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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公益广告为研究对象，对传统公益广告的现状进行分析，挖掘 VR 技术理论在公益广告

中创作的可能，找出当下公益广告新的突破点。方法 梳理当前公益广告存在的问题，对体验式公益广

告的特征进行分析，从体验式广告的本质入手进行研究，找到体验式广告的传播规律以及受众的接受规

律。结论 深挖体验式广告的互动性及趣味性，通过案例分析，从显性层面提出体验式公益广告的策略

和方向，为当今社会公益广告的创作提供参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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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Urban Experiential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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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as study object and setting upon its on an analysis of current status of 

traditional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 is analyzed,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the VR technology theory in the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 is excavated and the new break-

through point of the present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 is found out. It makes a summary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and set about a study on 

the nature of experimental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to discover the communication rule of experimental public ser-

vice advertisements and acceptance rule of their audiences. By delving into interactivity and enjoyment of experimental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and case study, it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and direction for experimental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on an overt level and provides reliable references for the creation of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in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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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业性的广告相比，公益广告在城市传播的过

程中往往能产生一种主动情绪，有效性比商业性强。

目前商业类广告在制作水平上也有较强的优势，投入

也大于公益类广告，因此，公益类广告的传播效果与

商业类广告存在一定的差距[1]。同时，体验互动式广

告在市场上也开始得以运用，国内 VR 技术已经逐渐

向各行各业蔓延。只有借助商业类的创作手法和表现

形式，在公益广告的创作上利用当下盛行的 VR 技术，

使其从平面广告中脱离出来，上升成为一种行为体

验，这样才能让公益广告更加深入人心。 

1  体验设计的本质 

体验设计是有目的的为受众搭建的一个体验平

台，诱发受众体验某种观点并融入其中，最终目的是

要影响受众，促使受众在行为上发生改变。体验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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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众的参与融入设计中，以一种“引导模式”为导

向，把受众目光吸引到被设计的环节中，利用环境作

为设计背景，把设计的作品作为“道具”，力图使受众

在感受设计作品的过程中得到美好的体验。 

体验设计是当前出现的一种全新的设计观念，它

已成为设计理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性问题，并被广泛

应用于具体的设计实践活动中[2]。相对于其他设计观

念，体验设计在设计对象和对受众的认知方面都有巨

大的革新，并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体验设计强调感

官触觉，不仅在产品设计中需要体验设计的理论，在

公益广告中同样需要。VR 技术的出现就能有效地传

播这种体验感，为受众搭建一个体验平台，以一种沉

浸化、图像立体化的体验让受众沉浸在一种特定的环

境中，这种传播的内容比较有准确性，能极大幅度提

高受众的关注度，避开周边环境的干扰，同时可以满

足受众的窥视欲。 

2  体验式公益广告的特征 

2.1  感官体验的特征 

感官体验是指通过听觉、嗅觉、味觉、视觉以及

触觉使受众建立感官上的体验。这种体验方式比较直

接，可以在传递的过程中将某种感觉融入适当的感官

成分。感官体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某些要素来突

出感官的特征，例如加入某种场景或者某些背景特

效，让受众沉浸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由此引发受众

的兴趣，引导其身体某些感官触觉的反应。 

2.2  行为动作的特征  

公益广告引导受众主动参与其中，这是体验式公

益广告迈出的第一步。例如某节约用水的广告，见图

1。该广告是通过体验翻阅画册的方式来传播节约用

水的概念，画面通过翻阅的动作引导受众主动参与其

中，并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表现水在不同环境下的状

态，引发体验者对节约用水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幅作

品让受众产生了参与的动作，并准确地传递了节约用

水的信息，这是一种参与的力量，受众可以在参与的

过程中感悟潜在的信息。 

2.3  情感体验的特征  

视觉疲劳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体验和感受，能感

受到惊喜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但是作为设计师要明

白，设计师创作的设计作品首先要能打动自己，才能

感染他人[3]。体验式设计最高层次的特征就是“人物

合一”，意思是人与设计对象能达到合二为一的境界，

表现为受众对设计的一种认同感，包括自我认同、自

我展现、自我实现以及通过设计作品能找到自己的价

值，这是体验设计的最高境界。 

 
图 1  节约用水的广告 

Fig.1 Water saving advertising 

3  体验式公益广告的设计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建设愈发重要，

国家及各地方省、市精神文明办对公益广告的投入越

来越大，单一、枯燥、乏味的公益广告表现形式及内

容已经无法现在人们的审美需求，其不仅让城市环境

以及城市形象受到严重影响，更使得国家每年投入大

量的经费，因此，现代公益广告的设计策略要要注重

受众的设计体验，使受众接受信息的方式由被动变为

主动[4]。 

3.1  平面中的体验设计 

在城市公益广告中，最常见的表现媒介就是户

外平面广告，其中公交站、地铁广告牌的比例较大。

人们在等待公车和地铁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时间可

以投入平面广告的体验，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平面

公益广告的体验感是政府和相关设计部门值得研究

的内容[5]。例如某公交站上的心肺复苏公益广告，见

图 2。心肺复苏术是关于生命救助技能中相对简单却

非常重要的一种，但一般人不一定知道正确的操作方

法。为了科普这一技能，创意广告公司在公交站上表

现了一场急救术教学，图片的内容是在手术台上，一

位老人脸色苍白地躺在手术台上等待救援，心电图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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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已经是一条直线，看上去老人即将离我们而去，但

只需要人们伸出双手，有节奏地按压广告牌上所指示

的位置，就能挽救老人的生命。这组创意作品有效地

传递了心肺复苏的抢救知识，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图 2  心肺复苏公益广告 
Fig.2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 for CPR 

3.2  环境空间的体验设计 

环境空间的体验设计应发挥广告的多样性，开发

形式多样的平面公益广告，让平面公益广告打破传统

媒介的形式，让传递公益走进社区和家庭。澳大利亚

道路安全组织创作的儿童提醒贴纸就打破了传统的

传播媒介，其推出了一些包括小孩的形象以及交通标

识的贴纸，这些贴纸可以贴在垃圾桶上或是其他可以

起到警示作用的地方，目的是让司机在驾驶过程中注

意这些贴纸，提高安全意识。最后官方提供贴纸预定，

用户可以在家进行贴纸打印并自主张贴，这是一种资

源的有效利用，极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也引导了受

众主动参与广告的发布及公益广告传递的过程[6]。注

意儿童安全的交通公益广告见图 3。 

3.3  感观的体验设计 

人脑通过不同的感官通道接收外界信息，将感

官通道内的不同信息进行整合，形成整体的知觉。

如果某个感官通道的信息缺失或不协调，就会影响

整体的知觉体验。感观体验是一种新的设计理念，

其突破了传统的视觉形式，从人的视觉、听觉、触

觉入手，多层次地刺激了消费者的感官机能，使设

计有效地引导受众体验[7]。在生理学和行为学研究中

表明，人体感官产生的联觉反应可以让受众得到充

足的信息量，为受众带来视觉、触觉的体验，从而

升华成为心理感悟，达到一种内化的效果。例如爱

护动物的火柴盒就是从受众的体验入手，在触觉和

视觉上形成一种较为直观的感受，通过刺激受众的

感官机能，使受众产生保护动物的意识，具有引导

性。爱护动物的火柴盒见图 4。 

 

 

图 3  注意儿童安全的交通公益广告 
Fig.3 Traffic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 for children safety 

 

图 4  爱护动物的火柴盒 
Fig.4 Matchbox of advocating taking care of animals 

3.4  交互的体验设计 

如今，以手机为伴的生活方式已经影响着大多数

人，与传统公益广告相比，以手机为媒介的公益广告

传播具有准确的时效性且受众面更具覆盖性。据国家

工信部统计，当前国内手机用户已经达到 12.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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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用户突破 10%，未来的手机用户会逐渐增多，对

网络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如果公益广告能围绕手机进

行创意表达，这将会是一个新的突破 [8]。Save The 

Children 组织就推出了一款创意锁屏广告，一个锁屏

能拯救一个家庭的公益程序。如今，拐卖儿童的现象

在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并共同参与

拐卖儿童的社会问题，可以借助手机端的传播媒介，

通过锁屏应用来解决热点的关注问题。当有儿童在某

个地方失联时，通过该应用可以第一时间传递给周边

的手机用户，如果有周边的用户看到了儿童的失联位

置，那就可以回送这一条消息，传递给信息的发布者。

或许就是这一个简单的动作，有可能拯救一个家庭。

与传统的公益广告媒介相比，以手机为媒介的公益广

告覆盖面更广，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体验性，能让用

户在行走过程中获取信息并参与公益的互动[9]。政府

如果能加大这一领域的投入与开发，其效果比传统媒

介的效果更好，且传播成本低又具有可持续性。寻找

失联儿童的 APP 见图 5。 

 

图 5  寻找失联儿童的 APP 
Fig. 5 APP to search for the missing children 

3.5  VR 虚拟现实的全景体验设计  

VR 是一种虚拟现实的新技术，当前各大媒介或

互联网平台都在相继推出有关 VR 的视频及相关产

品，一款 VR 眼镜盒已经被广大受众接受，受众在家

就能感受虚拟的实景空间。利用 VR 技术表达公益广

告，在创作难度及技术领域上已经提高了门槛，虚拟

广告的制作成本也逐渐增加，但全新的视觉体验会受

到人们的关注及期待，受众对广告的接受效果有待时

间的检验。例如 2017 年春晚的一则 VR 公益广告感

动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见图 6。VR 技术的出现，能

让大山里的孩子和老人通过一个小小的盒子感受到

外面的世界，可以超越时空和地域去体验从未体验

过的生活。这是一项让世界零距离接触的公益的举 

 

图 6  央视春晚的 VR 公益广告 
Fig.6 VR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 in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措，不仅可以让深山的人们体验外面的世界，还可

以让外界的人们亲临偏僻、落后的山区感受贫穷与

落后的生活。 

2017 年，I Do 基金爱心西藏行项目就尝试将贫

穷落后的山区通过 VR 的拍摄，搭建一个与企业间的

创新公益平台，让更多外界的人体验山区的贫困与落

后，从而激发更多的企业与个人参与到公益大家庭

来，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项目，见图 7。未来公

益广告的传播将受到 VR 技术的影响，它面临着一场

新的革命。VR 全景视频广告作为新型广告手段，将

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它正逐渐摆脱一百多年来平面的

视框概念，面向更为广阔而深远的想象空间。目前，

VR 全景视频广告还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如何在

全景视频完成深入体验的最大化传播，才是全景公益

广告的最终价值。 

 

图 7  I Do 基金爱心西藏行 VR 实景 
Fig.7 I Do fund's VR l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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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要想提高城市公益广告的传播广度和深度，必须

从城市公益广告传播的整体策划入手。这不仅需要突

破传统平面广告的单向沟通方式，还要突破平面的界

限，利用全新的 VR 技术将平面与空间进行整合，把

受众从疲劳的平面中引入沉浸化的空间中去，采取双

向的沟通方式，使受众在空间中感受广告的信息，最

终做到信息源的传播与信息的接收相接轨[10]。目前，

利用 VR 技术策划互动式公益广告是未来公益广告

的一大趋势，当前口号式的传统公益广告已经对环

境造成了污染，如果政府能将这笔费用投入到数字

媒体技术的开发中，相信公益广告的传播面将会更

宽、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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