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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图形的设计与信息传播特性解析 

周年国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摘要：目的 探讨动态图形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要点及信息传播特性，以期寻求动态图形设计及其信

息传播的多元综合方式。方法 依据传播学和心理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从动态

图形的元素构成、运动设计及镜头语言等几个方面，对动态图形的信息传播特性及相关的设计要点进行

分析和探究。结论 动态图形设计是图形设计和影视动画创作的综合，其创作及信息传播具有图形设计

与影视动画设计的双重特征，作为一种独特的信息传播方式，动态图形设计综合了图形设计与影视动态

设计的信息传播优势，有效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果，增强了受众的信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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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sign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of Motion Graphic 

ZHOU Nian-gu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the basic concepts, design points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y-

namic graphic design, so as to seek a dynamic and comprehensive way of graphic design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y, combined with a typical case, from the dynamic 

graphic elements, motion design and lens language, it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graphics and related design points. Motion graphic design is a synthesis of graphic design, animation design and 

film design. Its creation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ave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graphic design and film and tele-

vision animation design. As a unique wa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dynamic graphic design combines the ad-

vantage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graphic design and video dynamic design,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effect of in-

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enhances the information experience of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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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新媒体技术及社会信息传播需求的快

速发展，作为一种独特的信息传播方式，动态图形在

电影片头、电视节目频道包装、广告设计、界面设计、

信息的动态展示、动态 Logo、音乐 MV、动态海报

乃至舞台背景、互动装置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动态图形是指应用动画及影视的创作方法与手段，以

视听综合的方式，对文字、图形、图像、色彩等图形

元素作动态演绎，以达到信息传播、形象塑造与情感

表达的目的。动态图形设计是图形设计和影视动画设

计的综合：一方面，作为一种动态设计，不同于以叙

事为主的传统影视动画作品，动态图形设计以信息传

播与形象塑造为主，遵循图形设计的基本语言与设计

原则，在元素构成及画面布局等方面体现了强烈的图

形设计的特点[1]；另一方面，因为是图形的动态演绎，

所以不同于传统的静态图形设计，动态图形设计又呈

现出运动变化及情境化传播的影视动画创作特征。动

态图形的这种综合性使其在设计与信息传播上，具有

了图形设计和影视动画创作的双重特性，其多元综合

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可以充分激发受众的视听感知

力，更可多角度地获取信息，从而可以有效提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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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效果，增强受众的信息体验。下面就从元素构

成、运动设计及镜头语言等几个方面，对动态图形的

设计及信息传播特性进行分析与探究。  

1  多媒体综合：动态图形的元素构成与信

息传播 

元素、素材是动态图形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的信息
载体。与传统静态图形不同，动态图形在以文字、图
形、图像、色彩等为主的同时还综合了视频、2D 及
3D 动画、声音等多媒体元素，在信息传播上，不仅
继承了传统图形创意设计的优势，更具有了静态图形
所不具备的多媒体传播的综合性，这种综合性不只体
现在视觉与听觉、2D 与 3D 的综合，更有具象与抽象、
感性与理性、虚拟与真实的交融，从而可以实现人们
对信息多角度、全方位的感受和认知，有效提升信息
传播的效果。 

1.1  文字的形意传达 

文字是 为基本的信息传播媒介，也是动态图形

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元素。文字可以对信息进行准确的

表达，较少产生歧义，尤其是在复杂信息及抽象信息

的表达方面具有其他媒介难以替代的作用。文字在动

态图形设计中一般用于标题、字幕及说明等，既重理

性的“意”的表达，又重感性的“形”的设计，正是文字，

打牢了动态图形信息传达的基础。 

1.2  图形的情理交融 

图形是动态图形设计的主角。图形具有明确的轮

廓形状和色彩，是人们对客观现实世界中各种具体形

象归纳的结果。图形简洁明了，具有极强的概括力，

可以表现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类”事物，还可以上升到

文化符号的层面，具有强大的信息表达和情绪心理表

征性。动态图形设计中，图形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

是抽象的，可以是规整的几何形，也可以是自由的随

机形。相对于图像的具体性，图形更为简洁、理性，

具有良好的感知性、识别性和广泛的代表性，与文字

相比，图形则更为形象、直观，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

见。1955 年动态图形设计大师索尔·巴斯为电影《金

臂人》所设计的片头[2]，见图 1，完全抽象的纵横线

条配合着个性鲜明的背景音乐而移动、聚散、交叠、

变形，在引导文字信息出现的同时，也引导着观众的

情绪进入到影片的氛围之中。

 

图 1 《金臂人》电影片头设计 
Fig.1 Film titles design of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 

1.3  图像的真实呈现 

图像即为静态的影像。相对于图形而言，图像具

有更丰富的颜色层次和更多的细节，在表现真实感方

面具有无可替代性，是信息视觉传达的重要媒介类

型。在动态图形设计中巧妙地使用图像可以使人有

“百闻不如一见”之感，可以极大地增强信息的真实性

和画面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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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色彩的情感传递 

色彩及光影的应用对动态图形设计的成功与否

十分关键。“远看色，近看花”，与图形相比，色彩具

有极强的识别性，不仅可以传递信息，在营造气氛、

形象塑造及情感表达上更是直接而强烈。 

1.5  视频的动态表达 

视频是指实拍的动态影像，相对于静态的图像，

视频内容更为生动、活泼。视频影像的使用同样可以

提高动态图形设计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同时也更为方

便与时间相连的过程性信息的表达。在电影片头的设

计中，动态图形常常是基于影片的影像内容而进行的。 

1.6  声音的情趣传播 

声音是动态图形设计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无

论是用于渲染气氛的背景音乐，还是画龙点睛、激发

观者兴趣的各种音效，亦或是生动有趣的解说，都可

以极大地提升动态图形设计作品的信息传播与气氛

营造能力。在以音乐为主的动态图形设计作品中，音

乐则成为了主体，为作品的情绪表达及图形元素的运

动变化过程提供了参照，指明了方向，起到了作品“编

剧”的作用[3]。iPod nano7 电视广告设计见图 2，图像

元素随音乐节奏而动，韵律十足，新颖独特。 

 

图 2  iPod nano7 电视广告设计 
Fig.2 TV commercial design for iPod nano7 

2  动态演绎：动态图形的运动设计与信息

传播 

动态图形是“一种随时间流动而改变形态的图

形”[4]，其元素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运动与变化的，运

动是动态图形与静态图形 大的区别所在。与传统影

视动画中以叙事为目的的角色运动相比，动态图形设

计中元素的运动显得更为抽象与主观，更为强调运动

的节奏、韵律及“信息传达”、“气氛营造”的功能性，

强调在图形元素的动态演绎中实现作品的创意表达。

正是运动赋予了图形元素以生命的活力，不仅提升了

图形表达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同时也改变了信息传达

和接受的方式，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果。 

2.1  运动的方式与信息表达 

运动意味着变化，在动态图形设计中，元素运动

变化的方式多种多样，具体可表现为元素的出现与消

失、位置的移动、方向的改变、形状及大小的变化、

色彩与光影的转变及元素的聚散离合等。运动变化不

仅可以丰富元素的表达方式，同时也可以作为信息编

码的方式，利用运动变化实现静态图形难以表达的创

意信息。由“复兴路上”所创作的杭州 G20 峰会动态海

报设计，见图 3，利用元素的聚散离合表达了“聚沙

成塔”、“团结就是力量”的主题，形象生动，易于理

解和接受。对于过程性信息而言，运动更是不可或缺，

如在交互设计中对交互过程的实时动态反馈，可以有

效地提升用户体验。 

 

图 3  杭州 G20 峰会动态海报设计 
Fig.3 Dynamic poster design for the G20 summit in Hang-

zhou 

2.2  运动的过程与视觉引导 

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所

指出的那样，人们的视觉注意力会被运动的物体所强

烈吸引，并且会跟随运动的物体而移动[5]，因此，图

形在 2D 与 3D 空间中的动态演绎不仅可以提高信息

表达的趣味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动态设计，可以

有效地引导受众的视线，建立起符合信息逻辑结构及

人们认知习惯的视觉流程和信息认知秩序，在元素的

运动变化中展示信息，揭示信息间的关系和逻辑，推

动创意表达，这是使用静态图形进行信息传达所难以

达到的。 

2.3  运动的速度与节奏表现 

速度是指运动变化的快慢。速度的快慢及其变化

使运动具有了不同的风格，能够传递丰富的感受、情

绪及信息。譬如，快速运动能够传递欢快、喜庆的情

绪，反之速度很慢的运动则显得停滞，往往给人以哀

伤、压抑之感。再譬如，匀速运动的元素显得机械、

僵硬，缺乏表现力，而变速运动则使得元素的运动具

有了不同的力度和节奏，也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和

更为强大的艺术表现力[6]。 



150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11 月 

 

运动的节奏是指运动的快慢、强弱、断续等的交

替变化所形成的综合感受。节奏是生命活力的外在体

现，节奏使运动强弱分明，快慢有序，赋予了运动的

元素以生命。运动速度的变化是产生运动节奏感的重

要原因。例如，渐快或渐慢的节奏给人的感觉较为柔

和，给人一种自然流畅之感，反之，突然性的速度变

化造成的节奏感则相当强烈，充满了戏剧性和趣味性，

所造成的节奏感会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力。

节奏感的塑造是动态图形运动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 

2.4  运动变化与信息的“可读” 

信息的“可读性”是信息有效传达的前提与基础。

相对于传统的静态图形而言，动态图形中，由于元素

都处于运动变化中，信息的“可读性”就显得更为重要。

运动与信息“可读性”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元素

的运动速度应该保证观众能够跟上运动的变化过程，

使他们能“看清”并“看懂”运动所要传递的含义，否则

任何运动设计都毫无意义。适当的停顿、放慢及设置

预备动作，可以显著增加信息的“可读性”，这一点对

于文字元素的运动显得尤为关键，因此，动态图形不

只要动，而要动静结合。另一方面，为避免一次展现

过多的信息，对于大段的信息可以通过合适的运动设

计依次加以展现，从而提高信息的“可读性”。 

3  镜头语言：动态图形的整体设计与信息

传播 

镜头语言是影视动画独特的表现方式。在传统影

视的拍摄中，镜头是指摄像机连续拍摄的内容片段，

是影视动画作品 基本的组成单元。动态图形设计与

影视动画都属于视听设计的范畴，虽然并不是所有的

动态图形设计作品都会应用到复杂的镜头语言，但是

了解基本的镜头知识对于动态图形设计至关重要。 

3.1  镜头语言与信息传达 

镜头语言的基本内容包括镜头的景别、镜头的角

度、运动镜头及镜头的组接等[7]。不同的镜头角度给

了人们不同的观看事物的角度，不同的景别指定了人

们所观看的内容及范围，运动镜头设定了人们观看事

物的流程，丰富了动态图形的空间感。合理地利用镜

头可以在不同的信息间进行合理的迁移和转换，有效

地设定动态图形的视觉流程和信息流程。譬如，利用

推拉运动镜头可以建立整体与局部间的关系，有利于

聚焦局部重点的信息，同时可以在局部重点和全局整

体之间进行有效切换，便于加深对于信息的理解和信

息间关系的把握。在 Flash 动画短片《奇怪的日本》

中，见图 4，通过推拉镜头建立了日本列岛与世界地

理之间的关系。 

3.2  镜头语言与整体设计 

在动态图形设计中，镜头的运用关系到影片的整

体组织，关系到每一个具体画面的构成及画面间自然

流畅的衔接与转换[8]。与影视动画制作类似，动态图

形的整体设计与规划是通过画面分镜头脚本的绘制

来进行的。画面分镜头脚本是依据镜头语言的原理将

整个作品的创意内容转化为一系列的镜头，根据镜头

设置画面、配置声音。通过画面分镜头脚本的绘制，

可以对动态图形的风格、动态设计、画面元素等进行

充分地试验和分析，进而完善作品的整体构思和创意

表达，提高信息传播效果和艺术吸引力。 

 
图 4  Flash 动画短片：《奇怪的日本》 

Fig.4 Flash animation: "Japan-the Strange Country" 

4  结语 

动态图形设计融合了图形设计、动画设计与电影

设计的语言与方法，是传统静态图形设计的扩展与延

伸，图形设计由静态转向了动态，同时，也可以说，

影视创作中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图形设计的语言[9]。 

动态图形是静态图形多维化的产物[10]，其表现形

式综合多元，传达过程形象直观、生动有趣，作为一

种独特的信息传播方式，动态图形设计综合了图形设

计与影视动态设计的信息传播优势，图形创意与信息

展示的动态化有效地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果，增强了

受众的信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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