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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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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创新视角下的色彩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个性化应用。方法 分析视觉传达设计的主

要内涵及其代表性设计门类，引出色彩这一视觉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表现的在传递信息、呈现效果、

展示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分别以包装设计、展览陈列艺术设计为代表，就具体的创新应用路径进

行分析和探索，最后从对视觉中心的关注、对比例及尺度的合理控制以及对整体与局部的协调三大方面

总结色彩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创新发展方向。结论 色彩元素是视觉传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将这一元素进行科学分析和整理，创新性地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的各个领域，能够改进相对固化的视觉

元素运用形式与效果，使作品更具吸引力和时代感，从而提升视觉传达效果，促进视觉传达设计的优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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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Color Element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ANG Juan 
(Guang’an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 Guang’an 638000,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ersonalized application of color element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innovation. The main meaning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its representative design groups is ana-

lyzed to lead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lor as the visual elements in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n conveying infor-

mation, presenting effects, and showing the culture.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by packaging design, exhibition display art 

design, the innovation of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path is analyzed and explored, finally from the attention of visual 

center,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the proportion and scale,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whole and partial 

summary color elements i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s summarized. 

Color elements is an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ar-

rangement of this element and its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n various field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an improve the 

relatively solid form and effect of the use of visual elements, make the work more attractive and time feeling, thus greatly 

improve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effec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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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信号是视觉传达作品设计时一种重要的信

息传递手段，无论是文字、色彩还是图形，都有着强

烈的艺术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与

情感。视觉传达设计师在进行相关的艺术设计时，常

常会借助这些视觉元素符号进行信息传达和形象展

示以及文化宣传，从而实现更高层面的内容融合和人

机交互。的确，这些有着强烈代表性的视觉元素符号

在设计师和大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媒介，使得大众生

活中比较常见的广告牌、商标、包装袋、杂志封面都

能够轻松找到视觉元素的存在。这里主要选取色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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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觉元素为中心，就其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种种表

现及创新应用展开深入分析，以实现更具效果的视觉

传达设计。 

1  色彩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色彩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并不是单一存在的，相反

其有着独特的美感和灵活的应用空间，能够借助更具

和谐度和饱和度的色彩特质去展现作品的质感和审

美特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人们的视觉注意力，进

而对人们的心理形成暗示，从而将作品的主题进行有

效地展示和烘托，使设计更成功且个性[1]。总的来看，

色彩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有着以下重要作用。 

1.1  传递信息 

视觉传达设计的根本目的是向大众传递特定信

息，其注重对视觉元素的应用同样源于此。色彩元素

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中，能够将视觉传达作品更好地

呈现出来，使信息更快更准地被大众发现和接受，从

而为视觉传达作品的有效传播打下基础[2]。另外，在

具体的色彩应用上，设计师可以结合实际需求和受众

喜好，对色彩元素进行灵活应用，在保证方向正确的

前提下，将信息更好地展示出来，让作品更具视觉冲

击力[3]。 

1.2  呈现效果 

视觉传达作品对色彩的合理应用能够呈现艺术

创作美感，更好地为受众传达更全面、更舒适的视觉

效果[4]。以广告设计为例，设计师可以借助色彩的搭

配与整体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个性化表达，实现更加理

想的艺术效果。 

1.3  展示文化 

色彩元素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特点，即存在一定的

地域性。由于民族、地域的不同以及人们生活状态和

文化背景的差异，色彩在不同人的眼中有着不同的寓

意。也就是说，色彩具备一定的文化展示功能，甚至

是一种对地域文化的展示载体，因此，在视觉传达设

计中，设计师如果应用得当，色彩不仅可以从形式上

丰富作品，而且可以从更深层面实现文化的展示，从

而深化作品的内蕴。 

2  色彩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路径 

视觉传达领域的诸多设计门类对色彩元素都有

着极大的应用。可以说，离开了色彩元素的支持，视

觉传达设计将变得暗淡无光[5]。当然，在色彩的应用

上，设计师一直在不断地尝试与探索，从包装设计到

广告设计，从展示设计到网页设计，越来越多的设计

形式开始了创新实践，促成了视觉传达作品效果的升

华。下面主要选取色彩在包装设计和展览陈列设计中

的创新应用进行分析。 

2.1  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包装设计对色彩的应用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尤其

在当前这个市场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商品包装的

形式更加丰富，其对色彩的应用也更加多元[6]。随着

各种新式的色彩应用作品的出现，包装设计的艺术效

果也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2.1.1  商业性更加凸显 

在当前这个商品文化日益丰富的时代背景下，商

品包装设计对色彩的应用更加多样，希望借助色彩的

视觉吸引力来抓住消费者的视觉，以独特的视觉审美

形象开拓更大的市场 [7]。以最具中国特色的红色为

例，该色彩在中国人心中有着独特的情感意义，其喜

庆、欢腾、积极向上的寓意也一直广为流传。王老吉

系列的饮料包装设计就从这一视角出发，将整体的罐

身全部采用红色为主色，再简单配以黑色的细节装

饰，既抓人眼球，又有着深刻寓意，还能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人们的食欲，因此广受认可和欢迎。 

2.1.2  时尚性成为趋势 

色彩元素的独特特点决定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包

装上的不同应用有着不同的艺术效果。从这一点出

发，设计师在对包装进行设计时逐渐开始将时尚流行

的色彩作为重要参考，借此传播商品的文化讯息，并

努力寻求一种个性化的色彩风格路径[8]。比如，在保

证包装对商品基本风格尊重的前提下，更加灵活地进

行色彩搭配，同时结合包装的材质、形状等要素进行

整体考量和创新，最终以特有的包装设计方式来表现

商品，使包装成为了商品的外在信息，具备更好的效

果，刺激大众消费。 

2.2  色彩在展览陈列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展览陈列设计中的色彩应用有着多样化的选择

方式。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展览陈列设计并不局限于某

一种色彩，而是选择主色和副色进行合理搭配，其依

据主要是展览内容的不同，可以是同色系、邻近色系，

还可以是对比色系，强调的是不同色彩搭配带来的不

同视觉体验[9]。 

2.2.1  彩色系设计 

色彩与展览内容的贴合度是展览陈列设计必须

重点考虑的内容，所有的色彩选择必须能够表达展览

的主题、营造良好的氛围、呈现和谐的关系。大多数

情况下，各种展览陈列设计会选择某一种色彩来作为

主色调，再配合其他色彩形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

存在对比又相互均衡的一种艺术氛围。比如，橙色代

表开朗与活力，能够让人感受到阳光般的温暖，因此

在创意类的展览中经常将橙色作为主色调。另外，在

文化博览会上，橙色也是重要的色彩选择方向。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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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色调的展览陈列设计同样很多。与橙色不同的

是，红色作为主色调多为了表现自信、大气和喜悦之

情，让整个展厅有一种大气与奔放之感[10]。 

2.2.2  无彩色系设计 

虽然在展览陈列设计中不常用单一的色彩，但无

彩色系的黑、白、灰三色的创新应用同样可以取得不

亚于彩色系设计的艺术效果，能够给人带来震撼。黑

色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有一种严肃、神秘、压抑和冷静

的情感特征，常给人以未知的恐惧感；灰色的不同色

调也有着不同的情感表现，比如浅灰和中灰的宁静、

睿智，深灰的稳重和沉着；白色代表洁净、纯洁，但

若过多使用便会造成一种疏离和敬畏感。这三种色彩

的搭配使用构成了无彩色系设计，多被应用于摄影、

架上绘画艺术门类的陈列设计，如此反而可以将展品

的精彩内容和情感更好地呈现出来，并让整个展厅拥

有高雅、智慧的艺术氛围。 

总的来说，展览陈列设计的色彩选择应以展示的

内容和主题为依据，以整体展厅所呈现的艺术效果为

中心，将主色与副色进行完美搭配，突出主次、对比、

均衡与节奏感，从而在恰当表现展览内容的同时营造

适宜的艺术氛围，最大化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促使

观众更加关注展览内容，达到理想的视觉指引效果。 

3  色彩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创新发展

方向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已经被视觉传达设

计渗透，无论是包装、标志、网页还是展示，都有了

更加丰富的表达[11]。色彩元素作为重要的视觉元素，

其更是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视觉传达作品中，为视觉

传达设计领域带来了更丰富的尝试方向。 

3.1  聚焦视觉中心 

人们在面对某种图像信息时往往会着力寻找那

些符合自身思维并对其产生兴趣的内容而忽略其他

内容，这就是视觉认知的一般过程。当这一过程完成

后，人们才会进行下一阶段的认知[12]。结合这一规律，

在色彩的创新应用上，视觉传达设计师应坚持视觉中

心的原则，让色彩元素紧紧抓住大众的注意力，促使

大众对其产生认知兴趣，以此引发更深入的感受和认

知过程。 

3.2  合理控制比例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

观感的优劣，只有使其获得了内心的愉悦，事物才

能凭借人们内心的愉悦感而引入其脑海。这体现在

视觉传达设计色彩元素应用上就是合理控制比例，

以更加合理的尺度去展现一种和谐美，再借助这种

情绪去影响人的认知，从而使其产生更高层面的情

绪反应[13-14]。 

3.3  协调整体与局部 

人们的视觉思维往往对事物形成的是一种整体

印象。这就对视觉传达设计的色彩应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必须从整体上着眼，从局部上协调，使色彩应

用表现出一种艺术张力，对各种视觉要素进行整合与

强化，形成全方位的艺术呈现，如此才能以更加协调、

合理的姿态收获理想的视觉传达效果。 

4  结语 

视觉传达设计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逐渐走入了现实生活。色彩元素起到了很

好的引导作用，其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与对象形成了一

种内在联系，给受众带来了第一视觉感，而受众也从

其中获得了更多信息和多样化的视觉体验，使信息得

到了更好、更全面的传达。从这一层面看，色彩元素

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不仅可

以传递信息、呈现效果，还能更好地诠释文化。尤其

是随着包装设计、展览陈列设计、广告设计等领域对

色彩进行的重新审视，设计师已经开始了更加多元化

的创新应用，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在未来的发

展中，人们必须从更高层面对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色彩

元素进行分析与探索，聚焦视觉中心、合理控制比例、

协调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真正实现色彩元素对视觉

传达设计的支撑作用，收获更加理想的艺术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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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提高老人的社交质量之目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

的研究是围绕养老场所情境展开的，参与者为场域相

关老人，而其他类型人群（如独居老人、居家老人）

由于实际采样的困难性，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因此以

上结论是初步性的，后续者可以以此为基础，针对更

广泛老人人群和场所展开进一步验证，并扩充现有理

论，以应用于道具设计辅助老人集体经验表达和更细

腻的个人情感揭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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