是否能成
功的最大的决定因素。※大标题看上去能用手触控吗？它们看上去像是完整的条目，用户会知道自己
可以通过点击标题进入对应的文章吗？※分类菜单可用吗？是否应该换一个名称，或包含不同的菜单
项？※搜索功能容易发现吗？是否应该替换成搜索框，或增加“搜索”一词的对比度？※将音乐团体
的名称以暗红形式突出显示是对带来帮助还是使人困惑？※我们在测试现有网站时是否忽略了什么
？3.4必须避免过早提出注册要求移动应用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避免让用户在第一步就进行注册。
还未能证明自身起码的价值，就要求用户进行注册，这样做是错误的。在无数的测试中我们都见到用
户被可输入文本框所吸引。用户的行动欲望太强，许多人根本不会阅读文字或考虑屏幕中所有的选项
，就直奔那些让他们可以“做点什么”的地方。正在出色的用户体验不仅依靠出色的UI设计。整体的
用户体验包括了用户遇到的所有事物，而你开展业务的方式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很多时候，业务模型
对用户体验的影响是设计师无法补救的。第4章 移动写作无边框表格这种版式让用户难以将列表项和
描述一一对应起来。丢弃废话本。所以最好控制一下初稿里的宣传用语，专心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是
什么？（用户在本页中能找到些什么，也就是说，页面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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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也就是说，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可以依照重要程度或者使用频率来对长列表进行优先级排序，
不应该默认使用不太好用的字母顺序排序法。第5章 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iPad中存在着一种阅读和
触控间的非对称性，即满足阅读要求的足够大的文字对于触控而言还是太小。图像是iPad的一个优势
。iPad设计面临的三重威胁：功能不易发现，手势不易记忆，意外触发。模拟印刷品的顺序导航是一
种来自印刷品时代却在电子媒介里毫无意义的做法。在数字环境中，“下一篇文章”这种顺序概念经
常是人为强加和约束用户的。人们宁愿从一张包含相关内容的菜单里选择自己想去哪里。图像毫无意
义——再漂亮的泡沫也还是泡沫。欢迎页面不适合网站，也不适合应用，所以别用它们。强烈建议不
要使用启动声音。用户在启动一款应用时不会预料到能听见声音，而且他们经常身处不适合发出声音
的场合。页面滑块是一种少见的毫无用处的导航工具，它不提供可用内容的预览，而且要求用户的手
指运动精确到像素级。虽然这个小工具在测试里完全没有帮上用户的忙，但一些用户却说他们喜欢这
个东西。这个绝佳的例子再一次说明你不应该听用户说些什么，而应该观察他们做些什么。人们深深
迷失于这些杂志之中，任何一点导航帮助都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它的用处其实并不大。用户不是
设计师，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很多导航功能可以代替现有的。第6章 展望未来没有一种新媒体曾让老
媒体彻底退出市场。虽然许多任务会从桌面端转移到手机和平板电脑上，但是很大一部分仍然会留在
桌面端。想要估算每一类设备能分到其中的几个百分点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我们相当肯定，大多数
的高价值任务几乎都会留在桌面端。因此，设备之间的价值分配比重更倾向于PC，而时间分配比重则
越来越流向平板电脑和手机。我们在跨媒体可用性领域的经验还不足以提供一张详尽的原则列表，来
帮助你实现各平台相互衔接的UX。但是，我们知道在以下4个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决定至关重要：视觉
连续性，功能连续性，数据连续性，内容连续性。总结一下，跨平台UI应该是不同但相似的。目录其
实就是要点~复制过来备忘第1章 　我们的研究　　11.1　日记式调研　　21.2　可用性测试　　31.3　
用户定性研究　　4第2章 　移动战略　　72.1　不同类型移动设备的可用性各异　　122.2　移动网站
与完整版网站　　142.2.1　移动优化的网站　　162.2.2　为什么完整版网站不适合移动使用　　172.2.3
　移动端比桌面端要求更严格　　202.2.4　响应式设计　　212.2.5　可用性原则很少非黑即白　
　252.3　移动网站还是应用：战略变化即将来到　　272.3.1　当前移动战略：应用最佳　　272.3.2　
未来移动战略：网站最佳　　282.3.3　战略何时发生转变　　322.4　移动应用　　322.5 半速前进，但
希望就在前方　　35第3章 　为小屏幕设计　　373.1　被浪费的移动空间　　393.1.1　Chrome　
　433.1.2　重载命令与通用命令　　493.1.3　案例研究：为移动使用优化屏幕　　523.2　移动输入　
　593.3　下载时间　　613.4　必须避免过早提出注册要求　　633.5　案例研究：《华尔街日报》的移
动应用　　683.5.1　让人困惑的初始页面　　683.5.2　给品牌蒙羞　　703.5.3　一种更好的设计　
　713.5.4　一种新的《华尔街日报》应用工作流程　　723.5.5 一年后的新版有进步　　73第4章 　移动
写作　　774.1　移动内容的难度翻倍　　784.2 有疑虑，就别放进去　　834.2.1 填料＝垃圾　　834.2.2 
老词汇是最好的　　854.2.3　如何处理移动内容里的署名　　874.3 将次级信息移至次级页面　
　894.3.1 范例1：移动优惠券　　894.3.2 范例2：维基百科里的渐进式暴露　　914.3.3 推迟信息显示＝
初始信息＋阅读更多　　924.4 迷你信息架构：设计内容的架构　　954.4.1 线性分页通常不可取　
　954.4.2 避免按字母顺序排列　　964.4.3 范例：关联使用习惯的结构　　984.4.4 由使用习惯驱动的结
构　　100第5章 　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　　1015.1 iPad 的可用性　　1025.1.1 平板电脑是多人共用
的设备　　1065.1.2 人们用iPad 做些什么　　1065.1.3 iPad 设计面临的三重威胁　　1075.1.4 不一致的交
互设计　　1145.1.5 模拟印刷品　　1185.1.6 卡片大亨与神圣的卷轴师　　1205.1.7 快速滑动歧义　
　1235.1.8 导航过多　　1245.1.9 欢迎页面和启动声音　　1295.1.10 屏幕显示方向　　1295.1.11 为了更
好的iPad 用户体验　　1315.2 Kindle 可用性　　1325.2.1 Kindle：电子书阅读器　　1325.2.2 Kindle Fire 
可用性　　135第6章 　展望未来　　1416.1　为三类屏幕进行跨媒体设计　　1426.1.1　PC 仍将很重要
　　1426.1.2　第三类屏幕：电视　　1436.1.3　跨媒体用户体验　　1436.2　超越平面世界　　1456.3
　未来人人都是哈利·波特　　1476.3.1　下一代魔法　　1476.3.2　不要伤害麻瓜　　148附录Ａ　一
小段历史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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