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神分享设计方法之基于场景化设计四步曲

海淘科技讯，大神分享设计方法之基于场景化设计四步曲，做产品设计必定要根据用户场景来进行，所以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些根据用户场景来设计产品的几个方法。

什么是用户场景

随身携带的移动终端，成为身体的延伸，在每一个场景中，深度与用户。因此，移动终端获得自然的优势，

对目标用户在实际场景中进行设计，设计出更贴心的体验。但是，由于设计师和用户空间的分开，看不到

用户在实际场景中的使用情况。为了了解用户的痛点和要求，我们需要，通过场景设计的方法，分析用户

的使用场景或期望。基于场景的设计可以帮助设计者找到用户和场景的内在联系，探索新的功能和相互作

用。本文将主要基于场景的案例设计方法。

什么是基于场景的设计?

什么是基于场景的设计?在电影中，例如，看电影在整个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场景有以下六：线上买票-去

电影院-线下取票-检票入座-观影-评论。基于看电影来到现场，格瓦拉 app 设计了一个基于场景的功能：当

用户在车他们会首页会出现一个小娃娃的浮标，点击浮标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内容，如在场景的电

影显示影院位置和滴滴打车入口;把他们线下场景根据取票的 QR 码可以快速取票;线下取票之前，你点击小

浮标显示电影的开始时间和座位号;在别人的评论和调侃引导用户评论的入口(如图 1 所示)。



对上面的案例总结归纳后可以得出，格瓦拉是基于用户看电影这一系列场景的判断与分析，理解用户每一

场景的痛点及需求，结合上文场景，预期用户下一步的目标及意图，通过设计缩短关键流程，辅助用户提

高操作效率。通过对大量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将场景设计的概念简单归纳为：基于场景，理解需求，预期

意图，进行设计。

再来看一个另外一个基于场景的设计案例——拍立淘。拍立淘是手淘中的一个功能，主要通过对线下产品

拍照并识别，辅助用户在淘宝内快速找到该货品。大家可能经常有这样一种购物场景：在线下店试衣服，

到淘宝上找同款购买;在杂志或图片上看到喜欢的单品，在淘宝上找同款。通过分析这两类相似的场景(基于

场景)，发现用户在当前场景的需求是快速在淘宝上找到该货品(理解需求)，并预期用户下一步的行为是通

过淘宝搜索功能搜索该货品(预期行为)。因此手淘在搜索框添加了拍立淘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通过拍照或

图片识别快速在淘宝中找到目标，提高操作效率，给用户惊喜，让用户感动(进行设计)。

怎样基于场景做设计?

基于场景的设计可以帮助设计师分析需求，找到设计机会点，那么怎样基于场景做设计呢?通过对大量案例

的分析及归纳，我们总结出了基于场景的设计方法-场景设计四步曲(如图 2)，以及场景挖掘工具卡片(如图

3)，场景设计四步曲将场景设计的方法通过四个步骤来表示，包括场景列举、机会点挖、设计策略、衡量

标准;场景挖掘工具主要应用在场景设计四步曲中的前两步，对关键场景进行描述，以及帮助设计师更清晰

地应用场景设计四步曲中的方法挖掘机会点。接下来我将对场景设计四步曲进行细分拆解，来讲述每个阶

段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步：列举场景

在列举场景之前我们要现明确什么是场景?场景由以下几个元素组成：谁(who)，在什么时候(when)，在什

么地方(where)，做了什么事情(do)，周围环境怎么样(how)。例如用户(who)夜间(when)在陌生的路上(where)



开车(do)对路线不熟悉且路况不好(how)，再如，买家(who)在线下批发市场(where)批货(do)。 明确了什么

是场景后，我们将场景进行了分类，分为线上场景和线下场景两类。线上场景和线下场景的区分在于场景

中对的位置元素“where”，我们认为线下场景的“where”是指现实中的位置，可通过 GPS，蓝牙，Wi-Fi 钥匙

等来检测;而线上场景的“where”指 app 中对某个页面，例如首页，支付页面，商品详情页等。

怎样列举场景呢?推荐方法是通过操作流程图来依次提取其中的关键场景，还是以看电影为例，看电影的流

程为：买电影票-去电影院-取票-检票找座位-观影-出影院-评论吐槽，根据流程可以抽取列举出看电影涉及

到的关键场景为：

①美团电影页面(where)购票(do);

②电影开始前(when)乘车(do)前往电影院的路上(where);

③观影前(when)在电影院(where)通过自助取票机取票(do);

④观众(who)拿着爆米花可乐等零食手忙脚乱(how)地掏出电影票(do)在入口(where)排队检票(do); 检票工

作人员(who)在入口处(where)等到放映前 5分钟(when)开始检查每位观众的电影票(do)并撕掉联(do);

⑤观众(who)拿着爆米花可乐3D眼镜等手忙脚乱地(how)查看电影票上的座位号(do)并在昏暗的灯光下越过

同排其他顾客(how)找到自己的座位(do);

⑥坐在座位上(where)将手中的爆米花，可乐，背包等放置好(how)，戴上眼镜开始观影(do);

⑦观影结束后(where)拿好自己的东西走出影厅(where)将眼镜还给工作人员(do)，扔掉手里的垃圾(do)，排

队上厕所(do);

⑧回家的路上(where)和朋友吐槽剧透(do);在朋友圈(where)晒观影照片(do);在购票 app 上(where)评价吐槽

(do)。

对关键场景的描述有利于发现场景中的细节，更好地对场景进行分析判断，在这部分可以通过填写场景挖

掘工具的中间部分，对该场景进行描述：谁(who)，在何时(when)，在何地(where)，做了何事(do)，周围环

境怎么样(how)，不涉及到的元素可忽略。以上文列举出的场景 4为例，利用场景挖掘工具进行场景描述(如

图 4)：



第二步：机会点挖掘

通过第一步对场景的列举与描述，我们对涉及到的场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下面一步是对场景进行判断与

分析，挖掘机会点(如图 5)。对于机会点的挖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通过分析当前场景用户需求挖掘机会

点;第二种是通过对用户下一步目标的预期来寻找机会点。



通过当前需求挖掘机会点。 通过场景列举阶段对场景的描述，分析用户在当前场景的需求并挖掘机会点。

这一部分可以用到场景挖掘工具，在场景描述的基础上，竖向分析当前场景用户的需求(如图 6)。

以 iOS 系统接听电话的交互方式为例。接听电话存在两种不同的场景，锁屏状态下的场景和非锁屏状态下

的场景。锁屏状下有电话打入时(when)手机放在口袋里(where)处于锁屏状态(how)用户将手机从口袋里取出

并接听(do)。当前场景下，用户的痛点为将手机从口袋取出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碰到屏幕产生误操作，因

此 iOS 基于该场景下的用户的痛点与需求，将锁屏状态下的接听设计为滑动接听，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误

操作;而在非锁屏的场景下，用户多数情况正在使用手机，注意力较集中，采用点击接听的方式更方便且快

捷(如图 7)。



再举一个微信语音聊天的例子，当手机处于音量静音的状态(how)在聊天页面(where)点击语音信息(do)，用

户的需求是清晰听到对方发送的语音信息，但由于手机处于音量静音状态听不到语音且用户无法快速判断

为什么没有声音，微信基于该场景的痛点及需求设计了这样的方案：当用户处于该场景下，会有弹框提示

用户调高音量后播放，通过特定场景下贴心的提示让用户感动(如图 8)。

2。通过预期的用户目标寻找机会。第二种挖掘场景的方法为预期的用户意图的下一步，首先要确定上述情

况，结合当前场景的描述与分析，预计下一个用户的行为，从而追求当前场景的设计的机会。这里还可以

使用场景挖掘工具来帮助挖掘的机会点，首先对上述场景的简要描述，结合当前场景的描述，横向预期用

户可能会做下一步(图 9)。



那么怎样对下一步进行预期呢?我们总结了三种预期的方法。

通过成组的动作进行预期，例如，复制-粘贴、编辑→保存、收到命令→执行命令、吃饭→付款;

通过用户的认知流程进行预期，例如，浏览时反向滑动→结束浏览/回到顶部、手机放在耳旁→听筒播放、

拍照时摆好姿势不动→准备完毕可以拍照;

通过产品的使用流程进行预期，例如截图→分享、买票→取票。

以大众点评的旅游版首页为例，场景描述：用户经常在杭州(上文场景 where)来到广州(目前场景 where)打

开大众点评 app(do)。根据上一场景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前场景的地理位置以及用户行为，猜测到用户可能

正在旅游状态，预期用户下一步的目标为与旅游有关的一系列操作，如买景点门票、找当地美食、定酒店

等，基于该机会点大众点评设计了旅游版首页，与标准版相比，本版主页，包括旅游、美食、特产当地的

景点，如入口，基于目前的情况更有针对性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期望(图 10)。



再举一个例子谷歌的 hangouts，场景描述：用户在聊天页面(where)聊天的时候(do)收到对方发送的信息

“where are you”(how)，根据对当前场景的判断，预期到用户下一步的行为是回复对方自己所在的位置。怎

样帮助用户在接下来更加方便快捷地回复所处位置是当前场景的设计机会点，hangouts 将该机会点转化为

如下设计点：当检测到对方发送的文字中包含“where are you”的时候就会在原有页面中插入定位按钮，点

击定位按钮后发送自己的位置给对方(如图 11)。

第三步：设计策略

在第二步中我们已经对当前场景的机会点进行了挖掘，那么怎样将机会点转化为设计点呢?在场景设计的第

三步，我们给出了一些设计策略，这些设计策略是我们通过对大量案例进行分析归纳，提取总结出来的，

可能还不够完善，希望可以帮助你快速产出方案。在设计策略阶段，我们通过设计目标把策略分为三部分：

以贴心为目标的设计策略，以高效为目标的设计策略，以情感化为目标的设计策略(如图 12 )。



1.高效

以高效为目标的设计策略共有五点，根据行动点明确程度依次为：行动点前置插入，行动点替换，行动相

关推送，突出行动点，自动执行。这五个设计策略都能够不同程度地提高用户操作效率，接下来通过案例

依次介绍一下每个设计策略。

◆ 行动点前置插入

行动点前置插入，指将预期到的用户下一步的行为点前置到当前场景，使得用户在需要的时候就能直接操

作，达到缩短关键流程，提高操作效率的作用。行动点前置到当前页面的形式多数为直接插入，以美团团

购电影票为例，放映前将取票二维码前置插入到首页中，作为首页内容的一部分进行展示，点击后可直接

弹出取票二维码快捷取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关键流程。除了这个案例外，上面有提到的谷歌 hangouts 也

属于行动点前置插入的典型案例，检测到对方询问你在哪里的时候，在聊天页面直接插入定位按钮(如图

13)。



◆ 行动点替换

行动点替换，一般是指当前场景下某个行动点的功能不再适合当前场景，因而将其替换为另外的需求较强

的行动点，位置不发生变化，而功能变化，为用户提供当前场景需要的或与下一步意图相关的行动点能够

帮助用户提高操作效率。以Mono 首页为例，当用户在首页上滑向下浏览时，导航栏的“推荐”按钮替换为“返

回顶部”，在不改变布局的情况下实现了高效操作的目的(如图 14)。

◆ 行动点相关推送提示

行动点相关推送提示，指根据用户当前或下一步的行为提供相关推送或提示，以辅助用户进行决策行动，

提高用户操作效率。以手机淘宝为例，用户在商品详情页面进行截图后，预期到用户接下来的行动是将该

商品分享给好友，因此在该页面弹出推送提示框，提示用户进行分享，在用户需要的时候就出现，缩短了

关键流程的同时让用户感动 (如图 12)。除此之外，上面提到的微信聊天页面音量静音状态下听取语音消息

的案例，也是通过预测用户下一步的行为，而提供了相关的提示，以使用户减少思考成本，快速达到下一

步目标(如图 15)。



◆ 突出行动点

突出行动点，预期到用户下一步的行为后通过颜色或提示等方式对行动点进行突出，吸引并提醒用户点击，

减少思考成本，提高操作效率。以拍立淘为例，当在光线较暗的环境中打开拍立淘拍照功能，用户当前场

景下的需求为拍到清晰的图片，且预期到用户下一步行为是思考后打开闪光灯，因此拍立淘在检测到光线

较暗时立即在闪光灯按钮下面弹出提示，以突出闪光灯按钮来提醒用户及时打开闪光灯。案例中通过弹出

提示框的形式来突出下一步行动点，可以帮助用户减少思考时间，达到高效操作的目标。除此之外，上文

中提到的 Mono首页行动点替换的案例中也用到了突出行动点的设计策略，案例中通过为按钮添加底色从

而实现突出行动点的目的，通过这种方式提示用户可点击的行动点(如图 16)。

◆ 直接执行

直接执行，适用于一些需求较为明确的行动点，做用户之所想，提高操作流畅性及效率。以 iOS10 中的抬

腕唤醒功能为例，用户从桌上拿起手机，或从口袋中掏出手机，将屏幕朝下放置的手机翻转过来，屏幕就



会自动点亮。当系统识别到这几个场景时预期到用户接下来的行为时查看手机信息，因此帮助用户直接执

行了点亮屏幕的行为，减少用户操作流程，提高使用体验及操作效率。除此之外，微信聊天页面听取语音

信息的时候，可以通过耳朵离听筒的距离预期用户对于听筒播放还是扬声器播放的意图，因此帮助用户自

动切换两种播放模式，使得整个流程更加流畅与高效。

2.贴心

怎样基于场景来设计出让用户感到贴心的产品呢?通过机会点挖掘阶段对用户当前场景需求分析以及对下

一步目标的预期，设计阶段需要通过在细节上的设计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当前场景下的情感需求，或辅助

用户达到下一步的目标，让用户感到贴心与感动。由于这部分的案例规律性弱，很难归纳出具体的策略，

因此需要从细节出发具体场景具体分析。 以 Mac 中的听写功能为例，当用户通过Mac 电脑启动听写功能，

Mac会立即降低风扇速度，以使用户在更加安静的环境下使用该功能，从侧面满足用户当前场景下的需求，

让用户感到贴心。 再以导航 app 的 HUD 模式为例，用户在行车过程中需要集中精力注视前方，尤其是夜

间行车的时候更需要集中注意力，而现有手机导航需要不时低头查看且显示屏幕小，导航 app 的 HUD 模式

能够很好地满足该场景下的痛点与需求，可以在夜间将导航信息投影在前车窗上，使用户无需低头就可以

查看(如图 17)。

3.情感化

与上文以贴心为目标的设计策略类似，以情感化为目标的设计策略同样需要具体场景具体分析，主要从细

节出发满足用户在当前场景下的情感需求，让用户感动，给用户惊喜。 以 Uber 首页为例，2016 年北京遭

遇暴雨期间，许多市民称打车为打船，基于该场景 Uber 将首页地图上车的形式换为船，并将切换车型的

滑块 icon由车替换为锚(如图 18)，类似的根据不同社会热点事件场景更换首页视觉细节的案例越来越多，

通过细节上的改变使得产品在当前场景下能够与用户产生更多共鸣，满足用户情感化的需求，给用户惊喜。

豆瓣首页轮播图下面会根据时间显示“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的情感化打招呼内容，并且当用户向下浏览内

容时，认为用户当前场景下不再需要搜索而是依次浏览内容，因此情感化的打招呼内容吸顶替换搜索框(如

图 18)。通过对当前场景需求的判断，采用情感化细节带给用户感动与惊喜。



第四步：衡量标准

为了检测我们通过上一步设计策略产出的方案是否符合标准，这一步我们需要对方案进行衡量判断，结合

设计目标，我们设定了四个衡量标准：效率、惊喜、感动、期待。该方案是否能够缩短关键流畅，减少思

考成本，从而实现提高操作效率的目的?方案能否想用户之所想，通过情感化及贴心的细节给用户惊喜，让

用户感动?当用户下次再处于该场景中，是否会对你的方案产生期待?希望可以通过最后一步的衡量标准帮

你更好地优化现有方案。

回顾几个重要的点



基于场景的设计是指基于对当前场景的判断与分析，理解用户痛点与需求，结合前后文预期用户的目标及

意图，通过设计提高操作效率，给用户惊喜与感动，使用户期待。

怎样基于场景做设计呢，第一步通过流程图列举场景，第二步通过分析当前场景需求或结上下文预期用户

下一步行为来挖掘机会点，第三步将机会点通过设计策略转化为设计点，第四步通过衡量标准对设计点进

行衡量判断以及优化。

场景挖掘工具可通过线下打印作为脑暴机会点的工具，填写完中间对场景描述部分后，通过竖向分析当前

场景需求，通过横向结合上文场景预期下一步行为。

产品设计的本质是让用户更容易、更愉快地使用产品。因此，去亲身体验去思考用户使用产品的场景，在

设计的时候多去考虑用户使用的时间、地点乃至使用产品时可能的情绪，多为此优化才能吸引用户使用，

方便用户使用乃至感动用户主动分享应用，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用户场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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