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ading 设计详解和案例参考 

产品的设计是建立在用户良好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而 loading 的设计是用来消除等待的焦虑感，因此对

于 loading 设计更应该考虑不用的场景，尽可能的减少用户等待的焦虑，营造较好的用户体验。 

 

在产品实现过程中，前端经常会问产品人员： 

 数据从哪里来? 

 用什么方式加载出来? 

 是否写死在前端? 

 是否后台控制? 

 是否缓存? 

 …… 

一、loading 作用 

多数 App 都要与服务器进行数据的交换，App 向服务器发出数据请求，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之后向 App 传输

相应数据，App 接收成功后显示数据内容，没有接收成功则反馈数据接收失败。在这个数据交换过程中，

由于网络原因，需要花费一定时间，也就是说用户要等待加载完成，这个时候就要用到 loading 加载机制，

loading 是产品在设计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场景，无论是联网拉取数据，还是执行功能运行，我们都需要给

用户一个 loading 来消除等待的焦虑感。 

二、loading 设计的常见形式 

标题栏 loading 

适合于消息列表的数据自动加载，因为即使在新数据还没有拉取下来之前，用户还是可以查看缓存消息，

故 loading 不能阻断用户的操作。又因为消息列表的打开频率很高，loading 的感知不能太强，所以标题栏

是最适合出现 loading 的位置。 



微信、钉钉等都采用了这种形式。聊天列表页的聊天记录是储存在本地的，所以页面内容不为空。这个时

候加载无需获取用户的视觉焦点，只要在标题栏展示 App 正在加载，加载成功则标题栏 loading 消失，若

因为网络错误未连接服务器，则在标题栏显示未连接状态。 

 

白屏 loading 

白屏 loading 是指除了产品框架界面以外的整个屏幕白屏进行数据加载，适用于那些需要在内容显示完整

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的场景。 

这种加载方式容易让用户产生焦虑感，因为白屏实在太枯燥了，所以大多数的白屏 loading 会配上一些好

玩有意思的加载动画分散一下用户的注意力。 



 

进度条 

进度条的加载样式，多见于浏览器，包括 PC 端和移动端的浏览器。一些 App 页面会用 H5 的形式去做，这

种页面多数也都会采用进度条的样式来显示 loading 过程。 

用户关注的是加载速度和加载时间。而用户感觉上最快的进度条速度是先慢后快，因为累积一定的焦虑压

力后的一瞬间完成了，感知是最强烈的。 



 

toast 

当用户执行了某个操作时，为了防止用户继续操作导致数据加载失败，则用 Toast 的样式来提示正在加载，

同时限制用户继续操作。这种情况用户一般只能执行返回到上一级页面的操作，其他操作都被禁用。 

为了防止数据一直加载不出来，可以在 Toast 上加个取消按钮，让用户主动停止加载状态，由于加载数据

失败的情况极少出现，所以在 Toast 上加取消按钮的 App 并不多。 



 

刷新 

刷新 loading 是在长列表或者瀑布流的场景下进行数据拉取的展现形式。现在常见的就是下拉刷新，loading

动画出现在列表或者瀑布流的顶部。下拉刷新广泛被运用于大多数 App，这种加载机制，保证了用户能看

到本地缓存数据的前提下，还能告知用户页面正在刷新，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下拉的手势操作来自己选

择重新加载数据，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强迫症患者。 



 

预设图/占位符 

当页面的框架固定时，只需要加载框架内数据时，采用这种刷新样式，即先加载框架，再加载框架内的数

据。为了反之框架内的内容为空，会用占位符或者预设图片来填充。 

 



 

三、loading 加载原理 

上面简单将六种常见的 loading 加载样式介绍了一下，样式虽然有六种，但是其实只有两种加载原理： 

 一种是整体加载页面数据，加载完成后一次显示; 

 一种是先加载部分内容，再加载剩余内容(先加载文字再加载图片;先加载框架再加载框架内的数

据)。需要注意的是图片加载中的显示问题，当图片未加载出来的时候，要不要在列表显示图片区

域要显示图片，是用固定图片大小来占位置还是用预加载图片占位置。 

例如：页面需要实现每次刷新都能出现新内容 

一般在加载的时候后台同学需要知道： 

 他们需要将什么内容给前端? 

 怎么给? 

 每次给多少条? 

 需要加载哪些内容? 

 列表排序：将内容按特定规则排序，如时间，分数… 

 后台加载：将列表从某约定点，将内容一分为二：如时间点，条数…一部分首次加载显示在前端

列表中，另一部分作为每次刷新拉取的新内容 

 每次刷新条数：固定条数/随机条数 

四、如何在用户无感知中做数据处理 



我常说的一句话是设计形式永远是服务于产品功能的，而产品功能则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了解了这些

loading 加载的设计形式，进一步深度思考一下：APP 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获取或提交数据，因此需要 loading

来提示用户，那有没有方法让用户无感知中做数据处理呢?答案肯定是有的。 

1.优化 App 的加载算法，使得 App 与服务器交互数据的时间简短。 

这个需要开发人员的精益求精了。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因为直接减少了加载数据的时间，也就是

减少了用户需要等待的时间。 

2.采用预加载和数据缓存机制。 

尽可能的利用预加载或有 WiFi 的情况下离线缓存的方式，把内容提前加载下来，这样能做到最大限度的降

低加载给用户带来的卡顿感。如果能判断出来用户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提前帮用户加载相应的内容，肯定

是最符合需求场景的事情。 

拿阅读 App 打比方，当用户在看第一页的时候，App 在后台加载完后面的几页，等用户翻到第二页的时候

就不需要等待加载了，因为 App 已经帮用户提前加载好了。这种加载机制对用户体验特别好，但是存在一

个问题，就是要预测用户行为，加载其他数据，这样会消耗不少流量，所以建议在 WiFi 网络环境下采取这

种预加载机制，而在蜂窝网络状态下则不采用预加载机制。这个要和开发人员讨论沟通，确保预加载机制

完美运行。 

3.异步处理。 

当用户进行发送消息，发布评论、提交意见等操作，APP 先提示提交成功，让用户不受提交数据耗时的影

响，继续使用 APP 其他功能，同时 APP 开启后台线程静默进行数据提交，当前网络环境不好，下次再自动

提交，让用户无缝完成数据提交操作。 

这一点做得好的 App 莫过于 Instagram，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用 Instagram 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流畅，即

使在网络不好的情况下。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网络不好的情况下，你给好友点了赞，Instagram 并不会提示

你网络不好，操作失败，而是提示你点赞成功了，其实将它只是将你点赞的操作记录了下来，等网络一好

就将点赞的行为上传到服务器，从而完成点赞行为。这就是减少用户的操作负担，让产品自己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把问题抛给用户。 

五、当我们负责某个页面加载方面需求时，需要考虑

的问题 

 内容哪里来? 

 本地写死还是向后台拉取? 

 整体加载还是局部加载? 

 是否缓存，清缓存规则? 

 是否预加载? 

 是否根据手机环境智能加载? 

 后台内容加载规则是怎样的? 

总之，设计 loading 的核心原则就是能多快显示完就多快显示，并且不让用户反感，减少用户的焦虑。 

海淘科技提供更多的，网页设计知识，网站设计基础知识的文章。本文下载，点击：Loading 设计详解和

案例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