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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陕西体育文化形象五感设计策略研究

郭祎  王锐明  杜黎明 
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目的：在新时代下采用新思路规划陕西体育文化形象宣传的新设计。方法：以文献资料法分析陕西体

育文化形象宣传的现状；以问卷访谈法提取被访者对于陕西体育文化形象宣传的需求和建议。结果：被访者对陕西

体育文化形象宣传的需求和建议较多元化，希望能从多角度展开宣传。本文依据调研结果，以五感设计为导向，规

划了体育文化形象宣传的新策略，以打造陕西体育文化发展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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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陕西吹响十四运会宣传的号角，体育文化宣传

工作拉开了新的帷幕。扩大体育声音、传播体育知识、

讲好体育故事、弘扬体育精神，紧盯追赶超越和建设体

育强省成为我省体育文化宣传的目标。在多样的传播途

径、多变的技术、多元化观念的新环境下，如何做好体

育文化宣传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以期从形象设计

策略角度打开陕西体育文化宣传的新窗口，为陕西体育

文化事业做出一定贡献。

一、陕西体育文化研究现状
目前就陕西体育文化方面的文献资料来看，研究角

度主要以体育文化传播的形式、发展路径、体育文化交

流等方面涉猎较多。陕西体育文化传播层面，有从陕西

农村体育宣传的方式与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可以

通过引导、说服、影响农民体育观念和态度来激发农民

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从而推动农民参与体育锻炼的行

为。[1] 有从陕西体育文化传播娱乐化角度进行了研究。

提倡体育文化娱乐本土化，注重人文关怀，扩大群众体

育的发展规模，注重媒体传播的质量。[2] 

陕西体育文化发展路径层面，有从史学角度对汉唐

时期陕西体育文化发展进行了研究，揭开了汉唐时期陕

西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盛况，为当今体育文化的发展与

壮大提供了理论参考。[3] 也有的认为，在新时代加强保

护现有文化资源和民俗体育文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立

足本土构建陕西民俗体育文化特色发展体系是陕西民俗

体育文化发展新路径。[4] 

陕西体育文化交流层面，有从史学角度分析了唐朝

丝绸之路上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发现了对于现代体育

文化发展的启示，认为深化体育文化对外开放水平，树

立体育文化自信，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现代东方体育文

化体系，促进我国体育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国家软

实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推手。[5] 还有以

丝绸之路为基点，研究了陕西体育文化在交流中的实施

建议，认为合理的进行体育文化资源的选择，突出丝绸

之路起点特色；基于文化差异性充足的尊重有效实现对

多元化的整合；对体育文化交流方式进行创新与拓展来

实现交流方式的优化。[6] 

以上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依据。从文

献资料来看，以设计学角度探究陕西体育文化宣传的相

关研究资料相对较少。现有的主要有体育赛事的导视系

统研究、场馆的标识形象研究、体育服饰的设计研究等。

本文着力在陕西体育文化形象宣传方面探究出设计的方

法与策略，提升陕西体育文化的宣传质量和水平，树立

陕西体育文化自信，实现体育强省的目标。

二、受众问卷访谈研究
根据研究目的，展开了以问卷访谈法对相关人员进

行调研，以期得到对本研究有利的信息和数据。首先结

合目前体育文化形象宣传的现状以及未来要如何发展制

定了相关的问题。第二，选定访谈对象，主要以省、市、

区、县等宣传部门的相关人员、群众、设计师等为主。

第三，展开访谈，以一对一的形式了解被访者对该问题

的看法和建议。最后，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将被访者

的看法和建议进行比较，得出相应的比率，成为下一步

研究的参考数据。

访谈的问题主要围绕被访者如何看待陕西体育文化

形象宣传的问题；陕西体育文化形象宣传目前的特色是

否明显；被访者更喜欢看到什么样的宣传形式；如果作

为设计师，将会如何去选择素材；什么样的元素更适合作者简介：郭祎   咸阳师范学院设计学院教师，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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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陕西体育文化的形象；做好体育文化形象宣传对陕

西的整体发展会有什么影响等。

通过沟通，选择了 30 人进行访谈，其中体育公职

人员 10 人，普通群众 15 人，设计师 5 人。年龄分别为

18-65 岁之间，男性 18 人，女性 12 人。被访者分别对

制定的问题进行了解答。由于工作性质和性别的不同，

回答的结果各有差异。其中 85% 的人认为陕西体育文

化形象宣传非常重要，尤其在迎接十四运的过程中，宣

传陕西体育形象，传递体育声音，讲好体育故事都是应

该付诸行动的；同时谈到作为宣传问题应该有一个宏观

规划和顶层设计，来合理的安排宣传的办法。有 75%

的人认为目前陕西体育文化形象特色不明显，宣传形式

单一，应该增加宣传的平台和途径，让人们在不同的领

域都能感受到陕西体育文化的魅力。有 60% 的人谈到

如果自己作为设计师应该深入了解陕西体育文化，挖掘

体育历史，从中凝练体育元素，以新的形式展现给受众。

有 50% 的人认为陕西体育文化元素丰富多彩，从古代

到现代，从传统到民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蹴鞠、

打马球、赛龙舟、陕北腰鼓、棋牌、杂戏等。被访者一

致认为做好体育文化形象宣传对于陕西整体的发展有很

大的影响，宣传陕西精神，展现陕西风貌，体育强省具

有现实意义。

通过访谈结果分析发现，被访者对于陕西体育文化

形象宣传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比如宣传途径的多

元化，可以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体会体育文化精神；通

过新媒体制作运动明星短视频，宣传体育文化；通过漫

画或插画表现体育元素等，大多结果都比较有实际意义

和价值，对于本文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被访者谈到存

在问题时，均能够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比如宣传途径

单一，受众关注度低，体育文化认识淡薄等。从诸多方

面可以反映出，体育大众宣传、体育文化普及的必要性。

三、陕西体育文化形象设计新策略
（一）顶层设计，科学规划

根据文献和访谈结果可以看出，作为体育文化的宣

传必须要有一定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才能够为形象

宣传指明方向，做好宣传框架和部署，有节奏的、全方

位地进行宣传活动地展开。首先，从政策层面进行引导

和支持，树立正确的宣传理念和目的，支持各行各界根

据自己的行业特色有机地融入其中，以多元化手段传递

陕西体育精神，讲述体育故事。其二，利用各种体育赛

事扩大文化影响，比如十四运的召开，就是陕西体育文

化形象宣传的有力推手，通过赛事中地多渠道宣传，让

更多的人了解陕西、爱上陕西，将陕西体育精神和人文

精神传向国际。其三，以大众体育娱乐为媒介，让更多

的人在参与体育娱乐的过程中了解体育文化。比如少年

儿童可以通过参加体育俱乐部训练、体育课堂、体育游

戏等形式了解体育项目历史，掌握体育知识，从而成为

长期素养的积淀。陕西传统体育项目和民间体育项目众

多，让青少年熟悉现代体育技能的同时，也组织他们多

了解陕西传统体育和文化，从而树立文化自信。大学生

更多的可以在比赛和课程当中了解陕西体育文化历史，

感受传统体育和民间体育的魅力，增加此类课程的专题

学习和研究，培养更多的体育文化研究接班人。成年人

可以通过广场舞、棋牌、体育活动等形式了解每类体育

项目的来源和发展。其四，以设计的手段利用视听媒体、

体育文创产品、漫画、插画等形式丰富体育文化宣传的

多样化。

（二）创新思维，深挖凝练

从宣传的路径角度看，体育文化的宣传不仅限于视

觉宣传，还可以将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其他感官

层面列入宣传的路径当中。就目前的宣传路径来看，相

对比较单一，要素的展示也较为呆板和老套，往往不能

够引起更多人群的关注。因此，要以新的思维方式解读

现代人的思维和审美，创新体育文化元素，将历史性文

化以新的形式呈现。并且从造型和色彩以及字体设计上

要深挖凝练体育文化元素、抓住陕西体育文化特色，增

加辨识度。如陕西从古到今具有代表性体育项目：蹴鞠、

打马球、街道象棋、射击、陕北腰鼓、关中社火、陕南

赛龙舟等其中特色元素的凝练。

（三）五感效应，路径多元

从设计学角度看，五感效应更适合全方位的体育

文化形象宣传。首先是视觉宣传。在调研过程中，年轻

的被访者谈到现代的体育文化视觉宣传过于陈旧，没有

抓住 90 后、00 后的审美需求。他们认为在视觉设计中

应该增加更多二次元的元素加强年轻人对体育文化的关

注，色彩方面应该增加强对比的色彩搭配，彰显体育文

化的魅力，比如陕西的高级黄和灰蓝。其二，视听结合

宣传。如邀请陕西优秀的运动员拍摄抖音短视频来增加

线上人群的关注，多展现正能量的体育文化精神，树立

健康活力的陕西形象。以插画、漫画的形式展现运动中

的“高光时刻”，让体育文化现代化。其三，触觉宣传。

利用立体化或可触摸的设计形式呈现体育文化内容，让

人们能够触摸体育，感知体育。比如，体育器材的材质

触摸设计，体育文创产品的立体设计等。其四，嗅觉宣

传。此类宣传在体育文化宣传中，相对比较难以呈现，

但是经过精心设计，将会有更加新奇的效果，如通过容

器收纳气味放置在体育博物馆供盲人群体了解体育项目

种类，气味提取可制作日用产品，满足体育爱好者的使

用。其五，味觉宣传。味觉更让人难以忘怀，记忆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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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体育文化通过味觉很难直接被感知，我们可以通过

间接的联系设计出具有体育项目代表性的产品，比如陕

南人端午节赛龙舟时喜欢吃粽子，才觉得端午节过的比

较完满。因此，要深挖体育文化背后关联性的事物，让

味觉宣传成为特色。

结语
新时代，陕西在追赶超越的路途中，体育文化形象

宣传成为体育强省的必备环节。传递体育文化，讲好体

育故事，弘扬体育精神，以五感设计效应，展示不一样

的陕西。在宣传中将陕西的体育人文、热情豪放、仁义

友善的气质与风格展示给世界。

（本文为支撑 2020 年陕西省体育局常规课题，项

目编号：2020363；本文为支撑 2019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项目编号：201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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