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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艺术设计中动态图形信息的传达特性和传达方式。方法 以设计学、心理学、广告

学、传播学为理论基础，采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归纳总结法对动态图形信息

传达的理论层面、技术层面及案例层面展开分析。结论 相对于静态图形信息传达而言，动态图形

信息的传达更具时效性，其传达过程的视觉感知能够帮助受众快速提高评估外部刺激的能力，从而

提升了信息传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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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ynamic Graph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in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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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explores the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graphical information in art design. 

Combined with design, psychology, advertising and communication, on  the use of literature, cas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y, summarized method, it analyzes dynamic graph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technical 

level and case-level. Compared with static graphics, dynamic graph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more timely, and its 

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process will help us rapid absorption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assess the external stimulus, the-

reby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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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化的生

活方式将人类引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各样

基于高效率信息传达的设计理念层出不穷，动态图

形就是其中之一。动态图形能够将以往在传统视觉

传达领域难以表现的事物通过连续的、逐帧的、具

有逻辑的图像信息表达出来，实现了对抽象信息的

再设计，有效提升了设计作品的传播效率，被广泛

应用于网页设计、界面设计、广告设计、互动技术

开发等行业。笔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动态图形

的信息传达特性展开分析，试图明确动态图形对受

众的心理作用方式，并探讨其表现形式，力求提升

广大设计师对动态图形使用的认知以及拓展艺术

设计动态语言的表现维度。 

1  何为动态图形 

动态图形，英文释义为“motion graphics”，广

义上指伴随时间流动而发生形态改变的图形，简单

来讲就是会动的图形。从设计学角度解释，动态图

形可以理解为介于平面设计与动画片之间的产物，



212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9 月 

 

其在技术上需借助动画制作手段，而在视觉表现上

则使用的是平面设计的规则，因此，还可将其理解

为站在平面设计基础上制作的、一段以动态影像为

基础的视觉符号[1]。在传统理念中，动态图形属于影

像艺术的范畴，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动态图形

融入了更多平面设计、动画设计以及电影艺术的语

言，形式更具包容性，风格也更为混搭，应用领域

逐渐拓展到频道包装、电影电视片头、移动客户端

界面、商业广告、MV、现场舞台屏幕、互动装置等。 

2  动态图形的信息传达特性 

2.1  动态图形信息传达的视觉认知特性 

动态图形能够借助时间线将文字、图像、声音

等多种元素整合在一起传达，受众则通过视觉按照

作品提供的前后时间顺序对所传达的信息进行接

收，在这一过程中，动态图形信息传达就具有了速

度与延时的视觉认知特性。 

2.1.1  速度 

与传统图片不同，动态图形有其自身的运动速

度。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受众会首先注意到图形

的运动现象，并且对其保持持续性关注，从中选取

有效信息进行接受与记忆。这一过程中，受众感知

具有运动速度的视觉被称为运动视觉，科学研究表

明运动视觉能够高频率、不间断地获取信息，而运

动视觉没有被激发前，即眼球保持不动的状态下，

受众先前获取的图像将很快在记忆中消失。动态图

形能够凭借其运动速度引导受众运动视觉的审视

轨迹，使他们按照设计师的既定路线跟踪图形，花

费更多的时间停留在图形的关键信息上[2]。 

2.1.2  延时 

动态图形信息传达的是时间与速度的叠加，我

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视觉关注过程。既

然是包含时间概念的过程，那么延时就是不可避免

的。在静态图形的信息传达过程中，图形信息永远

停留在同一时点上，我们可将其看作静止不动的状

态或是动态图形传达中的定格、静帧画面。这种静

止性使得受众在一瞬间就能将图形信息保存下来，

而在动态图形中，受众需要根据图形的变化发展存

储之前的信息，并随时准备调用之前的信息以理解

下一帧的信息，这一过程是一个完整的记忆思维过

程，同时也是一个延时理解记忆过程[3]。当信息以长

期延时的方式传达时，人们就会为整套信息建立一

个强大的处理系统，以备随时复制、还原其中的内

容，也就是说长期延时信息更易被长久储存和调用。 

2.2  动态图形信息传达的思维认知特性 

2.2.1  心理感知特性 

当人类视觉受到强烈刺激时，大脑会将画面进行

保留，但这种时点性的、不连贯的记忆通常是暂时的，

也就是说，记忆的储存时间较短，一旦新的视觉刺激

形成，之前的记忆就会被过滤，甚至被遗忘。而动态

图形具有速度与延时性，其能够延长画面对视觉的刺

激时间，提高静帧的信息传达能力，使人们对刺激的

感觉更加敏锐。这种非同于以往的感官刺激能够将动

态图形的刺激同其他视觉符号的刺激区分开来，进而

对人们的心理感知产生反复刺激。 

2.2.2  思维有序性 

日本设计师青木克宪在其建立的“个人有序化

思维方法”中谈到“如果信息传播的顺序出现混乱，

那么大部分观者就会自行‘终止’信息接受”。动态图

形作为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视觉符号在传达过程

中能够按照一定的预设流程展开变化，受众只需要

按照逻辑思维将这些动态图形中所包含的图形、文

字、声音等元素组织起来即可[4]。这种有序的传递

过程，激发了受众的有序思维，直接影响了受众对

信息的理解与获取。 

2.2.3  思维集中性 

在观看传统平面设计作品时，静态的视觉语言

可以允许受众无限制观看下去，而对于动态图形而

言，其每一个时点都会出现不同的画面，受众需要

在单一时间线内接收到图形所传达的信息，这就决

定了动态图形所传递的信息是有限而集中的。这种

信息传达的集中性有助于观者迅速抓住图形信息，

减少观看时的信息遗漏，保持思维上的相对集中，

提升心理认知层面的思维活跃度[5]。 

2.3  动态图形信息传达的技术复杂性 

丰富的执行方式与多元的数字技术是实现动

态图形传达的重要保障，动态图形技术上的复杂性

尤其体现在现代数字技术的运用上。目前绝大部分

动态图形都是借助图形软件设计完成的，这些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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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过程中需要非常精密的公式语言与编程逻

辑，方能确保图形处理的快捷、高效、精准。目前，

常 用 的 能 够 实 现 动 态 图 形 处 理 的 软 件 主 要 有

Adobe Creative Suite 6 、 图 形 处 理 软 件 Adobe 

Photoshop、音频编辑软件 Adobe Audition4、视频

特效编辑软件 Adobe After Effects6、视频剪辑软件

Adobe Premiere Pro7 等[6]。 

3  视觉感受中动态图形信息传达的表现形式 

3.1  动态图形与图像信息的传达 

图像信息是动态图形的核心构成要素，好比文

字之于语言，它与动态图形的结合是一种最常见、

最基本的传达方式。在不涉及运动的情况之下，图

像本身可以独立传达信息，但受静止状态的限制，

其传播的信息是有限的。与动态图形的结合则瞬间

提高了图像信息的传递速度，由运动带来的视觉认

知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7]。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宣传

片见图 1，该作品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动态图像以

及静态图像之间的运动关系。静态图像通过特定手

法被后置，以时间轴以及背景的形式出现，并配合

前景中的动态图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对观者

的视觉感知力形成了强烈的刺激。 

 

图 1  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宣传片(静帧截图)网络资料 

Fig.1 “Sundance film festval”videos 

3.2  动态图形与文字信息的叙事 

首先，“静”的状态。在静态的平面设计中，文

字能以多种形式出现，既可以是中规中矩的，又可

以是重叠、模糊、变形之后的；文字的编排可以采

用规范化的处理模式，亦可以采用非规则化的处理

模式，但无论是哪种编排、形式的字体，观者都有

足够的时间进行辨别[8]。如图 2 的平面作品，不管

其中的文字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出现，通过辨识我

们都能够准确地领悟到作品所传递的信息“nothing 

can stop good idea”。其次，“动”的状态。动态图形

和文字信息的结合与时间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文字在整个时间线中的存在时间是极为有限的，观

者可能还未辨识清楚文字信息就消失了，所以动态

图形中的文字不可过于复杂，要保持一种相对静止、

简单的状态，这样文字才可以在动态的叙事方式中

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 

 

图 2  创意广告 

Fig.2 Creative advertising 
 

不同目的的信息传达，文字的运动特性以及视

觉识别性也就不相同。动态图形信息中的文字传达

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为语言文字的传达，即主要

依靠对文字信息的分辨来传达信息；另一种为非语

言文字的传达，即不依赖对文字的精准分辨来传达

信息，而是借助三维图形或是虚渺、闪现的文字来

传达信息[9]。例如，美国电视媒体《NBC 品牌》影

视包装作品如图 3 所示，它需要向观者传达的是更

新换代之后的 NBC 电视栏目，所以设计师尽可能

地在宣传画面中加入醒目的文字信息，以实现文字

的叙事目的，吸引观者的注意力，从而提高信息传

达的准确性。 

 

图 3  美国电视媒体《NBC 品牌》影视包装作品 

Fig.3 US television media "NBC brand" packaging film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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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动态图形与声音信息的表现 

严格来讲，声音并不属于平面图形的信息传达

范畴，但近年来，将声音应用于动态图形设计中的

案例越来越多，声音已成为提升图形信息传达质量

必不可少的元素。通常，动态图形中的声音表现形

式主要分为音乐、音效、语音三种。其中，音乐又

包含有源音乐和配乐，有源音乐指贯穿整个动态图

形时间线的音乐，配乐则是根据时间线长短与动态

图形叙事逻辑进行匹配的音乐；音效即水声、风声、

人或动物声、环境音等自然或人工音效；语音为旁

白或解说声音[10]。新媒体《The Voice》的广告案

例见图 4，设计师将电子风格音乐配合人声音效贯

穿于整个动态图形的时间轴，单看粉红色系的画面，

受众并没有什么明显感受，但加上炫酷的电音和说

唱就会从整体上给人一种潮流、迷幻的感觉，非常

契合“The Voice”的品牌主题。 

 

图 4  《The Voice》的广告 

Fig.4 "The Voice" advertising 

4  结语 

总之，动态图形能够将繁琐、无趣的信息转化

为简单的可视化语言，能帮助受众过滤掉无用信息，

快速捕捉到有效信息资源，这符合当代信息社会高

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实现了信息传递“精、准、快”

目标。此外，随着艺术图像和视觉文化研究的深入

发展，动态图形将会以更加新颖的形式出现在受众

面前，同时也会促使艺术设计师创作出更多、更优

秀、更由创造性的作品。笔者仅针对艺术设计中动

态图形的信息传递进行了基本的分析研究，有一些

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和全面详实的研究，

仍需要广大学者的进一步梳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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