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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new media, dynamic visual design develops rapidly. Therefore, the work aims to 
study how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he dynamic visual design and fully display national charac-
teristics while integrating the dynamic visual design in modern design tide. Several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elements in dynamic visual desig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mplicit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image of modern design, the adjustment of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combination of artistic char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dynamic design technology, and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dynamic visual design were used for analysis.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 modern dynamic visual design ca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culture. With the effective way and the world level,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be reborn in the field of modern visu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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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新媒体环境下，动态视觉设计逐渐吸引

公众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凭借它独特、高互动的崭新

形式，迅速获得了年轻人的喜爱，成为当今不可忽视

的艺术形式。历史悠久的平面设计形式也已经迅速加

入到数字新媒体的行列之中，以新媒体为载体，进行

艺术设计的开展。伴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设计行业的

工作者也在适应中反思。动态视觉设计不能忽视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在加入到现代设计大潮的同时，应充

分利用和展示民族特色，起到推动传统文化传承的作

用[1]。把传统文化元素应用于当今的动态视觉设计行

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社会价值。这不仅可以顺应时代

趋势，展现民族自信，提升动态视觉设计的艺术水准，

而且能影响当代年轻人的审美素养，对我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也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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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环境下对动态视觉设计的理解 

1.1  动态视觉传达的内涵 

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对设计和审美

体验有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动态视

觉设计应运而生。如果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到

动态视觉设计里，不仅可以丰富动态视觉设计的表现

形式，而且可以在对传统文化二次创作的过程中，让

其重新焕发活力。另外，表现形式的丰富对动画、网

页等多媒体行业也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受众接收信息

的来源多种多样。特别是移动终端，更是每一个人获

取信息的必备渠道[2]。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静态设

计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今受众的视听需求，因此，众

多动态视觉设计逐渐呈现在公众面前。 

1.2  视觉动态设计在新媒体时代的优势 

动态视觉设计最大的特点是交互性。它能够以新

媒体为载体，跟各类受众实现多种形式的互动。在当

前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对日常信息的接收途径和方法

发生剧烈的变化，碎片化成为当今年轻人获取信息的

最明显表征。一旦设计师可以熟练地在制作中运用动

态设计，所做的作品就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吸引观赏者

的注意力，并且使观赏者萌发进一步了解内容的兴

趣，从而更加有效地提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价值。不

同于以往的是，动态视觉设计中增多了人机互动的功

能，受众可以调动主观能动性，并参与其中[3]。尤其

是在部分动态标准化设计改良之后，信息的视听体验

效果明显增强，可以给新媒体的使用者提供极其丰富

的阅读感受，改善过去大众传媒传播的局限性所造成

的单调感，从而快速地在阅读者头脑里构建生动、难

忘的印象。 

2  传统文化元素在动态视觉传达运用中的

意义 

2.1  提升现代动态视觉设计的水准 

将传统文化运用到动态视觉设计中，可以为艺术

作品的文化价值增加分量。评价一个动态视觉设计作

品是否优秀，具有传统文化的意蕴绝对会成为重要的

加分项。它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共鸣。动态视觉

设计的构成要素中，文化感的体现是提升整个作品的

重要途径。传统文化的构成元素丰富，它们可以激发

出设计师的创作激情。设计师将传统的颜色、图案、

纹样合理地“嫁接”到新媒体的动态设计中，使作品

在表现形式和艺术内容上达成统一，形成全新的视觉

感受[4]。这样可以在体现出动态视觉设计独有的视觉

效果的同时，使受众也体会到它所展现的传统文化韵

味，提高大众的文化审美水平。 

2.2  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 

将传统文化运用到现代动态视觉设计作品里，可

以促进传统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继承和传播。虽然传

统文化的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但是身处在

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环境中，如何将它正确的使用也成

为设计师关注的问题。当今的视觉设计水准较之 20
年前有了巨大的变化，对西方设计理论的认识也已经克

服了盲从的现象，逐渐进入了本土文化创新的时期[5]。

然而想要将传统文化元素完美的和新媒体环境下的

艺术设计相结合，这必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设

计者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研究，更加包容和开放地对

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用正确的方式和世界水平接

轨，使传统文化在现代视觉传达领域中获得重生。 

2.3  现代受众审美水平的提高 

现代动态视觉设计中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一点

一滴地渗透、改变着年轻人的审美观。现今，受众心

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情结，也被当代新环境变革的

改变所影响，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特点。也就是说，传

统观念和当代思想合力养成了当今受众的审美。现代

设计作品对受众的影响，在传统元素的参与下，会得

到进一步的加持与深化。将较为经典的传统元素当成

现代设计的原型，可增加文化信息传播的范围以及传

播力；采用现代人更方便接受的表达方式，可达到传

统文化符号所独有的增幅作用。这对动态视觉设计的

思想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都有着重要的作用[6]。传统

文化元素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能在传播过程

中对受众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最终帮助受众

树立正确的三观。 

3  当前动态视觉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3.1  动态视觉设计形式手段落后、单一 

由于现代动态视觉设计的发展时间较短，所以直

接造成动态视觉设计知识不够体系化，中间存在较多

的空白和缺失。动态视觉设计中很多的专业知识与内

容都是相互融合的，而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动态效

果方面的努力较多，因此，对理论等专业知识的搭建

尚未有足够的重视。因为知识体系有所缺失，所以整

体效果的呈现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在动态视觉设计

的过程中，需要有构成知识、审美知识等相关知识的

理论支撑，还应掌握社会心理学、市场学、营销学、

广告创意等多学科的知识。当今我们常见的关于动态

视觉设计的研究多是单纯地将重点放在技术方法上，

设计效果上难以获得突破，动态视觉设计的质量相对

较低。 

3.2  动态视觉设计缺乏突破 

服务于营销也是动态视觉设计的主要功用，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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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来获取受众的注意力。然而在实

际的操作过程中，动态视觉设计师仍然以艺术创作者

的身份自居，主观上仍将艺术的创作作为根本出发

点，利用传统的视觉设计方法来进行动态视觉设计，

没有考虑到市场和利益的需求。诸如此类的动态视觉

设计目前还未能实现和营销有效的结合。与此同时，

动态设计没有建立长远的规划、发展路径，在行业领

域没有整体的发展战略规划，这在未来的道路上会成

为局限。 

4  传统文化元素在动态视觉设计中的运用 

4.1  古文物中的文化元素 

我国的很多古文物由于其精美的造型和构思，也

被当做现代设计的艺术来源，是能够和新媒体平台相

融合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流传下来的古文

物中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符号。这些都被视为我国优

秀的艺术宝藏。将这类特色元素应用到动态设计里，

会赋予作品相应的传统文化感受。借鉴古文物中的元

素使其以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呈现，是探索、实现传

统文化和现代设计两相融合的路径之一。对如今的设

计师来说，怎样将我国传统的古文物中携带的传统元

素加以提取，再巧妙地运用、融合于现代设计，是一

个重要问题。动态视觉设计里对民族文化的再利用，

有传承和发扬的作用。我国的古代文物里所携带的很

多元素和形式，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华。对这些元

素恰当的开发和利用，对动态设计作品的文化提升有

着积极作用。 

4.2  水墨元素的运用  

水墨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元素，得到了众创作者

的喜爱，里面富含的含蓄简约的美感是当今的设计作

品需要深入学习和借鉴的。以水墨元素为手段，运用

到现代动态视觉设计时，它特有的留白构图会格外引

人注目，水墨的线条与浓淡搭配更容易激发设计者的

创作激情，这对现代动态视觉设计也是一种全新的体

验。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当中，水墨艺术本身就是一

种非常独特的表现符号。在中国的设计行业领域里，

传统的水墨艺术是重要的设计方式。在创作过程中，

可以根据设计情况，从中汲取需要的水墨元素，将水

墨当中的多种独特手法相结合，使得传统文化元素在

现代设计中展现出魅力。水墨艺术本身是传统平面视

觉设计经常使用的表现方式，如今在动态视觉设计时

代，也应充分考虑其和设计之间的融合机制，寻找更

融洽的契合点。 

4.3  文化图腾的运用 

文化图腾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是极有代表性

的元素之一。文化图腾充满了表现力，可以呈现出一

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可以深刻地表达出一个民族的历

史文化进程以及民族的特色。在所有的传统文化元素

里，文化图腾是表现最极致、最有风格特色的艺术形

式，受众在观看时，甚至不用精准地弄清楚它真正的

画面内容，而是通过它的视觉感受，领悟到它所想要

表达的精神即可。显而易见的是，创作者如果可以把

文化图腾的正确感受嫁接到当代作品里，便可以表达

出与众不同的画面感受。不同寻常的精神力量本身就

已经蕴含在文化图腾之中，无论是里面简约的图形，

还是冗繁的画像，每一种表现方式，都是为了传递出

极其丰富的精神动力。在当今的设计中，只要设计师

能够将传统文化图腾以正确的方法加以提炼和利用，

一定能创造出与独一无二的艺术效果。 

5  传统文化符号在动态视觉设计中的运用 

5.1  传统文化元素的含蓄性与现代设计形象性的融合 

当今，各个类别的设计都应充分感受并合理运用

传统文化本身含蓄、内敛的特性。因为传统文化的表

现形式可带来多层次的艺术体会。其中，调动主观性

的抽象的思想价值在传统文化设计过程中得到充分

展现，一幅传统的艺术作品经常因为其含蓄内敛而产

生见仁见智的效果，使观者回味无穷。当今的动态视

觉设计需要全方位的兼顾传统文化形式的这一艺术

特色。例如，传统的书法形式有着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艺术效果。另外，传统水墨画中的用笔与大量留白等

也是很好的例子。这些方面都应该在如今的动态视觉

设计当中加以借鉴[8]。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动态视觉

设计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上，还要深入

到这些文化本身所具备的艺术韵味，感悟其所携带的

精神价值，更深入的运用到设计中。 

5.2  新媒体环境中传统文化元素表现形式的调整 

如今我国的动态视觉设计被广泛应用于新媒体

环境中。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动态设计提供了展现自己

的平台和生机。然而一些文化元素只能被呈现于指定

的媒介，将此媒体运用于如今新媒体的环境中，是达

不到想要的效果的，因此，针对动态视觉设计的工作，

需要详细考虑这些传统文化符号的独特媒介，进一步

改进相对应的文化元素的表现形式。在具体的设计工

作进行时，依据具体的情况调整某些文化元素里各个

符号的形态，使它们契合新媒体环境的表现方式，使

我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可以符合动态设计的形式。设计

工作进行时，需要兼顾文化元素于动态新媒体当中的

呈现效果，并根据不同的效果，选择更适合的传统文

化元素的表现形式。例如年画，它借助常见的视觉方

式呈现给受众，虽然是一种极为通俗的艺术形式，但

是这种艺术形式却能够精选出很多吉祥的图案，将这

些图案运用到现代的动态设计创作里，就能转变为新

媒体时代设计的重要表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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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动态设计技术的结合 

新媒体时代的设计工作需要充分体现传统文化

的独特艺术意蕴，让这些特殊的意蕴能够在动态设计

的新媒体当中得到适当的展现。在动态设计的过程当

中，设计者应该吸取传统文化当中的元素精华。结合

设计的实际使用目的，将传统艺术形式不间断的融合

到当今的动态视觉设计里。更重要的是，在从事设计

工作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些传统的艺术元素所含有的

意义、这些符号所蕴藏的精神，并且需要在设计中充

分呈现出文化的本质。在动态设计工作进行时，艺术

人员首先需要充分考虑实现动态设计的技术和可能

性，在设计过程中，理性驾驭这些元素，通过合适的

搭配，将其所携带的思想恰当地传达出来[9]，因此，

这种对文化符号韵味的体悟如何与当今的动态视觉

设计结合，应该是设计师在动态设计过程中所需要考

虑的。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是需要结合新媒体特色进

行设计的。 

5.4  传统文化元素在动态视觉设计中的创新改造 

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深入挖掘，找到具有代表性

的表现方式和构成元素，根据当今的时代特点进行二

次创作和开发，这才是对传统文化真正的传承方式。

在我国的漫长的历史中，每一个时期的人用智慧和汗

水创造出无数艺术元素，这些都是如今动态视觉设计

的设计源泉。设计师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索，从

中必然能获取很多值得应用于动态设计的优秀元素。

通过在构图、颜色、图形等方面获取元素后，应用动

态设计，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之下，以更生动的动态形

式来呈现设计，使传统文化符号再次获得新生，传统

文化的价值也得以传播。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单纯将

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技术生硬地加以组合，这或许不

能使作品体现出应有的文化价值。传统文化元素不通

过深刻的分析提炼，仅简单、想当然的和技术进行对

接，只能产生更加生硬、毫无生命力的效果，无法从

情感上打动受众[10]。传承传统文化，是融合精神理念，

结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习惯，并且丰富展现了传统文

化元素的文化性与民族性。 

6  结语 

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为当今的设计师提

供了丰富的设计资源。设计师在运用现代设计的手段

进行设计时，通过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动态

设计中运用的方法，将传统文化元素加以利用，创

作出具有我国特色和风格的设计作品。这不仅提高

了现代设计的质量，而且为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

了动力，有利于现代设计的发展，更可以唤起人们对

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兴趣，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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