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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审美在动态设计中的体现

1.1 动态设计中审美范畴
在现代设计中，色彩的审美功能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元素，

并以色彩为导向大众的视觉体验。当人们在欣赏一件设计作品

时，对于作品色彩的美感是能够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当
下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关于色彩的物理学、生理学、心

理学等等领域都有审美体现。色彩的功能性是其最显著的特点，

色彩只有充分了发挥了功能性，才能产生审美的特征。在我们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色彩的审美功能，动态设计中色彩的构

成能够影响整个最终的呈现效果，吸引人们的目光。所以设计

师熟练掌握动态设计中的色彩的特点和运用，能够好地实现色彩
的审美价值。

一般情况下，男性倾向于冷色的色彩，女性更喜爱暖色、

柔和的色彩搭配。所以在动态设计中，色彩的构成要符合人们审
美的需求，能够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给人们带来深刻的感受。

1.2 审美在动态设计中的创造与意象生成

审美创作具有全面性，既要在技术上保持良好的效果，又要
符合形式美的程度。一个有着功能效果好的设计不一定具有审美

的价值，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一个既具有内在美又具有形

式美的作品，那么它在美学和技术上都是出类拔萃的。大多数动
态设计作品的目标是为了人类的情感、生活和发展，这是设计的

本质。设计师从事美的行业，需要将主观意识与审美创造紧密联

系，来持续创造动态设计作品。众所周知，审美意象是审美创作
的最核心的部分，这一过程的产生不仅是人的主观心理活动的产

物，也和人的潜意识或无意的更深层次的非主观意识的心理活动

息息相关。
动态设计创造的过程中产生的技术、艺术、情感的融合，是

动态设计的产物体现出审美的价值，实现作品的内在美和形式美

与的交融，即达到一定的实际效果，也能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一
般来说，富有情感效果、思维的灵活性的动态设计作品，它的审

美设计是别树一帜的，区别于一般事物。所以说这一区别也可以

指审美创造和普通设计的区别。审美创造是一个过程，其形象的
生成总是体现着独特的情感、精神以及意蕴内涵等完美的相结合。

1.3 审美设计中的情感体现

设计的形式美和内在美不仅与时代的物质文化密切相关，也
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文化、对美的理解等因素密不可分。每

一个设计作品都有其独特的内涵表达，当它被构思出来之前，设

计师对它的主题和寓意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它的主题和寓意决定
了思想情感的导向和设计的形式美的发展，并潜移默化的影响对

人们的精神境界，也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感情。比如设计师受个

人审美的影响，结合时代、民族、地域等因素，设计出有着浓厚
个人风格的作品。

2  色彩在动态设计的构成

2.1动态设计色彩的概念及原理
动态设计色彩是人们有目的进行一系列的创造活动，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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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理学、心理学、市场学、美学、社会学等等相关联

的学科。色彩在动态设计中的运用主要是受到设计师主观意识的
影响，可以从素描色彩、客观写实色彩等自然色彩过渡到情感

色彩、意象性色彩、装饰性色彩等主观色彩。它是色彩感性与

理性的结合，是对现实世界的色彩重新组合，是对色彩内在美
更具体、更深刻的研究，是我们认识事物时对色彩组成要素的

理解。动态设计色彩涵盖的范围很广，几乎包括了人们所有有

目标的活动。人们生活中到处都有色彩的运用，从食物到服
饰，从化妆到室内装饰，从书籍到电影，从舞台装饰到摄影等

等。在色彩的运用下，设计成为一个大的领域，给我们的生

活、行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2.2动态设计色彩的文化内涵

我们对色彩的认识和运用是一个从感性升华到理性的过程。

大自然的色彩虽然绚烂多彩，但却是杂乱无序的。如果我们将自
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结合起来，一步一步凝练色彩的文化内涵，通

过复杂的自然色彩进行整合，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色彩体系。只

有将色彩的文化因素加入到动态设计当中来，才能能更好地表达
深刻的内涵，让整体得到提升，给人们的精神层面带来巨大的影

响。在动态设计中，不同的色彩能够带给人们不同的文化和情感

的含义。
色彩是艺术语言和手法的一种，将色彩与一些富有文化内涵

的元素、具体的主题相融合，可以形成丰富而具有审美内涵的色

彩文化。为了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动态设计中色彩的运用，不
光要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内涵，还需要满足人们内心的感

受，从而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实现商

业和文化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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