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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新媒体时代对文创产品的影响与发展指引，找寻有效的实践创新路径。方法 新媒体环

境下的文化资源与产业结合成为趋势，想要满足这一背景下大众更高的审美需求，必须找到合适的文创

产品设计方向。首先，从时代发展趋势出发，引出新媒体的发展现状，总结其在价值、影响等层面的诸

多特点，并从新媒体与文创产品的融合中挖掘其中的诸多问题；然后，以这些为基础，客观论证融合繁

荣的可行性；最后，分别列举了创新多元、实用交互、人文审美等层面的设计尝试，总结其有效的发展

路径。结论 文创产品设计应立足当下，在新媒体的驱动下探索更新的发展方向，以更加新颖的设计理

念和设计方式，打造符合时代特点、有着突出创新性和丰富内涵的现代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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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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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and development guidance of new media era on cultural and crea-

tive products, and find an effectiv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path. The combin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e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trend. To meet the higher aesthetic needs of the public in this background,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design direc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is work, starting from the devel-

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new media was introduce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value, in-

fluence, etc. were summarized. Many problems were gotten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new media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n, on this basis,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fusion of prosperity was proved objectively. Finally, design attempts of 

diversified innovation, practical interaction, humanistic aesthetics, etc., were listed and their effective development paths 

were summarized.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plore new devel-

opment direction driven by new media, and create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outstanding innovation and 

rich connotation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ith more novel design concepts and desig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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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逐渐获得了越来

越多的关注，所以相关的发展要求也呈现出不断提高

的态势。这使文创产品面临更高难度的挑战，除了从

美感出发，找寻设计的突破口外，还应从文化传承和

大众审美着手，结合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广层面

的创新与丰富 [1]。这就必须关注新媒体的现实意义

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媒体在原创性、可持续性等

方面有着突出表现，极大地影响了人、社会、自然等

层面的相互关联，并不断创造着创新力和效率。于是，

将新媒体渗透于文创产品设计成为必然，但现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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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理想，很多直接印制图案的做法毫无新意，或者

所创造的形式缺乏文化内涵和审美特点，仍长期停留

在简单的模仿、复制层面。由此不难发现，新媒体与

文创产品的关联并没有发挥好新媒介的特殊优势，产

品多元化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开发。所以，新媒体背景下

的文创产品设计方向与路径是有待人们不断进行实践

尝试和创新的。下文是对这方面发展方向的具体探索。 

1  新媒体作用于文创产品设计的几点优势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创产业与新媒体逐渐结

合，给了文创产品设计以更多的可能性，也有了更加

先进的文化理念和设计思维的支撑，加之先进的技术

手段，文创产品在设计上优势明显[2]。它主要表现在

传播优势、品牌优势和文化传承优势上。 

1.1  传播优势 

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体现在文创设计中同样十分

明显，这一点得益于新媒体社交的便捷性，一般人们

在欣赏和使用文创产品时，总是乐于对其进行分享，

而这就是一种传播认同，在这样的分享过程中，文创

产品的特点和优势及价值便能更加充分而自然地展

现出来，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分享[3]。尤其我国的文化

习俗和地域气候各有不同，借助新媒体可以将这些独

特的风土人情进行联系，造就更加强大的传播优势，

这对增强文创产品的影响力是十分有利的。 

1.2  品牌优势 

文创产品存在一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价值不

仅表现在功能上，还有赖于对品牌的打磨、沉淀，以

便更加理想地记录文化和创意[4]。所以，未来的文创

产品设计必须在品牌建设上下功夫，建立产品与消费

者的纽带，打造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创产品品牌[5]。

新媒体与文创产品的融合，无疑给品牌的打造提供了

支持，其让文创产品的品牌传播更具好感度和快捷

感，也为品牌的进一步升级创造了条件，是未来值得

推广的理念和手段。 

1.3  文化传承优势 

一直以来，不同的文化之间总是有着一定的距

离，需要借助一定的碰撞与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

传承与发展 [6]。对于文创产品，其所承载的文化符

号有待人们更好地进行感知和认识，以便深刻理解

其内在的蕴含，从而更好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7]。

新媒体的加入，给了文创产品设计以文化传承的优

势，使文创产品设计可以从更深层次进行挖掘，将文

化符号与深刻内涵以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形式呈现出

来，并以更加直观和独特的外在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在审视、使用甚至品评中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文

化归属感。 

2  新媒体作用于文创产品设计的发展路径 

新媒体影响下的文创产品设计不仅促使产品不

断丰富升级，还给消费者带来了感官上和精神上的关

照与关怀，让其在欣赏文创产品时拥有了更多的观看

视角，也有效促成了文创产品的传播[8]。综合来看，从

多元精品、互动体验到个性审美，每一个层面的创新

尝试都有着可圈可点之处，也具备深入探究的必要。 

2.1  多元精品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文创产品设计开始在多元方

向快速发展，结合高新技术，还开始了精品化设计路

线的尝试[9]。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新媒

体促使人们在审美上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表现在文创

产品设计上则同样是更多的创新要求，尤其在文化多

元传播的同时，文创产品的发展更要实现多元化，以

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下，各

种西方文化和相关的产品涌入进来，这时从精品化思

维中找到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加以应用，有利于文创产

品发挥唤醒人们文化保护意识的潜力，迎来文创产品

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多元化的视角审视，文创产品可以从类型上加

以丰富。以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设计为例，既可以从较

实用的办公文具、家具家居、文玩、玩具、服装首饰

等种类找到灵感的契合点，又可以在允许的条件下进

行高相似度的典藏复制品的开发，如以缩放等形式进

行制作，还可以结合相关出版制品进行设计制作。凡

此种种，都需要在实用性和艺术性中找到合理的平衡

点，不断扩大影响力。 

从精品化设计思路分析，文创产品的设计制作应

从固有的设计思维和方式中实现突破，避免一味重复

和复制的不科学思路，真正从当前的流行和热点出

发，而又不盲目迎合，重要的是将艺术性延展在功能

性中，让两者巧妙结合并借助艺术化的设计手法实现

个性化的形式展现，以精品成就未来[10]。借助数字媒

介，“口袋书”文创产品得以开发，让数字阅读出版

成为新模式。设计者以超链接的形式，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内容以串联搜索、关联激活等

手段进行开发设计，给了读者极大的便利，只需要扫

描二维码就可以欣赏到图文声画并茂的内容，从大众

化的传统形式一跃成为精品设计，提升了文创产品的

现实境界，让其也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2.2  实用交互 

在新媒体的作用下，设计师可以通过更多的信息

渠道来获取消费者的反馈。鉴于用户体验的突出性，

设计师可以从文创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出发，

始终围绕用户体验展开设计探讨，并结合用户的使用

意见进行创意设计[11]。由此，更加实用同时具备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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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设计，成为发展趋势。 

在实用性上，设计师要积极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

要。比如，人们对文创产品的产生过程总是充满好奇，

想要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对其实用性有着一定

的要求，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和文化审美需要[12]。所

以，设计师要懂得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将这些需求的 

满足变得更加便捷直观和艺术化。另外，在交互性的

实现上，设计师要懂得利用信息的可视化优点，对文

创产品的各个细节要素如文字、图形和造型等以更加

视觉化的方式展现出来，将整体设计得更加立体化，

在极强的时代性和直观化的呈现中实现文创产品与

受众的交互，带来全方位的互动体验，从而刺激受众

的购买欲望。  

比如，博物馆文创产品推出的 AR 明信片，这

样的文创产品设计与新媒体技术紧密结合，用户只

需要下载相关的 App，就能实现互联，并从手机上

直观地观看博物馆的立体模型[13]。这种形式突破了

传统的文创明信片纪念品的固有呈现方式，很好地

引起了人们的参与热情，在感官互动中感受到了文创

产品的魅力。另外，还有 VR 电影等形式的技术手段

与文创产品相互融合，都是促成交互的有效尝试，见

图 1。 

 

 
 

图 1  AR 明信片 
Fig.1 AR postcard 

 
2.3  人文审美 

新媒体的使用在多个层面影响着现实中人们的

审美认知，其不仅在实效性上得以提升，还在普遍性、

广泛性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所以它在诸多方面都表现

了对文创产品设计的催动作用，人文气息和个性化审

美正是这一层面的代表性存在[14]。也就是说，设计师

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受众的心理需求的异同点，

找到一种普遍性的审美，让人文性和审美性得到更大

范围的艺术呈现，以关照受众的心理需求，提高产品

的价值。 

在人文性的关注上，设计师要以直接或间接的

形式去更好地满足受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包

括其性能、构造和色彩、肌理。在审美追求上，设

计师要有更高的追求，尝试将受众作为审美活动的

重要参与者和创造者，尤其在新媒体的作用下，设

计师必须在具体的审美设计中，从地域文化特色着

手，借助这种独特的美的形式与内涵与新媒体技术

手段的强强联合，创造出个性化的设计，才能更好

地满足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15]。比如，在文创鞋品

为表现形式的系列化设计中，设计师就可以结合不同

地域的地形特点进行鞋底纹路的设计，以印迹化的城

市符号进行一种人文关注和审美关照，突出文创产品

的独特内涵与个性表现，促就更加广泛、有效的传播

效果。 

3  结语 

新媒体让文创产品的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

空间更广阔，也让其受众获得了更加舒适的视角体验

和更加紧密的互动体验，给了文创产业以更多的发展

可能。从当前的发展现实看，新媒体正促使文创产品

更加凸显特色，设计师也有了更加灵活的设计选择和

尝试，并借助新媒体所带来的传播优势、品牌优势和

对文化的传承优势，让文创产品设计能够在多元精

品、实用交互和人文审美等层面得到了各种各样有效

的艺术尝试，而这样创作出来的文创产品通常是符合

时代发展、满足大众需求和丰富自身特色的典型代

表。鉴于一直以来文创产品设计中的短板和不足之

处，人们在未来必须对新媒体这种有效的手段进行科

学应用，将其所具备的各种优势为我所用，结合各种

设计思维与文创产品融合，以更加先进、更加优秀、

更加出新的文创产品形式促进文创产业在新媒体视

域下的艺术升级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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