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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音乐APP用户体验进行了分析和优化建议，并以网易云音乐为例进行了探讨。首先从交互设计的

五要素出发，即人、工具、操作、目的、环境，详细解析了网易云音乐的用户、工具、操作、目的和环

境，并指出了使用移动设备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其次通过调查和分析用户反馈，总结了网易云音乐的

优点和缺点，提出了优化建议，包括提高推荐精度、优化播放器功能、增强社交体验、提供更多个性化

服务等。最后强调了用户体验的重要性，并指出优化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收集用户

反馈，优化产品，提高用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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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ser experience of music apps and provides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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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NetEase Cloud Music as a case study. Starting from the five elements of interaction design, 
namely people, tools, actions, purposes, and environment, the paper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users, 
tools, actions, purposes, and environment of NetEase Cloud Music, and identifies potential issues 
that may arise when using mobile devices. Secondly, by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user feedback,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NetEase Cloud Music and proposes optimi-
zation suggestions, including improving recommendation accuracy, optimizing player functional-
ity, enhancing social experiences, and offering more personalized services. Finally, the paper em-
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user experience and points out that optimization should be an ongoing 
process, requiring continuous collection of user feedback, product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us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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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网易云音乐概况 

网易云音乐是由杭州网易云音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音乐产品，旨在专注于音乐发现和分享。

它的名称中的“云”强调了在线音乐服务的重要性，通过算法推送私人 FM 和每日歌曲，以及 UGC 模式

歌单，成为了满足用户发现的主要方式。用户可以看到别人对音乐的分享或评论，并产生进一步的互动，

形成了一种 APP 内的音乐互动朋友圈。目前，云音乐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乐评氛围，听歌看评论逐渐成

为其特殊的音乐欣赏方式[1]。 

1.2. 用户体验理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用户体验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体验设计中，用户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

与设计，以提升设计针对性与品质体验感。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A·诺曼[2]将体验设计扩展到用户

与产品的情感互动，并提出本能、行为、反思三个不同的情感层次：先天的部分，是本能层次；控制身体

日常行为运作的部分，是行为层次；大脑思考部分，是反思层次。它认为用户体验的目标不仅是帮助企

业设计出满足用户理性需求的产品，更重要的是用户都是具备感情的人，需要设计出能够满足用户感性

需求的产品。诺曼提出了一个有关用户需求的理论，探究用户想要什么样的感觉、想要做些什么、想要

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对用户需求的三个层次的划分，实际上也是对用户体验设计提出三个不同层次的

要求。产品的功能性、可用性、合意性以及品牌体验四个方面是用户体验的重要影响因素。 
“用户体验”随着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研究逐渐深入，用户感知理论映入学界眼帘。感知体验的介

入，能更好地使观众与应用产生交互链接与情感共鸣。孙利[3]认为体验设计理论的视角广泛，仍需将不

同理论体系中的体验概念关联在一起，将有利于把握体验的本质特征，形成有效的设计实践策略；柳沙

[4]从观众情感需求的角度出发，在用户感知的指导下，将产品设计特征分类为“感官层面”“效能层面”

和“理解层面”；张儒赫等[5]认为目前国内可视化研究仍存在“同质化”的现象，以及过度的技术迭代

研究，应当更加回归“人”的信息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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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主流音乐 APP 发展历程 

2.1. 萌芽期 

中国数字音乐行业的开端可以追溯到 1999 年，当时音乐网站平台开始兴起，九天音乐网等国内首批

音乐网站相继上线。2004 年，酷狗音乐网站诞生，4 年后，酷狗音乐 APP 上线。接着在 2005 年，酷我音

乐、QQ 音乐相继成立并上线，随后更多的音乐类 APP 面向市场开放。2013 年网易云音乐上线，直至 2015
年进入激烈的竞争期。 

2.2. “争霸”期 

2015 年，中国数字音乐行业进入了“战国争霸时期”，各音乐类 APP 竞争激烈。同年国家版权局要

求所有未经授权的音乐作品下架，网易云音乐遭遇了重创，约 10 万首歌曲下架，腾讯手里的版权基本垄

断了市面。 
为了避免市场竞争趋向恶化，国家版权局促成腾讯音乐和网易云音乐彼此相互开放 99%的版权。经

过 20 年发展，版权保护和用户付费意识逐年增强，尤其在青年群体中，为爱好买单已经成为新消费习惯，

付费用户数量逐年递增。虽如此，由于各平台的差异导致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并不如意，各平台间的竞争

仍然在继续[6]。 

3. 网易云音乐用户的体验调查 

3.1. 调查背景 

以网易云音乐品牌营销为案例样本，通过对网易云音乐内外部环境及营销现状进行分析，结合用户

调研和问卷调查结果，总结其在品牌营销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研究提出优化建议方案。 
调查方法主要通过检索万方、知网、维普，google 学术等网站及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阅读有关著作

等方式，重点对用户体验理论、我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情况、网易云音乐等研究成果进行收集、整理运

用。并通过对所有资料和案例进行整合分析，重点阐述网易云音乐 APP 与用户的交互情况。 

3.2. 视觉体验 

移动 APP 用户界面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用户界面概念的延伸。用户界面是用户与机器互相

传递信息的媒介，移动 APP 用户界面属于软件产品界面的一种，它在传统意义上指界面美化设计，目前

诸多企业也都将 APP 界面设计理解为一种视觉设计工作[7]。 
在 APP STORE 提及网易云音乐功能界面方面的 2000 条评论中，有 77%的用户认为很喜欢网易云音

乐界面，界面简洁大气，有 23%的用户认为随着版本不断更新迭代，网易云音乐界面变得越来越臃肿，

影响使用体验。有 11%的用户认为网易云音乐功能设计完善，如视频、有声书等内容拓展较好，有 89%
的用户认为随着网易云音乐对功能不断拓展，新增的视频等功能较为鸡肋，而且偏离音乐初心[8]。 

引导页是用户对产品产生第一印象的页面，网易云音乐的具体做法是将品牌标志中的红色用于整个

页面背景，其上方还对一些专辑封面进行模糊，融入红色的背景。图标和名称采用扁平化处理，位于页

面偏上的视觉中心位置。整个页面通过较强的对比加深用户的印象。 
网易云音乐的首页将导航设置在下方，播放悬浮窗。首页顶部采用了双层标签导航。首页上方展示

近期内容、广告的轮播图和 APP 的推荐图标，首页下方按分类呈现推荐内容。首页显得最为扁平，下方

直接列出推荐歌曲列表。色彩上，原生皮肤采用了与产品主题相呼应的配色来设计界面上的图标、文字等。 
播放页面从专辑显示上来看网易云音乐采用了唱片转动的方式并将专辑图片模糊作为背景，同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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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细致的黑胶唱片和唱针显示专辑，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和一定的文艺情怀。从功能键和歌曲信息的设

计来看，采用了产品的标志色作为点缀。页面上方都列有歌曲名称、专辑名称和返回键。下方基本是进

度条和播放、管理键。 
对个人内容进行管理的页面中，网易云音乐的设计采用页面上方是横向布局，下方同样是采用竖向

列表呈现用户歌单。 
账号页中，网易云音乐采用了抽屉式的效果，直接将功能用文字和图标的方式列出，但排列得比较

拥挤。 

3.3. 产品分析 

网易云音乐的标语是“发现好音乐”，导航栏包含了推荐、发现、我的、动态和漫游等多个功能板

块。搜索功能支持精确搜索和音乐识别，且搜索框位于显著位置，方便用户快速找到所需内容。 
播放方面，网易云音乐提供了多种播放页面选择，包括悬浮窗、单屏管理等选项，为用户提供了个

性化的播放体验。此外，还有本地管理功能，方便用户管理自己的音乐库。 
网易云音乐播放界面的黑胶唱片已经成为其标志设计，具有文艺情怀。在功能上强调歌单、歌曲评

论和音乐社交；网易云音乐注重歌单发现和用户评论、朋友分享来形成音乐社交功能，既能满足大众用

户，也抓住了一部分具有社交需求的小众用户。 
在 APP STORE 提及用户体验方面的评价中，关于用户使用体验方面的评价有 75%的用户认为网易

云音乐 APP 使用体验好，即使没有版权也仍然会选择使用网易云音乐。有 25%的用户认为网易云音乐使

用体验较差，APP 使用经常出现卡顿、版权资源不足、APP 内广告过多影响用户体验等问题。从这个角

度看，网易云音乐在目前国内流行的几个移动音乐 APP 中最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确立网易云音乐 APP
作为研究案例。 

3.4. 信息架构 

APP 首页导航分为推荐、发现、我的、动态和漫游五个并列的层级。发现是提供给用户获取音乐内

容的一个信息入口，这些内容能够实现对音乐信息的被动获取，这是音乐信息的一种模糊的、探索式的

浏览。即用户在心中没有明确的已知音乐内容时，通过系统的推荐或对感兴趣的歌单内容进行随机的浏

览试听。但可以看出发现下载包含的层级较多，推荐歌单和主播电台还存在重复出现的情况，用户在这

里可能会存在一些使用上的混乱感[9]。 
“我的”帮助用户对音乐内容信息进行管理。这一部分的内容和信息结构相对比较浅和扁平化，用

户可以在较少的操作步骤内跳转到播放界面，因此在使用时一般不会存在迷失感。但在歌曲的管理形式

上也比较简单，缺乏更加个性化的设置。 
动态是云音乐区别于大多数同类型的综合音乐 APP 的标志——对音乐社交属性的重视。这一部分信

息组织形式较为简单，层级也不深。用户可以添加关注或好友，其发布的音乐分享内容会按照时间顺序

出现在关注列表中，用户可以点赞、评论和转发。这一点与微信朋友圈的方式类似，用户在使用时能轻

松获取信息，但对音乐社交属性的强调仍显不足，玩法还比较局限。 
账号信息和官方消息等相对重要性较低的内容按照一定分类方式排列。主要分为头像签到信息、消

息通知、音乐付费、个性化设置、APP 版本信息几部分。头像和签到信息的动态、关注和粉丝与朋友当

中的内容也有重合，略显重复。 
此外，音乐播放界面是 APP 的一个核心页面，用户在使用时经常会切换到该界面。云音乐在播放界

面的信息入口在右上角，无论用户身处哪一个页面，点击右上角的图标都可以直接跳转到播放界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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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用户对正在听的歌曲进行实时管理。但这个位置设计的图标不够明显，且与市场上同类产品的悬浮设

计不同，可能会不太符合用户使用习惯。播放界面的结构如图，用户常规的播放、暂停操作能够较为容

易的实现。但播放列表和歌曲衍生信息的浏览和管理也在同一页面，信息较为拥挤和集中，用户在使用

时可能产生不便。 

3.5. 交互设计 

交互设计首先利用交互五要素：人、工具、操作、目的、环境，反映到网易云音乐上可以显示为：用

户/通过网易云音乐客户端/进行操作/达到发现、欣赏音乐和社交的目的/在使用移动设备的场景中。交互

设计是网易云音乐产品设计的重要一环，例如，云音乐客户端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提供不同的模式以适

应不同的环境需求，结合社交功能，加强用户之间的互动交流，提升用户体验和忠诚度[10]。 
人：网易云音乐的用户分为本人、好友、陌生人。其音乐社交属性基于用户之间的互动，好友关系

的形成和维护决定了社交功能的展开，也可以结识新的陌生用户。 
工具：网易云音乐 APP 客户端是一款综合类音乐平台，集音乐发现、推荐和分享为一体，采用 UGC

歌单模式。 
操作：音乐应用的操作可以分为硬件操作和软件操作。硬件操作涉及到移动设备的物理特征，例如

屏幕和按键；而软件操作则基于触屏特点，包含一系列手势操作，如单击、双击、长按、滑动等。 
目的：云音乐的口号是“发现好音乐”，旨在帮助用户获取感兴趣的音乐内容，这也是产品的核心

目的。 
环境：移动应用程序的使用环境通常比较复杂，因为不同的环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用

户在移动时操作准确性会降低，信号不稳定或天气因素等也会影响用户的使用。在网易云音乐应用程序

的设计中，这些问题比较明显地体现在驾驶模式、跑步 FM 和夜间模式上。 

4. 用户体验优化建议 

4.1. 优化界面、功能设计，使其更具有审美性、合理性 

用户对音乐 APP 的感官体验对其忠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他们希望能够放松

心情、达到心情愉悦的目的。为了优化音乐 APP 的界面和功能设计，我们致力于提升其审美性和合理性，

从而为用户带来更加愉悦和顺畅的感官体验。深知用户对音乐 APP 的感官体验与其忠诚度之间有着紧密

的正向关联，特别是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用户渴望通过音乐来放松心情、舒缓压力，达到心情愉悦

的目的。 
在产品界面设计上，可采取“减法”原则，力求界面更加简洁明了。首页将仅保留“我的”和“发

现”两大核心板块，让用户能够一目了然地找到他们最关心的内容。同时摒弃启动广告，避免用户在打

开 APP 时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对于那些使用频率极低的功能板块，如“K 歌”等，我们也将进行隐藏处

理，以保持界面的整洁和高效。 
在侧边栏和 tab 的设计上进行精简处理，只保留最常用的功能选项，让用户能够更快速地找到他们想

要的内容。隐藏升级提示，避免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被频繁的弹窗打扰。 
这样的设计思路不仅使其更加符合用户的审美需求，同时也增强了其合理性，让用户能够更加方便、

快捷地使用 APP，从而提升用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4.2. 营造良好的“音乐社交”氛围 

用户体验的社交体验对用户忠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而音乐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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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社交互动为用户提供了表达自我和连接他人的机会。例如，网易云音乐评论区为用户提供了表达情

感需求的空间。要留住用户提高他们的忠诚度，须创造浓郁的情感表达氛围，并提供高质量情感输出，

包括真实的评论和情感表达等。当用户在听歌的同时看到有真挚的情感表达和共鸣时，可以达到音乐与

情感、歌曲与灵魂的融合，从而提高用户的使用愿望，进一步提高用户的忠诚度。高质量的评论也是网

易云音乐与其他音乐软件的区别，是其重要的核心竞争优势。因此，积极营造“音乐社交”的氛围，提供

高质量的情感表达，净化低质量的“音乐社交”都是非常重要的。 

4.3. 打造精准个性化推荐功能 

网易云音乐的私人 FM、每日推荐、场景推荐歌单等内容是通过了解每一位用户的喜好来推荐歌单歌

曲的。在使用音乐 APP 时，用户常常面临找歌难的问题，因此，精准化推荐歌单、优质的内容、方便的

操作可以让用户快速找到符合自己审美的音乐，减少用户搜寻歌曲的时间成本，提高用户的满意度，从

而提高用户忠诚度。网易云音乐通过建立大数据库来了解每一位用户的音乐喜好，并打造精准个性化推

荐功能，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和忠诚度。 

5. 结语 

通过对网易云音乐用户体验的深入分析和调查，本文探讨了音乐 APP 在视觉、交互、功能等多个方

面的表现。在数字音乐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用户体验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网易云音乐作为其中的佼

佼者，以其独特的社区氛围和个性化推荐赢得了广大用户的喜爱。然而也发现模块层级多且存在重复，

可能导致用户混乱，需要优化减少用户困扰。为了提高用户忠诚度和体验，建议网易云音乐进一步优化

界面和功能设计，提升审美和合理性，减少冗余元素，突出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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