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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执行环境对增加设计本身的传达效果的影响。方法 主要使用分类法，将视觉展示的附

加元素分为稳定附加和变动附加两种，提出视觉设计预设理念的有效性与执行环境之间的关系。结论 个

体都有将周围信息自动联结的本能，使得个体对于视觉传达设计的理念认知不可避免地受到执行环境的

影响。设计师有效利用执行环境的原理，通过预设视觉设计的执行环境影响因素，将之作为设计传达的

辅助，使视觉设计预设理念更完美的呈现，从而进一步加强视觉传达设计预设理念传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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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on Environ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ANG Chen-xuan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40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the execution environment on the addition of communication 
effect to the design itself.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was mainly used to classify the additional elements of visual presen-
tation into two different types: stable addition and changing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
supposition of visual design and the execution environment was proposed.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instinct of automati-
cally connecting the circumference information. This makes the individuals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e execution envi-
ronment for the cogn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he designer uses the execution environment 
principle effectively and treat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ecution environment of visual design as assistance of design 
communication by preinstalling such factor to present the visual design presupposition more perfectly, thus further rein-
for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preading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presu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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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视觉传达的设计作品的认知是离不开执行

环境的，本文主要探讨视觉传达设计的执行环境。视

觉传达设计所反映出来的认知意识和对人的思考影

响，与执行环境息息相关，任何视觉传达设计都不可

能是完全孤立的，一定是有一个展示环境的。视觉传

达的程序操作，并不意味着可以达到预期有效程度。

传达的有效性才是最为关键的 [1]。视觉设计执行环

境，无疑对于这种有效性影响是很大的。适宜的执行

环境可以对视觉设计的目的性表达产生良性刺激，反

之则会出现人们对于设计传达内容的理解偏差。现代

广告意义的构建，一方面基于主题信息的内需，另一

方面则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依托[2]。关于人的主观

认知和执行环境之间的这种互为依托的关系，历史上

很多心理学家都做了与之相关的实验，心理治疗中所

采用的厌恶疗法就是采用了感知伴随原理来解决心

理问题的。当人的一种经历或者记忆、行为发生时，

基本都带有相同或者相似的伴随性环境，那么这种伴

随性环境就会主观的在人心里产生联系。让人产生两

者统一性的思维混淆，这在设计中就代表执行环境。

这种环境包括嗅觉、听觉、视觉触觉、感觉和想象惯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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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带有伴随性的额外条件。现代传播学认为，受众

在接受信息来源时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基于多种因素

的一种积极构建行为[3]。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对于视

觉传达和执行环境的连带关系的原理，美国心理学家

桑代克在很久以前就提出了相关理论。 

1  桑代克的联结理论 

关于人的联结意识，桑代克认为，人生来就具有

联结的“原本趋向”，在人的头脑中有很多的神经元，神

经元之间以联结的形式存在并互相传递信息，形成了

许多“原本的联结”。在结构上，人脑具有联结的本能

特征，这是“人的本性”，它决定了后天联结的趋向。

桑代克认为，学习就是在一定环境刺激影响下，唤起

“原本联结”中的一种联结倾向。 
根据桑代克的理论，视觉传达设计，实际上是在

营造一个特定的环境，让使用该环境的群体，在视觉

设计与所在环境双重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人

们对于设计在视觉上的理解。这种联结记忆是自动完

成的，是出于人的联结本能意识。人在使用一种环境

功能时，不可避免带有情感联结。视觉设计所在的执

行环境的影响，有些时候并不一定需要在这一个环境

下进行重复联结，才会产生强效作用。有些经验记忆，

可以在转换环境时，伴随记忆依然会产生联结影响。

例如，即便味觉没有受到影响，居住在垃圾箱附近的

居民也会由于视觉和记忆的原因，对垃圾箱产生不适

的感觉。因为前期对于垃圾箱的经验记忆传达给了个

体，此时通过视觉诱发记忆感知。 

2  附加元素与视觉传达设计功能性的实现 

每一个视觉传达设计，都有一个主题或者说主要

的预期功能性。视觉传达设计所处的环境“不仅仅表

示一个区位，一个空间，它还表示空间属性”[4]。视

觉设计的功能性实现会因外在执行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包括气味、环境治理、人文习惯、环境使用的人

数、噪音、人的素质等。同一个视觉传达设计的执行

环境，也会因为周围附加因素的参与，而改变原来的

设计预期功能的体验。例如该视觉设计体验的人不

同，或者同时体验该视觉设计的人数不同，都会对于

视觉设计预期目的的功能性产生影响。确切说，视觉

设计在复合环境和单纯的原始基础建设环境这两种

不同的执行环境中展示，对设计目的的理解，人们会

有不同反应。 
某视觉广告展示，见图 1。在这种执行环境下，突

出视觉传达的广告理念展示需要两点：（1）采用黑白

效果，从而区别与周围过多的彩色展示环境，在众多

的视觉展示中凸显；（2）面积不能太小，因为在这种

比较复杂的执行环境中，有太多的视觉吸引，面积是

一个很好的吸引眼球的方式。 

 

 
 

图 1  琳琅满目的广告牌 
Fig.1  Lots of billboards 

 
有些则仅仅是由于不同的观察方式，视觉设计的

目的性实现也会出现差异。我国的经济稳步发展，城

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作为城市中重要角色的公

共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却是相对滞后的[5]。设计视觉和

执行环境考虑不足是一个普遍问题。 
附加元素是指附加在视觉设计的执行环境上的

一种额外的非原始设计。很多视觉传达设计的传播，有

一个预期的原始执行环境，但是在实际发布的时候，执

行环境往往会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预期的发布环境，

其中有一部分附加元素在某些情况下会对最初预设

的视觉传达设计的功能实现产生影响。附加元素又分

为稳定附加和变动附加两种情况。稳定附加就是指环

境在投入使用以后，由于某种原因，某些元素常年伴

随原视觉设计执行环境进行同步使用。有些变动附

加，就是指某些元素只是暂时的伴随原设计执行环境

进行使用。例如有些海边旅游城市，在夏季旅游人数

突增，城市的消费和出行环境被大大改变。到了冬季，

旅游人数很少，城市又恢复到了原始居民生存环境状

态，无论是消费还是其他生活状态，都与夏季相比存

在很大差异。这就属于变动伴随。那么在该城市进行

的户外视觉传达设计的执行环境就会因为季节不同，

城市活动人数不同，设计的被理解程度也不同。 
某街边广告牌，见图 2，该视觉广告设计在设计

之初，是将该广告牌定位在人比较稀少的执行环境

中，那么设计理念的传达自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当附

加环境-人的数量考虑其中，如果在该广告展示的执

行环境中白天持续密集的人流，使得人群视觉基本受

阻。夜晚人流过少时，视觉传达的设计理念就会无法

正确传达。这种情况一般容易出现在一些旅游景区。 
另外，在有些视觉传达设计的展示执行的时候，就

要考虑到周围环境对于视觉设计接收信息的情况。例

如当一个广告牌设计的执行环境是在一个高速公路

拐弯处，此时视觉展示就不能设计的太复杂，就需要

尽量简明扼要的进行信息传递。这是因为广告传递给

司机信息的时间很短，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的信息量

受限，因此就需要视觉传达的信息量也不要太大。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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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牌采用纯粹的文字展示简单明了，在高速公路进

行展示是较适合的，见图 3。 
 

 
 

图 2  街边广告牌 
Fig.2  Billboards on the street 

 

 
 

图 3  高速路边广告牌 
Fig.3  High-speed roadside billboards 

 
桑代克的联结理论，有关于“原本的联结”的“经

验记忆”对视觉传达的影响。有很多带有明显区域特

征的符号附加，都会影响到视觉传达作品本身的理念

传播。从普遍角度而言，带有中国元素符号，如国旗、

八卦等，就会将设计作品的理解方向向着中国理念的

角度诱导；带有自由女神像的元素附加，就会将人的

理解引向美国文化。那么视觉传达作品在设计之初，

这些连带性记忆给作品会打上特殊标记的情况，也是

设计师所需要注意的。 
很多外来因素，如果视觉传达设计预期理念的传

达之初就已经做了相关考虑，尽量将视觉设计的执行

环境处于预期变化内，则视觉设计的执行环境就不会 
 

对原设计预设理念实现产生太大影响。但是如果对视

觉设计的执行环境预期考虑不足，则会出现执行环境

附加元素影响甚至破坏视觉设计原预设理念的传达。 

3  视觉传达设计的执行环境与主观认知导向 

视觉传达设计的感知，除了设计本身的理念传达

以外，人们对于设计的理解，其中执行环境作为基本

的附加元素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执行环境的

概念介入，使得视觉传达设计的理解不再是单纯的设

计本身的范围。“任何一种设计形式确实都可以起到

不同程度和角度的强化效果，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强

化，在于强化的有效性增强”[1]。这种有效性增强，

很多时候是和视觉设计的执行环境密切相关的。执行

环境元素使得视觉设计的理念预设传达带有更多的

不稳定性。 
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并不单纯是从直

接的视觉环境获取信息并使用，而是通过多项信息叠

加，再经过人主观加工后形成的。即“各个空间所营

造 的 气 氛 共 同 组 成 了 建 筑 场 域 内 的 整 体 场 域 气

氛”[6]、“空间总体形象是......结构、材质等因素的综

合体”[7]。换句话说，主观上对于视觉设计理念的传

达理解和认知方向，是经过主观加工后形成的。而与

此同时，每个个体都有将周围信息自动联结的本能。

这就在客观上，使得个体对于视觉传达设计的认知，

不可避免带有了其他的伴随因素，也就是执行环境。

美国《应用科学学报》在谈到滑跌提示的问题时提出，

“如果进行有效提示，就可以大大减少出现滑跌的发

生”[1]，强调的就是视觉传达提示的有效性程度。有

效性太差，视觉提示就无法达到预期。 
表 1 是在基本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通过对 23~26

岁健康正常的男女各 50 名进行的视觉识别实验数

据，最终所得 UCOF 数据对比（UCOF 是实际摩擦系

数，ACOF 是可得摩擦系数，即鞋与地面间的水平力

与垂直力的比值，也称为过渡摩擦系数，当 UCOF> 
ACOF，人就会滑倒。），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提示方式

不同，人的反应状态也有差异。该表格分别列出了使

用文字、图形和声音提示 3 种，从数据上可以看出，

使用图形的视觉提示，对于个体的提示有效性远远高

于文字的视觉提示效果，这说明视觉提示的不同形

式，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表 1 比较直观地阐述了

视觉传达设计形式的差异，对于人的感知有效性是不

同的，同时对于实现预设功能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表 1  实验最终所得 UCOF 数据对比[10] 

Tab.1  Comparison of UCOF data finally obtained in experiment[10] 

信息方式 图形 文字 语言声音（汉语） 
UCOF 数据 0.023 3~0.424 6 0.295 4~0.754 0.295 5~1.119 8 

UCOF 平均值 0.227 8 0.552 6 0.718 9 
UCOF 标准差 0.160 5 0.180 2 0.30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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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有效利用感知伴随的原理，可以通过预设

视觉设计的执行环境，将其作为视觉设计的辅助力

量，从而可以更为突出和加强主体视觉传达设计功能

性预期实现。 
执行环境所带来的感知伴随是人们对于视觉设

计主观认知导向的主要影响因素。一个好的视觉传达

设计，如果每次在被解读和理解的时候，都会伴随着

周围环境的巨大干扰，如温度、噪声、光线等等。那

么对于视觉设计的理解和身体对于周围执行环境的

不适这两个元素就会被个体主观联结，从而无法正确

认知视觉设计的预设方向。这种带有多信息联结的本

能，会使得有些执行环境完全颠覆一个视觉传达设计

的最初意图。除了直接的破坏或者促进视觉传达设计

主题意义的元素以外，还有同一元素数量对于视觉设

计意义表达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上面提到的是直接

的破坏性或者促进性，而此处所提到的是在一定数量

限制内是无害的，当数量超过了预期以后，才会对原

设计预期功能实现产生不良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旅

游景点中的视觉传达设计。对于在可承受范围内的旅

游人数，对视觉传达设计的认知和预设理念并没有太

大影响，但是当旅游人数过满，远远超过预期数量，

旅游景点的视觉传达设计的预设理念被认知程度就

会大打折扣，甚至视觉设计的理念完全无法被认知。

这是数量对于环境功能性实现的影响。 

4  结语 

人具有将外在环境诸多信息互相联结的本能意

识。因此，个体对于视觉传达理念的认知判断是一个

综合信息联结的过程。个体在理解和认知一个视觉设

计的理念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视觉传达设计的

执行环境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视觉传达设

计理念的认知也是基于主体预设设计方向和执行环

境中诸多元素的总体印象来判断。视觉设计的执行环

境所附加的外在元素的影响，有可能完全颠覆视觉设

计理念预设认知的功能实现。因此，在进行设计的同

时，执行环境本身对于的设计原初理念的预设实现程

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处理好主体视觉传达设计

之外的附加元素，使得执行环境可以更加促进主体视

觉设计预设理念的被认知，则可以最大限度增加视觉 
 

传达设计理念的实施与原始意图的吻合。同时，视觉

设计的执行环境又可以分为稳定的和不稳定的两种，

同一个设计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人流量的不同，对

该视觉设计的认知也会出现差异。如何将执行环境与

视觉传达设计完美结合，是设计师需要特别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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