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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环境下网络游戏场景沉浸感视觉设计表现研究
郭燕燕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3）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技术环境下，在网络游戏制作过程中，如何让玩家通过视觉设计要素沉浸于游戏场景中。通过采用桌面调研

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玩家游戏沉浸感的多样性和普适性观点，从游戏制作流程的角度切入，结合心理学的沉浸理论对游戏场景沉浸

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视觉表现的角度总结了游戏场景中的沉浸要素。基于空间临场理论和游戏场景设计制作流程，提出了增强

游戏场景沉浸感的策略。本研究结果能够高效地指导网络游戏的场景视觉表现体系设计，丰富了网络游戏设计领域的相关理论，为场景

的视觉设计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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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感，又称临场感或空间临场感，最早源于心理学领域，

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完全融入其中的心理状态。这一概念最初由

心理学家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于 1975 年提出，称为“心流理论”，

描述了人在高度专注和满足的状态下的体验。根据资深游戏策划

师 Mata Haggis-Burridge 的研究，沉浸感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空间

沉浸、系统沉浸、社交沉浸和剧情沉浸。其中，空间沉浸涉及玩

家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的刺激，感受到游戏世界中的空间环境，

从而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网络游戏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游戏，与单机游戏相比，其涵

盖了更多的游戏类型和模式，且视觉设计可以是二维或三维的。

游戏的视觉设计包括角色设计、场景设计、道具设计和用户界面

设计等，主要通过视觉元素（如颜色、形状、图像等）来提升用

户体验。在网络游戏中，场景的沉浸感视觉设计旨在通过精心设

计的视觉元素，使玩家能够深度体验游戏中的虚拟环境，增强沉

浸感。

一、游戏场景沉浸视觉要素的获取

随着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及网络游戏技术的

发展，沉浸感研究已扩展至技术领域，成为衡量技术产品用户体

验的重要指标。根据 Mata Haggis-Burridge 的分类，本研究重点关

注“空间沉浸”类型。此外，玩家在社交媒体上常说起“环境”“准

确可信的景观”和“符号化元素”等视觉要素。游戏场景是指除

角色外的所有空间、环境和物件的集合，其中“空间”和“环境”

是场景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沉浸感概念和游戏场景的定义，

本文提取出影响玩家沉浸感的两个主要视觉要素：“空间”与“氛

围”。

在预调研阶段，通过桌面调研和文献研究，识别出两个主要

的游戏场景沉浸视觉要素。由于部分要素范围广泛或定义不明确，

进一步细化为“空间”“元素”“叙事”和“画面”四个因素。

调研结果通过问卷调查五十位手游爱好者，以确定这些要素的优

先级和实际效果。问卷涵盖了对游戏场景沉浸视觉要素的认同度，

包括 15 个具体问题，旨在统一调研对象的理解，确保结果有效。

二、分析归纳游戏场景中的沉浸要素

（一）游戏中沉浸感的形成

沉浸感主要涉及玩家的心理层面。基于神经语言程序学（NLP）

模型，人的心理状态被视为外部刺激经过筛选和加工后的产物。

在游戏体验中，当玩家所见的视觉元素与其记忆或过往经验相联

系时，大脑会对这些元素进行解读，这种解读过程能够增强沉浸感。

例如，玩家可能根据过去的经历评估建筑风格或赋予场景特殊意

义。这样的心理阐释使玩家更深刻地感受和理解游戏场景，产生

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一过程涉及认知心理学和情感反应，涉及对

形状、颜色和空间关系的识别及与个人记忆的匹配。强烈的情感

反应和认知参与使玩家完全投入，形成沉浸感。

游戏场景的沉浸感依赖于美术设计的多个方面，包括场景细

节、色彩、光影和动态效果等。大脑通过这些视觉信息来构建对

环境的理解，并影响玩家的行为和决策。提升游戏沉浸感的关键

在于优化这些视觉元素，使其更加真实和引人入胜。

1. 场景细节

场景细节指的是游戏环境中的各种元素，包括地形、建筑、

植被、道具等。场景细节具有强烈的视觉吸引力。丰富的场景细

节能够吸引玩家注意力，增强情感共鸣，提升游戏的沉浸感和真

实感，增强玩家的体验。这种丰富性在视觉感知主要体现在高分

辨率的纹理贴图和物理一致性两个方面。

①高分辨率纹理贴图

使用高质量的纹理贴图可以增加场景的细节，使物体表面看

起来更加真实。高分辨率纹理与场景沉浸感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高分辨率纹理可以显著提升游戏场景的真实感和细节层次，如物

体表面的纹理、颜色变化、磨损痕迹等，细节丰富的纹理可以减

少场景中的“塑料感”或“卡通感”，使物体看起来更加自然、

更加真实，让玩家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从而增强

玩家的沉浸感。如通过细腻的纹理表现出自然环境的美丽或历史

遗迹的沧桑，从而加深玩家对游戏世界的情感投入。此外，高分

辨率纹理也可以吸引玩家的注意力，使他们更愿意探索和观察场

景中的每一个角落。

②物理一致性

物理一致性指的是虚拟环境中的元素、行为和规则必须遵循

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定律和自然法则。例如，重力、物体的物理属

性（如密度、弹性）、光线的传播、声音的传播等都应该在虚拟

环境中得到准确的模拟。物理一致性有助于增强虚拟环境的真实

感，让玩家减少认知负荷，提升用户信任。当用户能够预测和理

解虚拟环境中的物理现象时，他们更有可能与环境中的角色或元

素产生情感联系，从而增加沉浸感。

物理一致性在视觉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色彩与光影、动态效

果、视角与视角转换方面。色彩是创造视觉体验和情感共鸣的关

键元素，它的选择和运用直接影响到观众或玩家的感知和体验。

不同颜色可以激发不同的情感和反应，从而营造情感和氛围。例如，

蓝色通常与平静和信任相关联，而红色则可能激发兴奋或愤怒。

光影可以分为静态光影和动态光影。这两种光影的分类主要是基

于光源的变化及其对物体表面产生的影像效果。静态光影是指在

光源和物体位置不变的情况下，产生的光影效果。它通常表现稳

定的光照和阴影关系，特点是光源固定，阴影固定，常用于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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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在游戏场景中，静态光影表现为不同材质的反射和吸收光

线的特性不同。例如，金属表面会有高光和反射，而布料则显得

柔和。动态光影是指光源或物体位置发生变化时，产生的光影效

果。这种光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能够表现出更丰富的视觉

效果和情感。利用动态光影效果，如日落、日出、月光、闪电等，

可以增强场景的氛围感和时间感。视角与视角转换是增强游戏场

景沉浸感的关键因素。不同的视角体验，可以增强叙事性、提高

游戏多样性以及适应不同场景的需要，让玩家获得更深的沉浸感

和更高质量的游戏体验。

（二）游戏中沉浸感的形成与地图图素之间的关系

游戏中沉浸感的形成与地图图素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游戏

场景通过地图图素构建而成，地图图素则为场景提供了丰富的细

节和互动性。游戏场景的功能之一是阐述游戏内的时空关系和营

造氛围，它展示了故事发生的地域特色、历史时代风貌以及角色

的生存环境等，作为游戏世界观的载体，具有明显的叙事特征。

地图图素是指构成游戏地图的各种视觉和功能性组件。这些

组件可以是静态的，如地形、建筑物、植被、道路、水体等；也

可以是动态的，如 NPC（非玩家角色）、敌人、可交互物体、光

源等。地图图素对视觉沉浸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图设计、图素

质量、环境氛围、互动性、一致性等几个关键方面。

（三）游戏场景视觉沉浸要素

视觉是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其表现形式包括静态

和动态两种，其中动态视觉显示的结构和功能较为复杂。

列斐伏尔将空间划分为实践空间、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

在游戏中，玩家的沉浸感越强，游戏场景越倾向于实践空间，即

玩家感到自己完全融入游戏世界。相反，当玩家转变为观众或从

设计师的视角来看，游戏场景则更倾向于表征性空间。在视觉上

提升沉浸感，需要通过图素的造型、色彩、肌理和质感来模拟真

实空间，从而增强玩家的“感知”和“想象”。

此外，氛围的营造不仅涉及场景图素，还包括光影效果和各

种氛围元素，如烟雾、尘埃、雾气、水汽、火花、雨雪和冰雹等。

不同波长的光线对心理有着不同的影响：暖色调传递温暖和亲近

感，而冷色调则营造寒冷和疏离感；光线的角度（如顺光或逆光）

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如柔和、锐利、严肃或神圣）。这些氛

围元素与场景图素的结合，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游戏环境，从

而增强了玩家的沉浸体验。

三、游戏场景沉浸视觉要素营造策略

（一）游戏场景视觉要素的丰富性

人类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等渠道获取信息。在视觉

领域，场景的视觉要素丰富性至关重要。这种丰富性体现在两个

主要方面：视觉层次感和图素的丰富性。

视觉层次感包括大小层次、强弱层次和主次关系。大小层次

是指通过不同尺寸的物体区分前景、中景和背景，从而创建深度感。

强弱层次是指通过明暗和色彩对比来区分主要和次要元素。主要

物体通常使用鲜艳的色彩和较高的亮度，而次要物体则使用较为

柔和的色彩和低亮度。主次关系是指设计时需要明确视觉焦点，

例如通过高亮度和色彩突出显示游戏中的主角或关键任务物体，

以引导玩家的注意力。

视觉图素的丰富性是指场景中具有代表性的物体制作更加精

细，场景细微之处的元素种类更加丰富。主要图素是指场景中的

标志性物体，如城堡、塔楼或特殊怪物，应具备独特的纹理和细节。

细微元素是指场景中的细节元素，如树叶纹理、地面花草和建筑

物雕刻，增加了场景的真实感和细节层次。例如，在一个古城场

景中，城楼和城门作为主要图素使用高分辨率纹理和鲜明色彩，

形成视觉焦点，城墙上的砖缝、地面的青石板纹理和市场中的小

摊位则使用较低分辨率和柔和色彩，以增强场景的层次感和真实

感。

（二）游戏场景沉浸视觉的和谐性

在游戏设计中，实现视觉和谐是增强空间临场感的基础。这

种和谐不仅涉及场景空间的塑造，还关系到场景的叙事性。玩家

通过地图图素的造型、材质、光影和颜色等获得心理暗示，将视

觉表象视为真实物体，从而产生置身于游戏世界的感觉。

场景空间的和谐性体现在图素的设计必须遵循空间塑造的一

般规律。包括：景深空间的透视规律、体积和轮廓对比和明暗和

色彩对比。

场景的叙事性要求图素与游戏的叙事一致。视觉要素，如造型、

明暗、光影和材质，应与游戏的背景和世界观相符。图素不仅要

符合游戏的美术风格，还要作为叙事的载体。例如，中世纪背景

下的建筑风格和色彩应一致，而现代元素的介入则可能破坏场景

的和谐性，降低玩家的沉浸感。

光影是塑造真实感的关键。光源的类型和位置决定了阴影的

形状和光斑的大小，从而影响场景的深度感和氛围。合理运用光

影和色彩能够提升场景的真实感和情感共鸣。

（三）游戏场景沉浸视觉要素的完整性

游戏世界的完整性体现在视觉连续性、逻辑一致性、互动体

验及世界观深度等多个维度。

视觉连续性要求游戏中的视觉元素（如场景、角色、UI 等）

在风格、色彩、比例和光照方面保持一致，以形成统一的视觉体验。

这种一致性对于塑造游戏的整体氛围和传达游戏世界观至关重要。

环境设计应反映游戏世界的地理、文化和时代背景，为了确保视

觉连续性，可以通过制定详细的视觉风格指南、设计初期原型测试、

细节添加和开发过程中的迭代来实现。

逻辑一致性涉及游戏内部场景的连贯性及场景内部元素的相

互关联性。它体现在物理空间、故事背景、环境氛围、角色行为、

任务线索及游戏机制等方面的一致性。逻辑一致性增强了游戏世

界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使玩家能够沉浸其中而无需填补信息空白。

例如，游戏中的任务线索应自然过渡，环境变化应符合逻辑。

玩家的互动体验是感受游戏完整性的关键。这包括玩家对游

戏世界的探索、解谜、角色发展和故事推进等。互动体验通过清

晰的反馈机制来增强玩家的沉浸感，包括操作反馈、视觉反馈和

音频反馈。有效的反馈机制能提升参与感，而不良的反馈，如不

和谐的 UI 或突如其来的广告，则可能打破玩家的沉浸感，削弱游

戏体验。良好的互动设计使玩家能够深入融入游戏世界，构建角

色身份，增强角色认同感，从而提升游戏的整体沉浸体验。

总之，游戏世界的完整性依赖于视觉连续性、逻辑一致性和

互动体验的协调。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确保游戏世界的统一性和

沉浸感，使玩家能够深度参与其中并感受到完整的游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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