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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反思层情感化设计的城市品牌动态海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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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城市品牌传播中对动态海报设计的情感化需求，从人工智能技术还不能实现的反思层

情感化设计入手，探讨其在动态海报设计中的应用方式，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反思层情感设计提供理

论基础。方法 以情感化设计三个层面为理论基础，联合城市品牌与产品共同推广的方式，利用城市目

标客户群定位，对人工智能技术不能实现的反思层设计方法进行归纳整理。结论 提出了动态海报情感

化设计的三种方法，以叙事空间设计完成了情感传达与城市文化关注，以熟悉场景和回忆场景与观众建

立起了感情关联，利用交互设计让观众产生了情感认同。基于动态海报反思层的情感化设计方法使人工

智能技术不再停留在外观与功能设计上，为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反思层情感化设计奠定基础的同时还提升

了城市品牌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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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Brand Dynamic Posters Based on Reflective Emotional Design 

JING Ro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Boustead College,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emotional demand for dynamic poster design in city brand communic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flective emotional design which has not been realiz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

nology in dynamic poster desig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eflective emotional design of AI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ree levels of emotional design, combined with city brand and product promotion, and 

using the positioning of urban target customer group, the reflective layer design method which has not been realized by AI 

technology is summarized. Three methods of emotional design of dynamic posters are put forward. The emotional com-

munication and urban cultural concern are completed by narrative space design. Th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the familiar and recalled scene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emotional identity of the audience is generated by 

interactive design. The emotional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reflective layer of dynamic posters makes the AI technology 

no longer stay in the appearance and function design,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I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reflective 

emotional design,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city br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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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在《情感化设计》一书中提出情感化设计的

3 个层次分别为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他还提出

在反思层设计中应更关注文化内涵以便建立与用户

的情感连接[1]。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海报已经不能适应网络

化发展的要求。带有动态效果设计的海报与互联网新

媒体发展紧密相连，动态海报交互性强，在与观众互

动中能快速吸引观众注意力，获得情感认同[2]。动态

海报传递信息丰富，在外观设计上，新奇有趣的动态

效果能给观众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在实用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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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海报可以全面、生动地传达品牌信息，给顾客留

下良好的心理体验。情感化设计的 3 个层次互相作

用，可以更好地传递品牌信息，建立与客户的情感。

目前对动态海报设计的研究多停留在本能层与行为

层，关注的是海报设计的外观以及功能，对反思层情

感化设计虽然有关注，但是还没有基于反思层的设计

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设计方法。 

1  动态海报的价值 

有情感的动态图形设计能够让观众产生联想，在

思维想象空间的停留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对图形所

传达感情的共鸣[3]。通过动态图形设计给观众营造身

临其境的感受，观众对图形产生的反思引导其感悟到

图形背后蕴涵的深层美学与哲学价值。 

传统海报设计以图形、文字、色彩的组合来传达

特定的品牌信息。动态海报设计加入了时间元素，以

动态的表达形式来传达信息。动态表现方式主要分为

3 类：第一类是通过图形自身抖动，突出图形蕴涵的

意味[4]。第二类是通过图形元素的位置变化来吸引观

众视线。第三类是数量上的变化与整体画面改变，这

类动态海报设计图形本身变化较大，整体画面构图同

样发生改变。动态海报善于传达丰富的情感内涵，引

起观众共鸣，建立感情，对品牌精神与内涵产生情感

认同。 

2  人工智能技术与动态海报设计 

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动态海报可以达到本能水平

的美感，对于海报外观上的审美要求可以轻松达到。

在海报的功能性要求上，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在短时

间内快速设计出满足品牌信息传达的海报，完成行为

水平层面的要求。对于反思层面的情感化设计，人工

智能研发团队已经开始引入情感化设计，尝试丰富动

态海报设计情感内涵，引起观众情感共鸣。但离实现

这一目标还有很大距离，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工智能技

术无法进行思考，不具备感情，只能参照已有数据总

结归纳得出结论。这是基于经验而谈的，离开经验就

无法得出具有创新性的设计。好的设计需要的是感

情，而这一点恰好是人工智能技术还欠缺的。 

2.1  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动态海报外观设计 

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设计师“鲁班”已经可以实

现每秒完成 8000 张海报设计，并且这些海报设计都

是针对特定商品宣传的。海报制作的配色、排版、选

图、字体都能通过人工智能设计师完成，并且利用大

数据可以计算出客流量大的地方，将海报投放在最容

易被人看到的场所。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如此发

达，但是对于用户视角的理解还不是人工智能可以完

成的。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大数据会给购买了冰箱

的客户推送另一款价格便宜的冰箱，人工智能技术还

无法站在客户的视角思考客户买了冰箱下一步会买

什么产品。多数情况下，已经购买了一款冰箱产品的

客户除非有极大的功能升级否则不会在短时间内选

择再购买另一品牌冰箱。但是可以通过调研分析得出

购买冰箱人群的生活形态，推测出他们的生活方式进

而为其推送更适合、更有购买潜力的商品。 

2.2  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动态海报功能设计 

海报的功能需要传达商品信息，让观众了解商品

的优势特性，通过文字与图形搭配为观众推荐商品信

息。在空白对话框中输入商品名称和特性要求，人工

智能技术可以按照要求准确生成海报设计[5]。动态图

形设计也可以通过动态模块效果设定轻松完成。人工

智能设计师还可以根据程序设定完成视频制作，视频

宣传对产品销售能起到推动作用。在视频中，观众可

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商品的信息以及使用效果，动态视

频效果对商品的展示更全面有效。在视频制作中，研

发团队已经开始引入情感化设计，建立情感模型。但

对于反思层的情感化设计还没有实现，人工智能技术

还不能完成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系的设计。 

2.3  人工智能技术与反思层情感化设计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海报设计的外观与功能

设计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比人完成的速度更快更好。

但是在反思层情感设计上，人工智能技术还不能像人

类一样进行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只能按照审美和功能

设定，完成程式化的设计，如何在图形设计中建立与

观者的感情在人工智能技术中还是空白，因此，对于

动态海报的反思层情感化设计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基

于反思层的图形、文字、色彩以及动态效果设计都是

可以蕴涵丰富感情的，作者的内心情感可以通过恰当

的图形元素组合来表达，色彩的运用也可以给观众带

来丰富的联想，语言文字更是作者内心的写照加上动

态效果的加强，传达给观众的是富有情感、引人无限

想象与回忆的视觉表达形式，与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

海报只具备本能层与行为层情感化设计是完全不同

的视觉表达形式。 

3  城市品牌传播目标群体定位 

3.1  城市定位 

研究城市品牌传播首先需要明确城市定位，只有

这样才能根据城市定位确定目标客户群。城市的发展

需要以当地自然条件、竞争环境和消费者的需求增长

为导向，全面分析城市可利用的资源，以优势资源开

发为基础，结合新技术和新科技来宣传城市形象，树

立良好的城市品牌意识。以天津为例，结合当地自然

资源，将城市定位为生态旅游型城市，已经建成了中

新生态城，蓟州伊甸园生态旅游项目已经开工，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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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天津生态旅游城市的新形象。蓟州生态旅游项目

建设主要包括两层内涵：一是依托天津蓟州自然资源

开发原生态旅游区，二是实现蓟州自然生态环境的良

性运转。 

3.2  根据城市定位确定目标客户群 

城市定位确定之后，可以根据定位细分目标观众

类型。以天津为例，建设生态旅游城市来吸引游客的

类型多数为家庭亲子游客人[6]。参观自然生态环境适

合以家庭为单位，家长可以给孩子从小养成保护生态

环境、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生态型旅游是孩子接

触大自然最好的机会，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环境带给

人们的宁静祥和氛围，非常适合家庭旅游。 

3.3  品牌传播目标客户群情感分析 

如何与目标客户建立感情，城市品牌宣传可以与

当地产品联合从 3 个方面入手：一是表达出特定的情

怀，通过讲述历史文化故事，突出城市深厚的历史积

淀，找出城市有历史特色的产品，将产品宣传与城市

品牌联合推广，在宣传产品文化的同时扩大城市影响

力，并结合新科技手段进行广泛传播；第二，通过塑

造能够引起观众回忆的场景，将观众思绪带回曾经使

用特定产品的年代，帮助观众找回美好回忆。这种关

怀能够使观众找到新的自我，使用产品带来的美好经

历，回到现实中会引起对当时使用过商品的向往，从

而产生购买欲望并对产品建立感情，将产品品牌与城

市品牌联合推广是提升城市品牌传播的有效手段[7]；

三是对城市品牌的认可，相同的价值观会吸引客户对

品牌产生依赖。客户选择商品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品牌

的感情决定的，例如对很多国产品牌的选择，绝大部

分因素是由于对民族企业价值观以及对企业承担的

社会责任的认可。客户选择旅游目的地城市也是基于

对城市满意度决定的，城市品牌形象建立同样需要挖

掘地方文化内涵，与有责任感的品牌一起树立良好的

城市品牌形象。 

3.3.1  目标用户调研与分析 

对有 6~16 岁儿童家庭中成年人的调查研究主要

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生活形态的调研，主要研究成

年人每天生活的轨迹，常去的场所，如热门餐厅分布，

经常去的商场、超市，上下班使用的交通工具等。通

过调研，可以总结出动态海报重点投放场所。由于动

态海报播放方式限制，需要液晶显示屏，不像普通海

报可以在多数场景大量张贴投放，所以需要调研出目

标客户出行的热点地区进行投放。二是媒介接触习惯

调查，动态海报的播放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平台非

常普遍，但仍需要调查出目标客户群使用率最高的媒

介手段进行重点宣传。 

家庭旅游客户中儿童的喜好对家长选择旅游目

的城市有很大影响，因此，对儿童也作了相关调研。

根据儿童好奇心强的特点以及调研数据可以得出，儿

童对动物的关注要明显强于植物和昆虫（儿童对动植

物昆虫的喜欢程度见图 1），因此，在生态旅游城市

建设中可以以此为方向，重点发展动物自然保护区的

旅游观光建设。另外根据调研数据可以看出儿童对鲜

艳的颜色组合有明显兴趣，儿童对不同颜色组合的喜

好见图 2，旅游区内设施可以采用鲜艳颜色组合设计。

对于城市动态海报设计，可以考虑利用动物元素与鲜

艳色彩吸引儿童注意力，这利于建立与儿童间的情感

交流。 

3.3.2  家庭旅游目标用户情感满意度构成 

能够吸引家庭前往旅游的城市目的地主要取决

于客户对城市形象的满意度。满意度的形成包括对城

市内在精神文化的关注，对城市产生情感和对城市文

化价值形成认同的过程。个人满意度提升应从文化角

度挖掘城市文化内涵，提取城市文化符号，经过提炼、

组合、重构等方式，形成新的代表城市形象的图形元

素，这些元素可以用在城市海报、吉祥物、标志等设

计中。利用图形组合抒发感情，引起观众共鸣，唤醒

观众对城市文化的关注，通过互动设计引导观众参与 
 

 
 

图 1  儿童对动植物昆虫的喜欢程度 
Fig.1  Children's preference for animals, plants and insects 

 

 
 

图 2  儿童对不同颜色组合的喜好 
Fig.2  Children's preference for different color comb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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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市历史文化的展示中，在感受城市发展历程中由

于产生的文化共鸣，让观众爱上这座城市，建立以城

市发展为情感纽带的连接点，从而产生对城市的情感

认同。 

4  城市品牌与产品联合推广的动态海报反

思层情感化设计方法 

动态海报设计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本能层与

行为层设计后，对于反思层的设计可以围绕目标客户

群情感定位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文化唤醒，主要

利用叙事空间设计来传达感情，吸引观众了解城市文

化发展。第二是通过塑造场景代入感与观众建立情感

关联，引起观众共鸣。第三是在与观众的互动设计中，

让观众对城市价值观产生认同，建立与城市感情的纽带。 

对于城市品牌宣传可以联合产品共同宣传推广，

尤其是城市特色垄断资源，可以在进行产品宣传的同

时带动城市形象推广。例如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在

产品宣传的同时，可以结合大闸蟹产品打造旅游城市

形象，吸引观众到阳澄湖旅游、观光，品尝美食。大

闸蟹产品和苏州城市品牌联合推出了一部动画片《飞

天螃蟹》，在宣传产品的同时，让观众了解苏州这座

城市，打造了城市的美食之旅，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

让世界认识苏州。 

4.1  利用叙事空间设计传递情感 

4.1.1  以漫画设计方式为例 

漫画设计就是利用图像文字，通过颜色设计与页

面排版，在同一页面设置 6~8 张图像来传达故事情

节。读者通过一定的顺序，看完页面中全部图像后会

自动产生联想，将图片内容联系起来形成故事情节。 

4.1.2  以山水画为例 

中国山水画空间设计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方法，观

众的视线落到画面任何一处都是一个新的场景，每个

场景都存在故事情节。这些场景中有的存在完整的

人、事物、环境，有些只有事物和环境的组合，需要

依靠观者的联想形成完整故事情节。整幅山水画并置

了多个不同场景，由于散点透视方法的运用，观众的

视线所到之处都是独立的空间，这些独立空间的故事

情节往往由同一个人串联起来。观者通过多个空间图

像的解读，进入想象空间，感受作者传递的情感。多

个独立空间在同一页面并置的方式与漫画设计排版

方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4.1.3  动态海报叙事空间设计 

动态海报呈现时间短，一般为 3~10 s，短时间内

观众无法理解复杂的故事情节。以天津城市旅游宣传

目标客户群为例，可以通过在同一画面并置图像的方

式来展示适合家庭活动的动态图形。 

例如阿里巴巴年货节动态宣传海报（见图 3），

在同一页面并置了 5 个人物，并搭配相应的年货特

产，单独看每一个人物都搭配了相应的特产，组成虚

拟摊位。杭州西湖龙井茶旁边设计了一个采茶人的形

象，并搭配文字，主推茶叶的新鲜度。看到采茶人站

在茶叶旁，观众联想到的是茶叶是刚采摘来的。视线

往右移动，还会看见杭州楼外楼的东坡肉，站在东坡

肉旁边的是楼外楼的厨师，主推东坡肉肥而不腻的特

色。视线往上移动还能看见北京稻香村和上海杏花楼

的虚拟摊位。人物都设计了动态效果，有趣的肢体动

作能够吸引观众注意力，看见这张海报仿佛真的置身

于年货市场，每个摊位都有售货员在招揽顾客。视线

在海报中来回移动，观众看到了不同摊位的特色产

品，人物动态效果设计给观众带来了身临其境的感

受。构图方式与漫画设计的排版类似，都是在同一页

面设置不同的故事情境，观众视线可以在页面上任意

移动，移动后形成完整的年货节市场效果。加上人物

动态设计，观者会感觉仿佛真的是家长领着孩子在年

货市场选购特色商品。海报设计在宣传城市特产的同

时也为城市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4.2  利用场景代入感建立情感关联 

场景的代入感能够使观众将海报中的角色作为 
 

 
 

图 3  阿里巴巴年货节动态宣传海报 
Fig. 3 Poster of Alibaba new year goods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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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我的途径，或是从海报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

子，在文字的引导下跟随海报中的角色开始动态旅

程。所在城市如果能联合特色产品共同打造带有明显

城市风貌的海报设计，那么两者可以互相促进，相辅

相成。在旅程中不仅可以重温产品发展历史，而且能

全方位地感受城市文化，树立城市品牌形象，扩大城

市品牌传播效果。 

4.2.1  选择贴近目标受众生活的场景 

观众对身边熟悉的生活场景比较容易产生代入

感。例如在海报中看到童年时的生活场景，会产生熟

悉感。小朋友们在胡同里一起做游戏的场景对在胡同

长大的成年人来讲有着难以忘怀的情节。海报颜色设

计选择儿童喜爱的鲜艳颜色组合，便于吸引儿童注意

力，建立与儿童间的情感交流。南方黑芝麻糊的海报

就是利用儿时在胡同口买芝麻糊的情景带给观众似

曾相识的感受。外婆领着小朋友买芝麻糊的照片使观

众容易走进海报塑造的场景，想起小时候芝麻糊的味

道，从而产生购买欲望。海报设计如果能融合当地城

市文化，就能对城市品牌传播起到推广作用，城市品

牌的建立反过来也会促进产品销售[8]。 

三元牛奶动态海报见图 4。海报通过渲染过年气

氛推出三元牛奶，描述的是北京四合院过年时门上贴 
 

 
 

图 4  三元牛奶动态海报 
Fig.4  Dynamic poster of Sanyuan milk 

春联、挂红灯笼，亲朋好友相聚时小朋友们一边玩耍

一边喝牛奶的场景。小朋友拿着牛奶一起做游戏的动

作加入了动态效果。在宣传产品的同时，将北京四合

院内的过年气氛描写得淋漓尽致。看到小朋友们愉快

地玩耍，成年人会被他们快乐的心情感染，也会想参

与其中，这种感受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销售。从一

个侧面看，对北京新年文化也起到了宣传推广的作

用，如果能联合城市形象共同推广可以为北京城市形

象提供良好的基础。 

4.2.2  营造回忆的场景 

回忆是产生感情最好的方式，在回忆中观众可以

找到情感共鸣，共同的回忆是形成情感认同的基础。

能够引起目标客户群回忆的场景塑造是传达情感的

有效方式[9]。根据儿童对动物喜好程度的调研数据可

以看出，家庭旅游海报设计可以加入动物元素作为设

计主体，以此来吸引儿童注意力。例如这张清明节旅

游动态海报（见图 5），展现了春日在野外郊游的场

景。两个年轻人坐在草地上，左右两侧的小鹿在吃草，

远方是大山和郁郁葱葱的森林。上方的缆车做了动态

效果，动静结合体现出温馨祥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图 5  清明节旅游动态海报 
Fig.5  Tourism dynamic poster of Tomb-Sweeping Day 



370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7 月 

 

的气氛。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可能会让成年人不再有如

此轻松自在的时间，这类场景唤起忙碌的人们曾经轻

松自在的生活回忆，吸引观者进入海报中塑造的祥和

氛围，体会其中的意味。在文字的引导下，开始清明

节的家庭踏春之旅。如果能够加入特定城市宣传，那

么两者可以互相促进，带来更有益的效果。 

4.3  利用交互设计产生情感认同 

动态海报设计加入动态表现方式，使互动设计成

为可能。通过交互设计，用户不仅能体验到关注，而

且还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在互动中建立与产品

和城市品牌的情感。 

在动态海报设计中可以加入互动设计，例如海报

内容可以随着人的移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能够快速

吸引观者注意力。例如瑞典一个地铁中的护发素广

告，就会因为列车的到来使人的发型随之改变。列车

进站，人的头发会被风吹起来，但由于使用了护发素，

当列车开走的时候，人的发型能够瞬间恢复到原样，

只有顺滑的长发才会有这类效果，干枯毛躁的头发是

不会有这样顺滑的效果的。这种基于高科技技术的以

人为本的互动设计为城市品牌传播树立了良好的基础[10]。 

4.3.1  交互图形设计的节奏 

动态图形运动与音乐一样可以加入节奏的设计，

并且随着观众的出现，运动节奏会发生相应改变。在

互动海报展示装置设计中，当有人走近时，红外感应

装置可以感应到观众，通过传感器信号，动态海报中

的图形运动节奏相应加快，传递出欢快的气氛[11]；当

观众离开时，图形运动速度瞬间可以变慢，恢复到原

始的慢速运动。这种节奏变化在观众看来是由于他的

到来而发生的改变，在这种改变过程中，观众感受到

被关注的感觉，快速被动态海报传递的信息吸引。在

接受信息传递的同时，容易产生对信息的认可情绪，

并产生相应的情感共鸣，从而产生对品牌的情感认同

与依赖。 

4.3.2  交互图形设计的动静平衡 

动态海报使用动态效果并不是应用在全部的图

形元素中，而是选择其中一部分重点元素加入动效，

另一部分元素保持静止，形成鲜明的动静对比。加入

互动设计后，海报中的图形可以随着人的动作而改变

运动速度[12]。例如人做出快速动作时，往往是心情比

较兴奋的时刻，图形运动会按照欢快的氛围设定变

化。当观众动作缓慢时，往往是心情低落时，相应的

图形运动也变慢或静止。观者会亲身感受到自身在图

形运动中的重要影响，这是增加观众关注度的重要手

段。动静对比同样形成感官上的平衡，静态图形可以

衬托出动态图形的重要性。动静对比形成视觉平衡，

这样更利于信息的传递。 

过多的动态效果会产生视觉疲劳，因此，相应增

加慢速运动图形，或者是静态图形会形成视觉上的平

衡[13]。只有静态图形的存在才能衬托出动态图形的重

要性。例如在一张动态海报设计中，最先被注意到的

是动态图形设计，其原因是静态图形的衬托，才使得

动态图形的效果突出表现出来。动静对比同样形成视

觉的稳定性，假如一张动态海报上的全部图形设计都

以动态效果展示，就会产生眼花缭乱的感觉。 

动态海报设计是同一平面内的几组图形组合在

一起，如果是传统静态海报设计，图形元素都是静止

状态，整体看全部图形是处于同一平面空间内。对于

动态海报设计而言，在同一画面并列两组图形时，其

中一组图形发生动态效果，就已经形成了超越平时所

处的单一平面空间，形成了两个空间并置的情况。其

中一个属于平面空间，加入动态效果的属于平面空间

与时间空间组合。如果全部是动态效果表现，就会出

现两组平面空间与时间空间组合并存的情况。中国山

水画的表现方式同样使用的是散点透视，每一个局部

画面都是独立的空间，但其中采用了虚实对比、留白

等设计理念，使得观众在观看画面时产生均衡的心理

状态[14]。时间永恒存在，人们已经适应了动静对比的

空间状态。单一的视角使人们适应同一空间。在动态

海报设计中涉及了两组及以上图形的空间设计，加入

动态效果即形成含有时间元素的平面空间。这个时候

如果还存在另外一组图形，即形成两组空间会造成观

者空间感混乱，因此，有两组动态图形设计时，让其

中一组图形维持静态效果是保持空间概念清晰的有

效手段[15-16]。 

5  结语 

随着新媒体的技术飞速发展，动态海报设计显得

尤为重要，目前城市形象与产品联合开发动态宣传海

报是否能引起观众的广泛关注和注意力，进而引发情

感共鸣是提升城市品牌传播与产品销售的关键。人工

智能技术已经可以完成动态海报设计的外观以及功

能设计，在反思层的情感设计上，应重点研究如何建

立观众与品牌之间的情感关联。本文对此部分内容已

经做了详细梳理，对于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是结合人

工智能技术，将反思层情感设计理念以及方法加入人

工智能技术，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动态海报设计中的完

善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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