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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的代码大致可以分为控件和业务，将可重用的逻辑和交互封装成控件是一种很好的控制复杂度的
式。有的时候设计同学希望精心设计业务中的每一个细节，导致控件中塞进一些只在某个场景下起作
的代码，这就破坏了控件的通用性和可维护性，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

为什么要控件
一个功能丰富的产品必定有许多的业务场景，每个场景都会有很多的细节。举个例子：设计一个收集
据的表单，那么，填写文本的地方如何展示、失焦时如何，聚焦时如何、必填而未填时如何提示、不
填写时如何使得它看上去就不可填写？填写时间的地方如何展示、如何选择年月、如何选择时间、如
切换24时制和12时制以及失焦和聚焦的效果如何？填写地址的地方，省市县如何联动、直辖市如何处
、是否提供搜索、如何搜索等等。

如果每个业务都要这样设计，那设计同学的精力恐怕不够，描述这样的业务的代码量也会爆炸。所以
们有控件这个概念，一个承担单一功能、可重用的、封装了交互细节的东西。每个业务中的按钮、地
、时间以及对话框等，都是同样的表现、同样的逻辑,它们的背后也是同一份代码。

从研发上来说，控件大大的降低了代码的复杂度，增加了代码的可重用性。从设计上来说，控件大大
省了设计同学的精力，使得设计的精力集中在业务本身。对于用户来说，理解了某一处的时间控件就
解了所有业务中的时间控件，这样在推出新功能时，用户就节省了许多学习成本，不会被多余的细节
引注意力，从而快速地学习功能本身，这一点很重要。

遇到的问题
然而，在维护控件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此记录并作一些讨论。

精心设计

首先，设计同学接到的任务是以业务或者功能为单位的，他可能出于责任心，希望精心设计他所负责
功能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按照控件的概念，细节应该是封装在控件中的。研发在写代码时同样的代
不能写两遍，那么我天真的以为，同样的细节也不会设计两遍吧:) 有时会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是设
同学很忙的时候设计的功能，往往实现起来很顺畅，而碰上设计同学开足马力、精心设计的功能，实
起来就磕磕绊绊,很多交互细节的优化反映到代码里就变成了 丑化（也可能是我水平不够）。诚如某
前辈所说，“bug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

过度借鉴

"借鉴"也会成为问题。设计同学经常会借鉴一些优秀产品的设计，这种借鉴有时会达到一个很夸张的
步，每一个优化每一个调整都有一个理由：“XXX就是这样的”。确实，自身产品必定会有一些不足
别家优秀产品必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可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处借鉴了，其他相似的场景要不要借
？如果相似的场景有着不相似的表现，就会破坏产品的一致性，增加用户的理解成本，增加研发——
吧，这条不是打动设计同学的理由。总之，细节应该体现风格，风格应该贴合产品本身。考虑到这些
借鉴别家产品的细节是否应该更加谨慎？

针对性优化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棘手。有一天，某个用户（可能是BOSS），说某个地方效果不好，要改。设计同
就针对这个地方做了“针对性”优化，这个“针对性”就是棘手的地方。设计同学希望调整某处被吐
的地方，又不想作太大改动，引起更多的吐槽。

“这里的表格效果不太好，我想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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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啊，很多地方用到了表格，要不要确认一下其他地方的效果”

“不，只改这个地方”

“为什么”

“只有这个地方效果不好，别的地方效果还可以”

这其实这不难做到，只要加个参数，加点判断就行了。可是这个变量名可能会很难起，因为是针对某
场景做的改动，描述这个场景可能要五十个字。效果好不好是个主观的事，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如果
这段代码的人忘了这个针对性优化，换一个人来看就会看到一段不知道干了什么又不敢去动的代码。
易看懂的代码积少成多，再加上人员变动，项目就会慢慢腐烂，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控件和场景
控件是通用的，但并非不能变化，控件是可以内置一些模式的。比如说，我们的提示框可以有成功、
息、警告、错误四种模式，按钮可以有蓝色、绿色、白色（为什么我们的按钮是这样分的）以及可用
可用等模式，复选框组可以有横纵两种模式等。设计同学可以通过设计控件的各种模式来满足不同业
的需要，这样就能在控件的通用性和场景的独特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总结
设计业务时应该专注于业务本身，尽量使用已有的控件完成业务场景，如果已有控件满足不了，那就
新设计控件。无论是新功能还是交互优化，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业务场景是独特的，而控件是通用
，没有这里的控件和那里的控件之分，千万不要在控件中加入适配业务场景的逻辑。否则尽管每个场
下控件看起来都很正常，内部代码却混乱不堪，充满了各种参数和判断，只有熟悉所有场景的人才能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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