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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设计100细则》

内容概要

本书按字母顺序编排，查阅方便，能迅速根据名称检索设计原则。对于有兴趣解决具体问题的读者，
本书根据设计师常见的问题给通则作了分类。每一个原则均用双页的版式呈现。左手页包含原则简明
的定义、详尽的描述、运用的例子以及运用的准则，文本的右侧有边注，提供详尽的说明和参考书目
。右手页包含直观的实例和相关的图形，使读者对设计原则有更深的理解。
　　完美的设计不只属于少数才华出众的人士，其实几乎所有设计师都能在设计上臻于完美。使用公
认的设计原则能增加成功设计的概率。使用《最佳设计1 OO细则》，把它作为增加跨学科知识和增强
设计理解力的手段，能促发奇想，找到解决设计问题的方法，更新不常使用的设计原则的记忆。最后
，还可把本书用作检查设计过程和作品质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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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设计100细则》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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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设计100细则》

精彩书评

1、【成本效益】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从事某项活动。【加工深度】经过深层分析的信息比经
过表层分析的信息记得更牢的记忆现象。【期望效应】由于个人或者他人的期望，感觉和行为发生变
化的现象。【通用性-适用性协调】系统的通用性增加，适用性减少。【垃圾进则垃圾出】系统的输出
质量依赖于系统的输入质量。【锡克法则】随着选项数量的增加，做决定所需的时间也延长。【简洁
律】把模糊的图像阐释为简单、完整的而不是复杂、不完整的倾向。【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有两个功
能相等的设计，那么选择最简单的。【最小阻力信道原则】完成目标的努力越大，成功的可能性越小
。【图片优势效应】图片比文字记忆更深刻。【视野开阔-隐蔽原则】一种喜欢视野开阔无遮挡但带有
隐蔽区和隐退处环境的趋势。【识别优于回想】对事物的识别记忆比对事物的回想记忆要强。【冗余
】使用超出必须的元素以使系统在一个或多个元素失败是继续运行。【三等分原则】把一个媒质划分
成三等分，为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创造具有美感的位置的一种布局技巧。【好原则的对头】确定一个令
人满意的解决方法通常要比寻求一个收到最佳效果的解决方法更可取。【热带稀树草原前提】与其他
环境相比倾向于热带草原般的环境。【大小谬误推理】以某一规模运行的系统同样可以以更小或更大
的规模运行的一种假设倾向。【自相似性】事物是由互相类似的单元或与整体相似的单元组成的一种
特性。【系列位置效应】出现在系列开头和最后的项目比在中间的项目更可能被记住的一种记忆现象
。【自顶向下布光倾向】一种把物体的阴影区或黑暗区视为光源来自物体上方所产生的阴影的趋势。
2、也许读了以后并不会形成什么特别清晰的东西但是会让我了解到很多以前没有了解过的东西之外
的，没有事情的时候或者有疑惑的时候看一看也许会让你发现自己面临的一些困扰迎刃而解。我认为
是本很值得一读的书
3、翻译确实不敢恭维呀~，但最后翻译者也做了说明的，哈哈，姑且原谅他们吧。很好的书，很细致
，特别是实例经典~
4、一些容易被忽视，却又比较重要的注意事项。原以为只是些人机学的内容，后来认识到其实适用
于设计的很多领域。
5、翻译很一般，几乎到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地步⋯⋯不过配图非常好，所以基本上不用看文字都
能大概意会每一条设计原则的含义。值得反复翻阅。
6、印象最深的是中文翻译太差，里面的内容还是不错，两年前在龙之媒买的，断断续续看了个大概
。还是很有帮助。
7、一本书容纳了100个观点，这么多的内容不可能详细，基本每一细则，用一页文字加一页图例来说
明，有点像《一生必读的100本书》（真有这本书吗？）。细则的选择和阐述都很有趣，翻译的也不错
，阅读起来很顺畅。还是有种大而全的感觉，就算不关心设计部分，在相当多的细则中也能感到科普
的味道和趣味。全书看下来，启发性要大于实用价值。闲下来时翻几页是最好的阅读方式。---封面设
计太失败了几张正文的照片 http://picasaweb.google.com/taballa/100
8、这本书涵盖了设计中的各个方面，读过之后，其实脑中一片混乱，因为信息量太大。总之，“细
”是这本书值得一读的最大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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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设计100细则》

章节试读

1、《最佳设计100细则》的笔记-第3页

        1、80/20法则
在任何大系统中，高百分比的结果是由低百分比的变量产生的。
80/20法则有助于集中力量，实现更大的设计效益，例如：如果一个产品起关键作用的20%的特征使用
了80%的时间，那么设计和检测力量就应该主要集中在产品的那些特征上80%的其他特征需要重新认
识，以验证其在设计中的价值。

2． 可接受性
设计的物体和环境应当适用，无需改动，使用的人越多越好。

3． 先行组织者
根据已知信息理解新信息的一种教学技巧。

4． 美感适用效应
一般认为，美的设计比不够美观的设计更容易被人采用。
美观的设计还能促成与人的积极关系，使人们对设计存在的问题更加宽容。

5． 供给
物体与环境的特性影响其功能的一种性能。
只要可能，物体与环境的设计应该“供给”预定的功能，不“供给”不合适的用途。

6． 对齐
设计中的组成部分应该同一个或者更多的其他的组成部分成一直线排列。对齐排列产生整齐划一、相
互衔接的感觉，这有助于设计的全面美学和感知的稳定。对齐还是引导人们完成设计的有效方法

7． 原型
让适当的原形与设计认同发生联系会发生增加设计的成功率。
注意不同的文化对具体的原型反应不一，所以使用前必须对目标人口进行测试。

8． 魅力偏差
多数倾向认为有吸引力的人比没有吸引力的人更聪明、更称职、更有道德、更善交际。

9． 娃娃脸偏差
一种把具有娃娃脸特征的人和事物看作比具有成熟特征的人和事物更加天真、更加依赖性、更加诚实
的倾向。
　　在营销和广告中，如果传达知识和权威，用成人的脸；如果传达证明信息和顺从，则用娃娃脸的
人。

10．组块
一种把许多信息组合成数量有限的单元或块、方便信息处理和记忆的技巧。
在需要人们记忆并记住信息或应用信息解决问题的时候，把信息组成更小的块。不要把要查找或浏览
的信息组成块。在噪音和压力使人不能专心的环境下，考虑把关键的、用醒目字体排印的信息组块，
已减少短期记忆的容量。运用组块技巧时，采用4+-1组块的当代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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