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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平面设计的实践与发展进行分析，从情感化层面给出新的方向与思路。方法 情感化设计

是一种设计的新视角，其主旨是借助一定的设计手法，将情感与平面设计作品相融合，从外在表现、内

在蕴含等方面进行整合，给受众以感官刺激，实现更高层面的交流与沟通。以此为中心，将大众的情感

层面进行剖析，总结具体的类型和特征，并验证情感融入平面设计的必要性，然后选取平面设计中的几

个代表性设计领域，从理论的层面进行可行性论证，并借助设计实践开展了深入分析与研究。结论 情

感化设计表现能够给原本生硬、单一的设计形式增添一种基调。若平面设计中能够结合受众的心理并深

入，将作品展现得更加艺术化、人性化，便可形成稳固的情感纽带，达到情感化的艺术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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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Expression in Graph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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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xi Polytechnic College, Taiyuan 03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graphic design and give new directions and ideas 

from the emotional level. Emotional design is a new perspective of design. Its main purpose is to integrate emotion and 

graphic design works with the help of certain design techniques, integrate them from the aspects of external expression 

and internal implication, and provide sensory stimulation to the audience to achieve higher level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otional level of the public, summarizes specific types and char-

acteristics, and verifies the necessity of emotional integration into graphic design. Then, it selects several representative 

design fields in graphic design, conducts feasibility demonstr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carries out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with the help of design practice. Emotional design can add a keynote to the original stiff and single 

design form. If the actual graphic design can combine the psychology of the audience for in-depth study and show the 

works more artistic and humanized, a solid emotional bond can be formed to achieve the emotional artistic desig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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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设计师需要多方面的支撑，仅凭借技术能

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情商上有一定的优势，否则，

难以设计出优秀的作品。对于平面设计师而言，在具

体的设计过程中实现情感化设计，要以情切题、以情

动人，能让受众从中体会到愉悦和共鸣，从而在情感

的层面产生明显的倾向性[1]。人类的情感主要表现为

愉悦、关爱、安逸、怀旧等方面，希望获得愉悦的体

验，达到精神的放松与舒适，同时也渴望得到亲情和

友情的关爱，还会对过去的生活场景和事物存在一种

感怀，亦会对安全、绿色、环保等层面有一定的情感

需求，另有一些各个方面的细微而丰富的情感需求[2]。

凡此种种，对于设计师而言，是一种方向的指引，也

是一种实践的挑战，必须从思想上认识情感化设计的

强大表现力和多种应用可能，让平面设计作品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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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计而设计，从而以丰富的情感特点吸引大众的眼

球，集中注意力。 

1  从重要性层面分析平面设计中的情感化

表现 

在一定程度上说，平面设计是一种传递信息的载

体，即便在当前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平面设计

作品仍然有着不可超越且值得肯定和推广的价值和

作用[3]。如今，人们审美不断提升，各种情感信息的

渗透已成为各个行业领域的一大趋势。对于平面设计

而言，通过各种视觉符号展现独特的艺术魅力，赋予

作品以深刻内涵和艺术化的形式，造就简约中不简单

的设计作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清晰的思路。一

方面，情感融于设计，能够先一步在视觉上体现优势，

然后自然地将受众的注意力长时间吸引过来，从文字

到图片、从外表到内在，真正形成一种冲击力，让平

面设计作品的视觉传达效果提升；另一方面，有了情

感的升华，设计作品可以更顺利地引导受众思考设计

主体，探究作品内在的文化价值和情感基调，在愉悦、

舒适情感的作用下消除浮躁情绪，缓解生活和精神层

面的压力，让平面设计作品得以更好地发挥艺术宣传

效果。这两个层面的加持，对平面设计作品来说，不

仅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还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内容

和情感，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艺术价值，实现了艺术设

计效果的升华[4]。 

2  从应用层面探究平面设计中的情感化表现 

2.1  标志设计的情感化表现 

标志设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快节奏的时代

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信息领域对一目了然的图形设计

有着迫切要求，更对有效性和准确性有着极高的要

求，而人们生活中的现实需要也大大加速了标志设计

的出现。可以说，标志设计作品是一种中介，它能够

将信息进行简单、快速、高效地传达，并在不知不觉

中改变人们固化的思维，并与人们所普遍追求的单纯

美、形象美、凝练美相契合。对于标志设计而言，情

感化恰是重要的设计尝试。 

首先，独特情感的凸显。标志设计的情感化表现

最简单、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加入幽默感，利用线条、

色彩等视觉元素，配合一定的艺术设计手法，赋予标

志一种动画的效果，让其在装饰性与美观性上得到进

一步的强化，是增强受众情感体验的有效路径[5]。生

活中的路牌标识设计大多较为严肃和单一，有时难免

会让人出现视觉疲劳。为了提升审美体验，一些富含

趣味的标志设计作品出现了。设计师在不影响路牌标

志的信息传递的基础上，对其外在形式进行了幽默化

的处理，加入了卡通人物的剪影、被艺术化的歪曲的

箭头等元素，让人忍俊不禁。当然，这样的路牌标志

设计很多时候并不适合各种道路，更多是适合娱乐场

所的标志作品形式，能够提升人们对这些场所的情感

体验。 

其次，设计视角的转变。标志设计面对的是不同

的受众，相应的设计形式也要有所不同，尤其是那些

针对女性的标志设计，更要有不一样的设计视角，充

分关注女性的情感需求 [6]。化妆品是女性的常备产

品，其标志设计应体现产品的特点，让消费者一眼就

能认出品牌信息，尤其要激发女性消费者的情感共

鸣。一方面，标志设计要简约明了，准确表达信息；

另一方面，标志设计要从审美视角出发，利用各种元

素和灵活的艺术设计手法，将标志的元素进行审美强

化，甚至实现一种动与静的完美结合，从而让标志更

加迎合女性的审美和情感期待。 

另外，从情感化表现的层面分析，设计师还可以

从立体效果上进行三维的拓展，让标志的视觉元素体

现一种空间感，或者将视觉元素进行抽象的概括，总

之，结合各种灵活而有效的全新形式赋予标志作品以

一定的情感内涵[7]。 

2.2  包装设计的情感化表现 

从情感层面看，包装设计，尤其一些特殊产品的

包装设计，需要借助一些内涵和情感实现对消费者的

吸引[8]。在一些同质化商品中，若能在包装上独胜一

筹，便能实现更好的市场占有率，赢得竞争的优势。

凡此种种，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情感化设计是包

装设计的有效方向，有了情感的融入，商品便能具备

更大的吸引力，是一种有力的营销手段。 

首先，融入故事性内容。人们对自己的物品总会

不自觉地在使用过程中注入一定的情感，每每看到便

会引发一种怀念或者珍惜之感。同理，包装设计若能

挣脱形式的藩篱，在内容上下功夫，适时适当地融入

一些情感内容，必定可以获得更加理想的设计效果和

现实价值[9]。只是情感的呈现需要一定的支撑，并不

能凭空想象、一蹴而就。因此，内容的故事性成为一

种有效的发挥空间，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尝试。比如，

特色产品的包装设计师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寻

根溯源，找到与自己设计相契合的元素符号，如剪纸、

刺绣等，并将这些符号的相关文化内涵进行艺术化的

展现，也可以结合产品的特点进行艺术化的结合，创

造一种文化情境，让消费者看到之后不由地生出一种

情感。这种故事性的表述能够让包装成为一大亮点，

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 

其次，丰富包装的风格特点。包装的风格可以在

更多的拓展中得到丰富，其情感表现力也可以随之得

到强化[10]。当前，人们对绿色包装有着越来越高的需

求。从这一点出发，包装设计师可以尝试更加清新、

优雅、柔和的风格。清新风格从简约主义中走出来，

给包装设计带来了清风般的情感基调。例如，花果茶

的包装设计可以将包装上的图形、色彩配合恰当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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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呈现一种清新、自然之情，让女性消费者被深深

吸引，从而促进她们购买[11]。 

2.3  海报设计的情感化表现 

平面设计中的诸多领域皆对情感化表现有着深入

的应用，海报设计就肩负着传递信息的职责，需要对

主题进行准确的表达，同时还有一种情感化的设计诉

求，以便实现与读者的情感沟通[12]。尤其在各种媒体

竞争强势的当下，拥有个性化情感表现的海报设计作

品无疑成为一种建立在视觉感官基础上的情感震撼与

心灵沟通，借助其中蕴藏的或个性、或激情、或智慧、

或真情的内容触动受众的内心。可以说，探讨海报设

计中的情感化表现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从感性层面看，海报设计的情感化表现不是十分

粗暴直接地将信息进行展示，也不是简单地进行堆积

和罗列，而是从相对自由的视角将海报作品中融入一

种情感，吸引、愉悦甚至带来更强烈的情感共鸣的设

计手法。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可以尝试寻找

一些人们日常经验中的情感相类似的事物和元素，努

力挖掘其中原初而隐秘的内容，让海报作品的审美情

感得到进一步深化，给受众带来一种原创层面的现实

和超现实相交织的体验。例如，设计师从时代背景和

现实生活中去挖掘文化环境、生存状态的各种变化，

将这些融入海报设计中，体现一种人文理念，这样的

文化符号总是能够将受众与作品很好地连接起来，达

到一种内心的观照。 

从理性视角分析，海报设计的情感化表现还可以

结合受众的心理期待进行艺术化的创造，以实现长时

间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形成一种情感指向，一

旦这一指向与设计师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情感相遇，就

会促使受众对海报的画面进行思考和预测，而这种预

测虽然有时趋于平淡，但也能够将海报的艺术效果得

到升华，从细节和点滴之处实现情感共性的把握和强

化，达成理想的沟通，从而实现对受众的强大吸引[13]。

例如，对于公益海报设计而言，设计师可以从深层视

角进行情感元素的挖掘，选取其中的精髓与所要表达

的情感进行艺术化的融合，以此引发受众的思考，带

来更有深度的情感认知。 

3  结语 

平面设计的情感化表现或者以轻松幽默见长，或

者以发人深思为旨，或者在平淡之中见灼见，可以说，

其对平面设计作品的艺术效果升华有着强大的助推

力量，能够带给人以情感的愉悦和思想的升华。本研

究基于这一层面，就情感化表现所赋予平面设计的点

滴进步与创新进行思考，并从整体视角总结融合的必

要性以及具体的应用策略，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总

之，情感化的设计能与受众达成更高层面的情感共

鸣，是值得未来深入探究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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