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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图形图像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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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平面设计中的图形图像语言在新媒体语境下从传统静止状态到动态图形的转变。方法 

通过分析图形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讨论转变的时代性是平面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照动态图形的概

念，以动态标志、动态海报和品牌 APP 等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动态图形的在平面设计运用中的特点。

结论 新媒体语境下，平面设计中图形语言的表现方式发生了由“静”到“动”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

化标志着传统平面设计进入了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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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Graphic and Image Language in Graphic Design under the New  

Media Industry 

CHEN Qiu-yi, YUAN Ping, WANG Chang-we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graphic and image language from traditional stationary state to dynamic 

graphics in graphic design. By analyzing the image's change from stationary state to dynamic graphics, it discusses that the 

change of the era is the trend of the graphic design development. It draws a conclusion the features of the use of dynamic 

graphics in graphic design, by comparing the concept of dynamic graphics and studying dynamic logo, dynamic poster and 

named APP.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new media, the way of presenting image language in graphic design changes from 

"stationary" to "movement" and the change marks that the traditional graphic design has gone into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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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图”，是图形或者图像的动态呈现方式，作为

一种新的设计语言，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移动互联网

的视觉设计中。动态图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种

是以 GIF 格式为主的动图，不包含声音的部分，如

QQ 聊天里面经常使用的动态表情；另一种是 Motion 

Grahpic，即动态图形，通过视频或者动画技术创建

运动幻想的外观图形，通常和音频一起应用在多媒

体项目中，通过电子媒体技术设备或人工交互技术

来实现。动图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产物，符合信息

化时代集中、高速、片段化的特点，也符合当代快

餐式的阅读习惯。本文主要研究以 GIF 格式为主的

动图。 

1  背景 

纵观媒体的发展，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 4 个阶

段：（1）纸质媒体，主要为报刊、杂志、书籍；（2）

以电视媒体为主的广播、电视，能够比纸质媒体更快

更丰富地传递信息；（3）网络媒体；（4）自媒体，以

智能手机为主的自媒体已经广泛的被大众使用，已经

给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冲击。 

1.1  信息时代的改变 

随着移动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

的新媒体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互联网及数字媒



30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4 月 

体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传统纸质媒体无

一例外，都面临着发行量减少、传播力和影响力下

降的问题。以报纸为例，由于时效性差，受众的关

注度大幅度降低。关注度的降低，直接造成广告业

务的不断萎缩，导致传统纸质媒体逐步陷入一种恶

性循环之中。 

随着互联网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和模式的

快速发展，互联网媒体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媒体资源，

并且具备传统媒体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和特点。特别是

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结合，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智能手机作为现代通讯工具，他的用途早已

经不仅限于打电话和发短信，已经深入到大众生活的

方方面面。现在人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智

能手机来完成。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

化浪潮正在逐步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终还将改

变商业、工业以及整个经济[2]。 

1.2  促进阅读者的转变 

当屏幕成为主要阅读工具的时候，就决定了阅读

者的注意力和持续性会不同程度地降低。特别是使用

手机阅读的时候，大多是浏览状态，那种深层次的长

时间的阅读越来越少的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浅阅

读”。这是符合当今快餐文化时代背景的，也是符合

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高速运转节奏的。阅读者对长篇大

论的文字已经显得不耐烦，甚至是有点排斥的态度。

这时候阅读者对图片的阅读需求就大大增强了。 

图片和图像确实具备比文字更快更有趣的传递

信息能功能。而且随着信息量的大爆发，有时静态的

图片已经不能满足阅读者的需求，人们需要在单位时

间内获取更多更感丰富的资讯。这个时候“动图”的出

现就正好契合了阅读者的需求，所以动图越来越多的

被运用到自媒体的传播中。 

1.3  体现宣传者的意图 

从宣传者或者企业的角度来说，当他们通过移动

互联网推销自己的品牌或者产品时，需要第一时间吸

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所以他们会选择使用一些热词汇

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作标题，目的在于引起阅读者的好

奇心。然而，在这种快餐式、片段式阅读的习惯下，

有限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品牌信息准确高效地传达给

读者，图片的优势就非常突出，特别是动态图片更是

能在几秒钟内清楚准确地传递信息。 

2  动态图片与静态图片的比较 

2.1  动态图片的特点及优势 

GIF 动图自开发以来，由于版权的问题在应用的

过程当中，一度逐渐失去了优势，甚至被其他格式所

代替。但是，由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不断增强，以

GIF 格式动图为主的形式，配以更为流畅的视觉变化

与高精致质感的画面，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在智能手机

APP 里面，其特点和优势日渐明显，已经成为了设计

师要呈现 APP 软件或 UI/UX 界面时的不二选择。 

2.1.1  吸引视觉注意力 

艺术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

中提到：运动，是 容易引起视觉强烈注意的现象。

动态图片恰好符合了这一特点，如果一张静态的图片

和动态的图片同时出现在一个页面中的时候，动态图

片肯定 先吸引注意力，抓住观众的视线。所以，动

态图片能增加视觉新鲜感和吸引力，更加符合人们的

视觉敏感度。 

2.1.2  增强适应性 

GIF 格式的适应性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压缩比高、文件很小、磁盘空间占用较少，能够在

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这种移动终端上被广泛使用；

另一方面 GIF 格式不属于任何应用程序，但目前市面

上几乎所有跟它相关的软件都支持它。所以这种图像

格式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2  动态与静态图片的比较 

2.2.1  发展基础不同 

人类传播的历史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

刷传播、电子传播等 4 个阶段。传统的静态图片只适

用于传统的媒体，多媒体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还未

出现时，静态图片的应用占绝对主导地位。现在由于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带宽逐渐强大，动态图形取

代了静态图片的主导地位。阅读的内容从传统的书

本，转变为电子书、电子杂志。对于智能手机这种新

媒体来说，静态图片的信息量已经达不到阅读者的需

求。所以动态图形的出现必须是建立在移动互联网技

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 

2.2.2  传播效果不同 

静态图片传达的信息蕴含在图片里，阅读者必

须仔细用心阅读图片才会领悟其中真谛。动态图片

以不断交替的图片出现，能够抓住阅读者的注意力，

能够反复强化图片的内容，使阅读者在 短的时间

内已经重复阅读十几张静止的图片。注意力和信息

量的差异是动态图片与静态图片在传播过程中 大

的差异。 

2.2.3  时间的维度不同 

静态图片和动态图片 本质的区别是时间的维

度不同[3]。动态图形设计在时间维度下有开始到结束

的过程，它重点表达的是一个时间段。例如一个新产

品演示，采用 GIF 格式的动图可以不断循环播放，直

到阅读者完全明白。现在很多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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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产品的商家，都会选择在链接里面使用多组 GIF

动图来演示产品，突出产品的卖点。总的来说静态图

片是动态图片的基础，动态图片是静态图片的连续表

现形式。两者既相互区别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3  动态图片为平面设计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带宽也完全能够

支持动态图形在智能手机终端的频繁使用，以 GIF

格式为主的动态图形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到平面设计

的领域当中。同时，平面图形动态表达的应用更加广

泛和深入，已不单单停留在视觉效果的层面上，而是

在更深的层面上和在设计流程的各个阶段改变着平

面图形的语言形式[4]。 

3.1  动态标志设计 

标志设计是传统平面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品牌形象设计中 核心的部分。互动性的标志，在

色彩、线条、纹理等方面产生多种变体，以此触发受

众的心理知觉、触觉等多方面感官，从而实现人与标

志的情感交流与互动[5]。随着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标志设计也逐渐从静止不动的状态，发展成多

维的甚至是动态的。 

2000 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的标志（见图 1）是一

个会呼吸的标志，他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需求改变结

构和颜色的波纹图形。在整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时，

呈现出不同的运动状态。由著名设计师组成的国际评

审组织评价这个标志的时候认为，标志是一个有机

的、相互关联的抽象图形，其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的

特点带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为标志设计的动态化

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3.2  动态海报设计 

动态海报是运用文字、图像、色彩、声音动态特

效等元素组合而成的一种海报形式，依托新媒体技术

和互联网技术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的视觉传达设计。互

联网强大的传播功能促进了信息传播和接收的速度，

并且促进了动态海报自身体系的完善，使动态海报能

够通过网络化的途径，以 快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

地，缩短了地域和时间的距离，是一种具有国际化的

网络传播推广方式。 

静态的海报是传统平面设计 常见的一种宣传

形式，但是在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静态的海报形式

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了，所以静态海报中的图

形、文字等元素，在新媒体的支撑下从静态变成了动

态。动态海报设计以 GIF 动画为基本原理，是一种图

像互换格式，它可以把一个文件中的多幅图片，连贯

的依次逐帧播放，可以构成 简单的动画。它的表现

力更加丰富，更富有娱乐性，也能更加全面快速的展

示。动态海报现在已经全面应用在手机和网络上，内

容涉及电影、电视等方面。2015 年推出的电影《港

囧》，即采用了 GIF 格式的动态海报（见图 2）在网

络中进行推广和宣传。引起了相当高的关注度， 后

《港囧》高票房应该也有动态海报的一部分功劳。 

3.3  数字杂志 

电子杂志（见图 3）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开始

出现，但是作为首先完成由静到动成功转型的媒体，

对研究新媒体语境下图形图像语言有很高的价值。传

统的纸质杂志，印刷精美，但是阅读形式单一、时效

性差，远远落后于阅读者的需求。电子杂志的出现正

好符合了当代的阅读习惯，丰富的内容结合视听感受

的视频、设计精美的杂志页面都带给阅读者前所未有

的视听盛宴。 

电子杂志的动图多是以 GIF 格式或者是 flash 格

式出现，多用在文字配图的使用上，动图的形式连续

反复播放，再配以文字进一步解释，阅读者就会对内

容非常了解，而且动图的反复播放也强化了阅读者的

印象，特别适合用在新产品的推广和介绍上。从阅读

顺序来说，传统杂志只能按照页码的顺序进行阅读，

但是电子杂志却是通过超链接的方式来阅读的。读者

点开自己感兴趣的链接，这个链接里面还会有后续内

容或者相关内容的链接，读者可以自己选择继续深入

阅读或者退出这个页面，切换到下一个内容。所以电

子杂志的阅读是一种非线性的，可以自由选择的阅读

顺序；一本电子杂志的信息量远远大于这本杂志本

身，传统杂志望尘莫及。 

 
图 1  2000 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标志 

Fig.1 Expo 2000 Hannover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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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影《港囧》倒计时发布海报 
Fig.2 "Lost in Hongkong" countdown poster 

 

图 3  电子杂志 
Fig.3 Electronic magazine 

3.4  品牌 APP 设计 

APP 是第三方应用程序，由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

联网的结合，越来越多的手机应用程序被开发出来，为

手机使用者提供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的需求。在

这种背景下，产品的品牌策划及推广也开始使用 APP

的形式。伴随着手机网民的快速增长，毫不夸张地说，

移动类应用成为了拉动网络经济增长的新引擎[6]。所

以品牌 APP 营销必将成为当下品牌传播和维护的主要

手段。APP 传统品牌营销 本质的区别是，品牌 APP

的使用直接引入了交互的概念。与传统广告的“主导受

众型”不同，交互广告是“受众主导型”，并且不同于传

统广告的单向传播，而是信息的互动传播[7]。 

3.4.1  树立品牌的形象 

品牌形象的树立，需要强有力的传播，才能扩大

品牌的影响力吸引特定的用户群[8]。品牌形象的视觉

识别，落脚点在视觉上，就是要把品牌的内在特点，

通过外化的视觉符号传递出来。让消费者能够并且愿

意看到，从而对品牌产生兴趣、甚至喜爱。一旦消费

者对该品牌产生了兴趣，就会主动去关注该品牌的信

息。这时候如果设计一款精美的品牌 APP，通过 APP

把品牌的内涵和特点在消费者面前慢慢展开，相信这

种 直接、 高效的传播手段一定会给消费者留下非

常深刻的印象，比如星巴克品牌的营销（见图 4）。 

 

图 4  星巴克品牌 APP 
Fig.4 Starbucks brand APP 

3.4.2  传递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 APP 的主要功能除了树立品牌形象，还可

以定期通过 APP 平台发布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可以

是图文并茂的精彩品牌故事，可以是 新的产品发

布，也可以是品牌促销活动等等。总之这些内容的推

送都要围绕品牌的文化内涵来展开。消费者在参与整

个品牌宣传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就会渗透到企业的

文化内涵中，有时候消费者在参加促销活动的时候常

常也会因为转发促销的信息而成为品牌的宣传者。就

交互设计而言，在新媒体展示过程中，观众既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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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对象，又是展示对象[9]。这一点在传统的品牌

营销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在消费者利用手机，参与品

牌 APP 的网上活动时，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3.4.3  强化品牌的特点 

品牌的特点是消费者对品牌进行识别的重要依

据，也是品牌自身区别于其他同类品牌的重要条件。

在众多的品牌 APP 中，如果能设计一款精美的，能

从情感上真正感动消费者的 APP，必定会在白热化的

商品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同时这也对 APP 设计

与开发团队提出了相当挑战的任务。如何为品牌 APP

进行设计，如何以丰富的内容、动静结合的形式来展

现品牌的特点。这样的品牌 APP 正逐步取代传统品

牌设计的 终表达，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善的、具有

很好的互动性的品牌 APP，并且企业也会围绕这个核

心的品牌 APP 不断发展和成长壮大。 

4  结语 

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网络带宽的

不断强大，为以智能手机为终端的平台提供了很好的

契机。在这种契机下各种适合移动互联网的应用软件

层出不穷。如何在这些眼花缭乱的软件中脱颖而出就

要靠设计的力量。在新媒体语境下，平面设计的表现

方式虽然发生了由“静”到“动”的革命性变化，但是设

计的根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还是需要设计师对设计

的基本元素进行一丝不苟地提炼和反复地推敲。同时

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也给设计师们提供了很好的舞台

和空间，让设计师可以在新的技术支持下不断学习进

步。但是由于网络速度的加快，各方面的节奏也都相

应提高了很多，设计的过程也缩短了很多，造成适应

新媒体的设计良莠不齐。如何在新的竞争中占取先

机，给当代的设计师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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