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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运用往往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色

彩作为一种没有灵魂的客观存在，能够在基于设计原则的基础

上，表达不同的情感和设计理念，与此同时更是能够为我们的

世界带来不同的感官刺激。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通过对于视觉

经验与外界色彩的判断，对外界色彩的刺激响应进行了合理化

的调整，使得其能够寓于广告设计的不同文字和图形元素中，

并逐渐成为最为先声夺人的设计元素。

1  基于视觉传达的广告设计分析

由于多种原因，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视觉传达及其运用在国

内的发展较为滞后，但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

广阔而又复杂的国内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而随之而来

的便是广告设计的爆发式发展和理论增长。基于视觉传达的广

告设计能够通过刺激人们视觉神经的方式，实现对于广告内涵

和设计趋向的广泛传播，是当前现代广告设计的主要设计方法

之一。而基于视觉传达的广告设计产品大多以图形或者立体结

构等方式呈现，其中印刷制品广告最为常见，是现代商业艺术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起到了构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认知偏

差的作用，能够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的产品与设计理念，

从而更好地促成双方交易。这种以图形和色彩为基础的广告设

计，不仅在现代商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是在现代文化领域形

成了独特的艺术价值，为全世界人类的精神世界的构造提供了重

要作用，并发挥出了独特的价值优势和功能优势[1]。

2  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视觉传达功能价值分析

想要更好地了解和运用某种现代设计方式，便需要更好地

了解其自身所带来的价值，并从视觉传达功能和价值等方面进行

综合分析。

2.1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视觉传达是带来视觉冲击的基础

色彩作为广告设计中最能带来直观视觉冲击的元素，其对于

广告的视觉效果而言最具影响力，更是在设计理念的运用中起到

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从国内外广告发展和国际化的运用过程中

来看，色彩能够在不同文化和语言中起到最为直接的内涵展示作

用。同时，色彩也是最能影响到人们生活的设计元素，其在色彩

传达和价值观体现中都具有显著的效果，更是以期独特的真实性

和认知性赋予了广告更多的价值和吸引力。换句话说，相比于文

字与图形而言，色彩能够更加快速和直观地刺激人的感官，带来

最直接的感官刺激，并在人的记忆和脑海中留下深刻的瞬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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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在广告设计中，如何把握色彩来表达设计理念，并掌握

色彩运用的规律，是广告能够带来预想中的视觉冲击的基础和关

键环节[2 ]。

2.2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视觉传达是广告设计的目的

现代广告设计大多由图形、文字和色彩等多种要素共同构

成，多种要素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了现有广告设计的基础，并通

过视觉传达以达到所预期的目的。而在这其中，图形和图案大

多也需要依靠色彩来呈现内涵，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广告

设计的设计理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色彩的视觉传达效

果视为广告设计的追求，是广告设计的重要目的和目标。因此

在进行广告设计时，不得不去考虑色彩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色彩作为能够通过视觉神经影响到人类心理和生理印象的一

种设计要素，其在广告设计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色

彩作为一种比较好的情感渲染方式，在众多广告中良好的色彩

运用能够让其格外突出，进而引起消费者更多的注意，起到广

告宣传的最终目的，即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而色彩传达作为一

种直观的可进行心理刺激的设计要素，其内在所蕴含的价值理

念和视觉意识更是能够帮助其更好地展现出广告的设计内涵。

为此，在进行广告设计时，需要着重思考色彩传达所能够带

来的不同的视觉传达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出更具有内涵性的

广告和设计理念，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广告或者视觉传达中所

展现的内容，达到广告的最终目的。

3  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视觉传达运用及示例分析

根据不同的广告设计理念与内核，笔者梳理了相关文献

和实践经验，对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视觉传达运用进行了简要分

析，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视觉传达运用

的作用。

3.1在广告设计中运用色彩表达主题

通过上诉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色彩对于消费者的感官刺激

较为直接且极为强烈，即相比于文字与图形而言，色彩能够更加

快速和直观地刺激人的感官，带来最直接的感官刺激，并在人的

记忆和脑海中留下深刻的瞬时印象。消费者无论是在何地注意到

色彩较为鲜明的广告设计作品时，都会对色彩的运用具备更为深

刻的印象，与之相对的文字反而并不具备太大的影响力。因此，

想要更好地表达广告设计的主题便需要充分利用色彩的作用，让

广告设计中的色彩搭配能够在符合主题的同时，直接抓住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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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球，给予消费者最为直观的色彩信息与主题展示。例如近

些年的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在推广自身短视频软件“抖音”

时，色彩的搭配便在突出主题的同时，实现了最为直接的感官

刺激，让消费者能够在众多同类型产品中选中自身产品。换句

话说，通过色彩的合理搭配实现对于观众感官的刺激，一个很

重要的原则便是让产品具备更为显著的识别性，让消费者对广

告中的产品能够留下更为深刻的客观色彩印象[3]。

长期以来，互联网公司大多都会选择将自身产品与色彩绑

定的方式凸显主题，提高自身的可识别性，并在消费者的脑海

中留下了极为显著的色彩感受。例如在谈到电商市场的产品

时，黄色大多情况下代表了淘宝，红色代表了京东。而在其

他领域，色彩对于主题的突出作用也极为显著，历来具备先进

性和创新、简洁等特点的苹果公司，其产品的色彩主题也与银

色相绑定，而与之相对的微软公司则更多的偏向于蓝红色段。

所以在广告设计的色彩搭配时，往往需要注意好色彩与产

品本身主题之间的配合，让色彩搭配能够有效地表达出广告设

计的内涵和主题信息，让消费者能够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色彩

感官印象。

3.2广告设计中运用色彩表达为消费者带来不同感受

由于不同色彩能够为人们带来不同的视觉冲击感，并在消

费者的心理层面带来不同的效果和反应，所以广告设计中的色

彩运用往往与消费者心理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以图

形和色彩为基础的广告设计，不仅在现代商业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更是在现代文化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价值，为全世界人

类的精神世界的构造提供了重要作用，并发挥出了独特的价值

优势和功能优势。在长时间的色彩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暖

色调往往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积极向上的心理感受，相比于让

消费者趋于冷静的冷色调而言，更能够让消费者感到亢奋并产

生消费的欲望。但是过于明亮的色彩又会导致过度的刺激和反

应，导致消费者很容易产生厌烦感，并会逐渐消减自身的消费

欲望。为此在进行广告设计时，需要针对不同的设计理念和设

计目的合理地搭配色彩，并针对不同色彩可能为消费者带来的

不同感受，通过色彩表达合理影响消费者的情绪。例如在促

销时尽量选择一些暖色调或者色彩鲜艳的颜色进行广告设计，

以便于能够为消费者营造出紧张的气氛，促进消费者的消费

欲望。

3.3广告设计中运用色彩突出商品档次和特征

不同的产品往往具备着不同的特征和卖点，同时在不同档

次也都有着不同的广告和宣传需求，所以在进行广告设计时运

用色彩时往往需要考虑到产品自身的特性和需求档次，突出商

品自身的卖点和形象，让消费者能够直观地从广告设计中感受

到产品的特点和卖点。而这就需要对产品自身的特性进行充分

分析，同时考虑到不同色彩所能够表达出的不同的特性，进而

使得色彩运用能够跟产品自身的特性相结合。例如在实际的应

用过程中，白色往往是一种代表着纯洁的色彩，因此通常会与

代表着卫生和纯洁的商品相联系在一起，奶类食品就是典型的

例子。除此之外，绿色往往意味着环保，在一些需要突出环

保特征的产品的广告设计中，都会采用绿色作为主要的广告

色。而在机械类产品的广告中，黑色和银色往往是常见颜色。

这些色彩的运用都是考虑到了商品受众的心理特征，根据不同

消费者对于色彩的印象进行的合理搭配。

4  结语

总而言之，广告设计中色彩的视觉传达及其运用极为重

要，尤其在竞争逐渐加剧的现代市场，广告的作用和重要性

已经不言而喻，因此如何更好地在广告设计中应用色彩传达

广告的核心与内涵，逐渐成为广告设计人员不得不去深入思

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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