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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可视化

“数据”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一种比较枯燥死板的信息印

象，那么数据可视化又是什么呢？从字面意思来看，很多人会说

就是将数据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讲是片面的。数据可视

化是以数据为视角，以图表或者图像的形式为依托来看世界，简

言之，数据是我们用来探索世界，描述世界的工具之一。

起源于1960年计算机图形学的数据可视化，是人们在使用计

算机创建图形图表时，把数据的各种变量和属性呈现出来。但是

如今是信息数据大爆炸时代，以往旧的数据计算方法已经满足不

了人们对信息的追求了，需要更加高级的方法来给人们创建更加

复杂，展现效果更加丰富的实时动态数字模型。因此对于数据可

视化有学者给出以下定义:“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基本思想是将数据

库中每一个数据项作为单个图元元素表示,大量的数据集构成数据

图像,同时将数据的各个属性值以多维数据的形式表示,可以通过

对不同纬度数据的观察，进而对各种数据有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理

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数据时代，数据可视化被当做一种应用技

术，与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密切相连。

数据可视化系统目前被大规模用于城市智慧系统，如，智慧

城管、智慧医疗、智慧园区、智慧灌溉、智慧警务等，近两年开

始流行，对这些特定行业也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数据可视

化应用的趋势与前景。

可视化的作用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展示需求，

也就是数据可视化会将我们已经知道的数据或者是分析所得的结

果，通过图标或者图像的形式展现给大众，这种技术大多用于公

告平台或者是研究报告场合，展现于大屏幕之上。这种方式也迎

合了受众的喜爱；第二是数据的分析需求。一些很好的可视化展

现方式可以将数据转化的非常有趣，让读者对此感兴趣。同时这

种直观的表现方式也为受众提供了高效的信息决策方法。

2  数据可视化的发展现状

2.1国外数据可视化的发展

在数据可视化新闻发展上，国外数据新闻可视化对比国内数

据新闻可视化要早，借助数据可视化技术，已有国内外众多优秀

报刊杂志将视觉化传播和图像化传播手段作为新闻创新、提升自

身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如卫报、芝加哥论坛报、BBC、ABC等。但

我国也有后发制人的优势，随着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和搜索引擎技

术的进步，政府信息公开化，众包模式的兴起，人们获取和解读

数据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基于数据挖掘、理解数据基础上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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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闻可视化，成为新闻叙事手段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突破。

2.2国内数据可视化的发展现状

我国媒体利用数据可视化进行新闻报道的整体水准处于上升

阶段。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借助于常用表格、柱状图、饼状图

等形式来编辑美化版面，通过数字和文字介绍、画外音的形式宣

扬某一领域的发展历程。这种陈旧的报道方式充满了封闭性，语

言僵化，宏观理论流于表面，难以让受众直观理解和思考数字的

具体意义，揭示事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现如今，国内的腾讯的“数据控”、网易的“数读”、新浪的

“图解新闻”，还有人民日报的“中央大厨房”都显示了我国数据

可视化相比过去有所发展。以前新媒体信息或产品的表现方式主

要以图片为主，就是将具体的文字信息转化为抽象的图像符号，

用视觉表达方式来向人们灌输文字信息。目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飞跃前进，图像符号已经是最最简单的向用户传达信息的表现方

式了，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开始借助大数据背后的各种价值来发展

与创作。

3  数据内容可视化的优势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萌生了新的媒介形态，比如现在常见的微

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app等。在种种机遇下，产品可视化在新

媒体时代的变革中改变了媒介事物中所有的表达方式。本次实践

中，我们运用新媒体技术将漫画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给用户，产

品内容从图片的形式转化为生动的动画形式，突破了本身的表达

方式，顺应了充满压力的社会生活节奏，让读者在碎片化时间上

达到放松的目的，同时也具有感情色彩从而深入人心。

我们也可以拿抖音来看，从2017年底起到现在大火，前两日

有研究称“短视频”成为现在年轻人时间的一大杀手。其实不只

是年轻人，我们平时出行不论是地铁上还是公交上的行人，几乎

人人抱着手机，大部分人都刷着小视频，这也是现在短视频发展

快速的原因之一，能够让体验者在短时间内不需要费脑就能获得

自己想要的内容。

作为一名合格的新媒体人，我们在产出的过程中一定要将用

户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要重视用户的碎片化时间，提高用户的

在线时间，在这里以往的文字或者图像的表现方式在吸引力上就

很小了，这就体现出了“可视化”的优势。因为我们的大脑在接

收纯文字的时候，是需要耗费一定脑力来分析和成像，但用户看

到了可视化产品时，就会省略大脑的部分处理工作，从而用户才

会有精力和兴趣阅读更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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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媒体传播中数据可视化的研究与应用

以抖音APP 为案例，作为实时信息的新媒体短视频分享平

台,在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等时效性信息传播上,抖音更是超越了

传统新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流量渠道,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

与其他各种新媒体社交平台不同的是，抖音短视频的碎片化、

强互动的传播方式以及病毒式的扩散速度，使得可视化内容传播

与传统文字数据传播方式差异甚大,正如抖音平台的slgan“抖音

记录美好生活”，抖音涵盖了颜值、美食、美妆、服饰、宠

物、明星、探店等近 6 0 种垂直细分内容领域，可谓贯穿生活

的方方面面，这为大数据可视化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近乎全面的

植入场景空间。

同时，抖音的短视频内容适应性极广，各行各业都能通过

短视频的方式呈现内容；其内容承载量也大，15秒的短视频内容，

将信息内容碎片化，减少了大篇幅的文字叙述信息的复杂性。

数据可视化与新闻传播的融合发展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发展尤

为明显。大数据时代意味着一切皆可被数据化，新闻媒体肩负

着监測环境、传播信息、对周围世界变化。作为新闻传播者可

以通过数据可视化检测新闻信息传播的方向、受众、领域等重

要传播数据，作为受众也可以通过数据可视化比如点赞量、评

论量、排名等去选择信息。这样的大数据可视化既给了创作人

方向，也给了受众垂直的信息领域，不得不说的数据可视化更

是开启了一种将传统的新闻嗅觉、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的能力和

海量的数据信息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新媒体产品生产流水线

化，影视制作人员负责视觉包装，记者搭建新闻讲述框架，大

大提高了新闻产品的生产效率，并且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果。

数据可视化等应用技术在加快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

发展方面也功不可没,传统媒体的新闻作品由文字、图标和图片

等形式构成，而可视化后的数据新闻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将视

觉的冲击力放在了第一位。由此，就要求新媒体新闻记者不但

要求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功底还要具备图像设计能力、信息编辑

的能力，甚至是要会使用数字模型搭建等技能，后期制作，

Adobe photoshop、Adobe After Effects 、3D Max等软件应

用。这些软件功能的运用可以使单调的文字和数字变成具象且生

动的可视化内容。或将数据置于三维空间，亦或者用生动的图

形、图像来呈现出事实、道理和故事。

5  新媒体信息可视化发展的思索与展望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信息的可视化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一点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为我们带来

信息交流便利的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弊端。新媒体信息可视化的

弊端之一是缺乏创新性。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信息可视化的社会

实践提供坚实的基础，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的资源共享时代，

人们在做新媒体内容是会出现模仿借鉴甚至抄袭现象，这都是屡

见不鲜的，使得很多作品缺乏内容和价值。因此，我们一定要

利用好互联网资源，用心创作，设计出新颖有内涵的作品。

新媒体信息可视化未来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可观的，一是因为

互联网只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在这种大背景下推动其向前走，

但要想发展的好就一定要融入用户的情感体验，将其做为第一设

计要素，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进行创作，则失去了创作的意义。

二是信息传播人文性逐渐被关注。早期新媒体的发展就已经能够

满足人们对基本信息的需求，现在打开各类型的短视频APP我们

不难发现情感类的作品受关注很高，人们很容易就能产生情感共

鸣，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基于用户的情感体验，大众的焦点

已经逐渐转移到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上了。那么在数据内容可视

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下，学习新媒体传播的传媒从业者就要树立以

数据内容可视化为目标，加强以用户体验感为设计理念的信息可

视化设计，跟紧新媒体内容信息可视化趋势，将新媒体新技术

深耕于行业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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