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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的工作 设计师的成长

创造性 
解决用户的问题

自发性 
解决自己的问题



自发性 
解决自己的问题

自驱力 
| 

时间管理

专业度 
| 

成长性

性价比 
| 

自身价值



个人与团队成长之间，作为核心主导人员要花费怎

样的时间、精力配比才合适？花在团队时间多了，

一心想着怎么驱动别人，协调组内产出，过滤产品

运营需求等无尽的工作就会挤压个人成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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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输出

设计沟通

团队协作

自我管理

设计思考

专业练习

职业设计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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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输出

设计沟通

团队协作

设计管理

设计思考

专业学习

设计管理者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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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输出

设计布道

团队策略

设计管理

设计思考

专业赋能

设计负责人阶段



迭代建立自己的知识资源库



UX设计师的各项能力模型以及各项能

力之间的能力值参考标准。 

怎样培养自己的设计师去走UX的方向，

什么类型的设计师适合UX方向。



理解 
设计原则

选择 
设计方向

阐述 
设计逻辑

初级设计师

高级设计师

专家设计师

看书上怎么写 听老板的 把方案讲出来

书上的要分场景 尝试说服老板 区别不同版本

书是有局限性的 可以影响老板 找到理论依据



初
级
设
计
师
眼
中
的
设
计
稿

分解制作过程，理解设计规范，面向交付



高
级
设
计
师
眼
中
的
设
计
稿

秒懂创意来源，多方位分析与比较，洞察新机会



专
家
设
计
师
眼
中
的
设
计
稿

决策最佳方案，商业视角，技术评估，产品思维

IMDB⻉贝叶斯统计：weighted rank (WR) = (v ÷ (v+m)) × R + (m ÷ (v+m)) × C 

R = average for the movie (mean) = (Rating) 

v = number of votes for the movie = (votes)  

m = minimum votes required to be listed in the top 250 (currently 1250) 

C = the mean vote across the whole report (currently 6.9) 





STREAM_ACCESSIBILITY 

Used to identify the volume of audio streams for accessibility prompts 

STREAM_ALARM 

Used to identify the volume of audio streams for alarms 

STREAM_DTMF 

Used to identify the volume of audio streams for DTMF Tones 

STREAM_MUSIC 

Used to identify the volume of audio streams for music playback

STREAM_NOTIFICATION 

Used to identify the volume of audio streams for notifications 

STREAM_RING 

Used to identify the volume of audio streams for the phone ring 

STREAM_SYSTEM 

Used to identify the volume of audio streams for system sounds 

STREAM_VOICE_CALL 

Used to identify the volume of audio streams for phone calls

系统源码中的音量种类



7,  // STREAM_SYSTEM 

5,  // STREAM_RING     

   

11, // STREAM_MUSIC  

    

6,  // STREAM_ALARM   

   

5,  // STREAM_NOTIFICATION

各类音量的默认值



AUDIO_DEVICE_OUT_EARPIECE= 0x1, 

AUDIO_DEVICE_OUT_SPEAKER= 0x2, 

AUDIO_DEVICE_OUT_WIRED_HEADSET= 0x4, 

AUDIO_DEVICE_OUT_WIRED_HEADPHONE= 0x8, 

AUDIO_DEVICE_OUT_BLUETOOTH_SCO= 0x10, 

AUDIO_DEVICE_OUT_BLUETOOTH_SCO_HEADSET= 0x20, 

AUDIO_DEVICE_OUT_BLUETOOTH_SCO_CARKIT= 0x40, 

AUDIO_DEVICE_OUT_BLUETOOTH_A2DP= 0x80, 

AUDIO_DEVICE_OUT_BLUETOOTH_A2DP_HEADPHONES = 0x100, 

AUDIO_DEVICE_OUT_BLUETOOTH_A2DP_SPEAKER= 0x200, 

AUDIO_DEVICE_OUT_AUX_DIGITAL= 0x400, 

AUDIO_DEVICE_OUT_ANLG_DOCK_HEADSET= 0x800, 

AUDIO_DEVICE_OUT_DGTL_DOCK_HEADSET= 0x1000, 

AUDIO_DEVICE_OUT_USB_ACCESSORY= 0x2000, 

AUDIO_DEVICE_OUT_USB_DEVICE= 0x4000, 

AUDIO_DEVICE_OUT_REMOTE_SUBMIX= 0x8000,

针对输出设备的音量值



UX设计目前以及将来主要存在于哪些行业？想有

个全局的了解，UX设计师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是

否要结合行业考虑呢？还是说精于通用能力就足

够？应该更专精还是更复合？



为行业创造价值

UCDChina UPAChina

IxDC Beta Cafe



了解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uxdesignersalaries.com



提升自己的单位时间价值

思考后的输出 作品集、内部课程、团队分享、公开分享、简历、个人产品



组织的责任 组织的成长

可见的 
对公司产生价值

持续的 
提升整体效能



持续的 
提升整体效能

定义问题 
| 

解决策略

设计布道 
| 

专业赋能

性价比 
| 

组织价值



在一个大型的产品团队中，怎么快速理解现状，找到

体验问题的症结，对体验的提升给出专业建议？



观察、理解哪里出现了问题

1
2
3
4
5
6

无意识 
用户体验“不”重要

感兴趣 
认为用户体验重要，但投入很少

投入 
用户体验很重要，开始建立流程和部门

委托 
用户体验至关重要，积极配合专业部门执行

参与 
用户体验是组织策略的核心要素之一

嵌入 
用户体验成为组织思维，不再被单独讨论



什么方式是可以接受的

日常沟通 决策机制 企业文化 谈判方式



提出解决框架

价值观 产品&服务

宗教、法律律 
政治、道德

⽂文化、社会规则 
媒体、环境变化

视觉、听觉 
触觉、嗅觉、味觉

评价、推荐 
期待、信徒



大团队                 

找到内部致胜联盟

小团队 大流程                 小流程

强关联

弱关联

利益 
相关人

关键 
决策人



如何用老板听得懂的语言解释【用户体验的重要性】，

在项目设计汇报时，总是中途被打断或质疑设计方案的

合理性，有没有成熟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现象？



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说话

ROM安装包为什么要小？

用户下载-安装快，省时省钱

产线测试快，提升生产效率

提升ROM更新率

提升出货率、优化库存成本



制造体验布道的机会



体系化思维

数据、用户声音、行业差距

我们对问题的洞察

设计的机会和方案

细节



我想知道怎样衡量「个人、团队与公司」三者在「成长

速度」与「成熟度」上面的关系，比如个人成长速度大

于团队与公司时候是否应该跳槽去更成熟的团队等。



公司为什么需要这个组织？



我为什么需要这个组织？

收入 专业成长 成就感 荣誉感 个人溢价 职业人脉

个人满意度



这个组织为什么需要我？

性价比 成长性 融入度 忠诚度 附加值 不可替代性

组织评估值



Google  I/O 2017 video UXPin agile summit vid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