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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新媒体技术的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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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视觉传达设计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从融合视角深入挖掘两者

的相关性及具体的发展路径。方法 以新媒体艺术的产生为背景，探讨其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全新体

验和巨大变化，借此引出新媒体艺术对视觉传达设计的重要作用及影响，接着以新媒体中视觉传达设计

的情感性、互动性、多维性特征为基点，分析新媒体艺术与视觉传达设计融合的必要性和未来发展趋势，

最后分别从广告设计、标志设计逐一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探究新媒体技术与视觉传达设计的具体结合

方式。结论 新媒体依靠新的科技成果结合数字技术给视觉传达设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所呈现的

艺术设计效果达到了传统设计无法实现的艺术效果，既给受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视觉、感官享受，又以此

为支撑，有效带动了整个媒体艺术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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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ntegrated with New Media Technology 

CHEN Zhe 
(Shanghai Art and Design Academ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o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oth and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Taking the generation of new media art as the background, the huge change 
brought to people’s social life by the new media was discussed to introduce the significant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new 
media art on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hen, based on the emotional, interactive and multi-dimensional charac-
teristic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n new media, the necess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new media art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in-depth and meticulous integrat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from advertisement design and logo design to explore the concrete combin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New media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by re-
lying on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combing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The artistic design that the 
new media presents has achieved artistic effects that traditional design cannot achieve, which not only brings high-quality 
unique visual and sensory enjoyment to the audience, but also effectively drives the favor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media art industry. 
KEY WORDS: new media technology;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艺术和科技的发展促成了一种新的形式——新

媒体，其打破了传统的视觉传达方式，实现了创作虚

拟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等，给视觉传达设计带来

了变革。作为一种观念艺术，新媒体主要借助新技术

的表现手段来进行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一次又一次地

刺激着视觉设计师的大脑。新媒体虽然在众多行业领

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却没

有让人们对其有正确的认知，甚至有人一直对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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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1]。只有对新媒体技术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其中

的有效元素和形式，不断与各个领域进行碰撞和融

合，才能让人们更好地去认识和理解新媒体艺术，并

对其与视觉传达设计的作用及具体应用方向有一个

相对完整的认识，从而实现现代化的视觉和语言文化

的价值表达，为人们呈现出新的视觉体验。 

1  现代新媒体技术概述 

新媒体是依附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而发

展起来的，其通过整合电脑、手机等多个终端，借助

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等形式，向用户系统展示更

加具有娱乐性的服务形态的媒体模式[2]。当前，较有

代表性的“新媒体”事物，主要包括大型电脑数据库

通信系统、光纤电缆通信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

通信网、迅猛兴起的超级信息交互通信网络和多功能

媒介等，但无论哪一种新媒体或具体的传媒形态，前

提都是基于微电子通信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应用

成果，是数字技术作用下的产物[3]。具体来看，新媒

体技术中体现的视觉传达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注重情感性，以人为主体，带给受众准

确的情感体验，是引发受众共鸣的重要途径，因此，

在新媒体时代，视觉传达应从不同受众心理需求出

发，将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接受，从而实现情感的传

递；第二，强调关联性，要保证设计方案的吸引力，

基于新媒体的视觉传达设计必须融合更多的相关要

素，以更加灵活的内容及形式去表达主题，实现设计

要素的综合性表达；第三，追求互动性，在新媒体的

影响下，所传达的内容必须与受众之间具有互动性，

必要时可利用交互技术、网络技术等相关的先进技

术，来确保设计的交互性，给受众带来良好的体验[4]，

第四，提倡多变性，在新媒体思维的影响下，视觉传

达设计的对象开始变得复杂化、动态化和非物质化，

因此必须对视觉传输元素进行创新，融入更多的新元

素、新技术，以多变的姿态给受众带来多角度、全方

位的信息。 

2  新媒体技术与视觉传达融合的必要性 

新媒体技术与视觉传达设计进行融合的必要性，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彼此之间呈现一种竞合

状态，有利于艺术表现的多样化。得益于新媒体技术

的助力，视觉传达设计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表现手

段和形式，可以说，两者的结合互为补充，共同造就

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5]。但是，鉴于视觉设计方

案并不是唯一的，多会因为消费群体的不同，而不可

避免地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传统视觉设计与新

媒体技术作用下的视觉传达设计，并不是绝对的非此

即彼，而是一种竞合状态，互为补充，这十分有利于

视觉传达设计的纵深发展[6]。第二，信息传递更加灵

活，迎合了人们日益提升的审美需求。新媒体有着传

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促使视觉传达设计由二维

到三维、由单一到多元、由静态到动态的变化发展，

创造出了全新的视觉传达作品，不仅促进了信息的有

效传递，而且也更加轻松地抓住了受众的眼球。 

3  融入新媒体技术的视觉传达设计路径 

结合以上对新媒体技术特点的认识以及其与视

觉传达设计融合的必要性，不难发现，想要在新媒体

技术发展背景下，切实提高视觉传达设计的艺术效

果，必须在秉持基础性视觉传达设计工作思想的基础

上，以创新的魄力去灵活地应用新媒体技术，使其能

够助力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实现最优化的艺术效

果。本文主要选取广告设计、标志设计这两种较有代

表性的领域展开具体论述。 

3.1  新媒体技术与广告设计的融合 

新媒体技术的出现，给视觉传达设计更多的可能

性，原本已经无法与社会大众及媒体的实际需求相适

应的传统媒体模式开始不断创新，在变革进化中给人

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7]。广告设计就在与

新媒体技术的融合过程中，展现出更加大胆的创新与

突破，不仅提高了广告的传播速度，信息的真实性以

及广告的趣味性，还趋同于消费者心理的变化趋势，

使传播更加广泛有效。综合来看，新媒体技术对广告

设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科技含量明显增多、注重用户

感受等方面，主要的表达形式则包含网络广告、APP
广告和户外广告等方面。 

网络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普及得相当广泛，

大到政府、企业，小到个人，几乎每天的工作和生活

都和网络有着紧密联系[8]。在这一背景下，网络广告

更加快速地发展起来，出现了弹出式广告、邮件广告、

旗帜广告、游戏广告等众多形式，并不断给人们的生

活和工作产生影响。微博作为一个良好的展示平台，

其对网络广告的展示并不逊色于电视广告，有时甚至

会超越电视广告的宣传效果。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

设计者可以为产品创建一个特色微博，将产品信息人

格化，借助微博中的粉丝和听众对产品进行宣传展

示，进一步扩大产品的社会影响力。类似的形式还有

电子杂志和播客等的广告设计，这些都将文字、音频、

视频完全整合在一起，充分满足了网络迅猛发展的需

要，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APP 广告是一种备受关注的新媒体广告，其强调

将虚拟物体或信息与真实环境即时结合，讲求在真实

环境中增进人们对原本虚拟事物的理解与体验，属于

增强现实技术的范畴。这种广告形式强调交互性和娱

乐性。例如，哈根达斯曾推出一款增强现实交互广告，

只要人们在购买后将手机对准冰激凌杯口，便会出现

一个人在那里演奏小提琴，前后共 2 min 的乐曲虽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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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长，但是却是哈根达斯冰激凌最为理想的软化时

间。如此，人们再也不会觉得等待冰激凌软化的过程

漫长，反而还会沉浸其中，边享受优美的乐曲，边品

尝冰激凌的绝佳口感，从而在内心产生一种舒适、愉

悦的美好体验。 
户外广告出现的时间较长，因此不免被一些设计

人员认为已经相对古老和陈旧，但事实并非如此，户

外广告的形式也在不断更新，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应

用，更让出租车广告、地铁广告等户外广告完成了形

式的蜕变，实现了理想的视觉传达效果[9]。户外广告

借助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将原本单一的信息传递形式

变成融合了图片、声音和文字的资讯媒体，有效增强

了户外媒体广告的丰富度。与此同时，户外广告还十

分重视人机交互功能的实现，那些以多样化的形式展

现在电子屏幕上的产品信息，既便于消费者更加自由

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产品，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消费者对户外广告的更高要求。 

3.2  新媒体技术与标志设计的融合 

新媒体技术使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关系面临巨

大变化，给视觉传达设计的各个方面均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标志设计也不例外[10]。为进一步适应新媒体技

术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标志设计的造型形式已经从

点、线、面的静态组合向动态效果转变，甚至部分标

志设计还加入了声效、图像、动画等形式，呈现出一

种不断运动变换、虚拟互动的新特征，带来了更多的

情感交流，有效丰富了人们的视觉、听觉，拓展了标

志设计。 
动态标志设计将图形、色彩、声音等编入其中，

再借助计算机软件进行设计运算、编码传播，在这一操

作下，标志主体部分依然是标志的构成要素，只是在

不同的媒体中得到了个性化的应用与表达 [11]。美国

Aol.品牌设计的公司在设计自己的新标志时，就将

“Aol.”进行了多样化的拓展延伸，形成了六个新标

志，且分别配以不同的背景图案。这样的设计给了用

户更加个性化的使用体验，只要点击标志就可以更换

背景图，且任何位置都可以自定义，如此便使品牌形

象更加引人注目，其灵活的表现形式和视觉美感，也

在无形中加深了人们的印象。 
三维标志设计是对二维平面标志设计的一种立

体式升华，其多通过电脑进行色彩的叠加、渐变，进

而形成一种立体化图形，塑造了一种空间延伸的动感

美，让这个标志充满活力[12]。“中国（天津滨海）·国
际生态城市论坛”的标志设计就是代表性设计案例。

为了展现特殊的立体空间感，造成一种视觉冲击，设

计者独辟蹊径，选取了三点水的汉字偏旁设计成一个

抽象的蝴蝶与经纬线结合，让标志设计一下子充满了

活力，瞬间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4  结语 

新媒体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对视觉传达设计领域

影响深远，既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又有更高的现实挑

战。诚然，我国的视觉传达设计在很多方面仍然与国

际水平存在差距，但这并不代表着新媒体技术与视觉

传达设计的结合不可行，相反，要正视新媒体时代的

各种新技术、新思维，科学合理地将其应用于视觉传

达设计中，将具有更大的实现意义[13-14]。这就要求广

大设计师必须突破原有的表现形式，主动地迎接信息

时代的洗礼，借助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各种优势实现与

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不断地去吸收新鲜的事物，完成

虚拟信息技术的多效传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两

者的互融共生，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进而

达到一种理想境界，促成视觉传达设计交互式、多维

化的信息传达，助力视觉传达设计在网络信息时代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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