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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传播与信息认知的视觉设计艺术高质量发

展策略研究

李玉美

（荆楚理工学院　湖北　荆门　448000）

摘　要：视觉传播作为当前最为主要的传播方法，在全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下，视觉设计艺术的信息传播功能得到认可。而面对受众群体
视觉感受体验的变化，为更高质量的开展视觉设计艺术活动，展开对信息传播和信息认知功能的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视觉设计艺术高质量

发展的策略，通过视觉信息的设计，完成视觉信息双向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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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method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function of visual design art has been recognized. In the face of the changes in the visual experience of the audience,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visual design 
art activities with higher quality, we carried out th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nformation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put forward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isual design art. Through the design of visual information, we can complete the two-way transmission of 
visu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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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视觉传达作为一种艺术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在目前媒体融合

发展的背景下，视觉传达的渠道不断增加，视觉设计艺术呈现的效

果更为多元。但是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受众群体对于视觉要素的理解

更为浅显，表明视觉设计艺术忽视信息传播和信息认知的效果。对

此，从信息传播和信息认知的角度，展开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促进

视觉设计艺术高质量的开展。

二、信息传播与信息认知

（一）信息传播和信息认知的概念

信息传播主要是指人们借助文字、图像、声音等载体，进行

信息传播和沟通的动态形式。信息传播主要由传播对象、传播主体、

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等要素构成，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可经历三个

环节，一是传播环节，信息的传播主体为跟准确的传递信息，根据

传播对象的接受能力，将传播内容转化为更好容易理解的内容，使

接受信息的主体能够快速的获取信息。二是译进环节，面对所接收

的内容，传播对象需要结合自身的理解，作出信息具体的解释。三

是反馈环节，受众者将自身的反应反馈给信息传播者，使信息的传

播更明确有效。

信息认知主要是指获取信息的过程，是面对信息产生的客观

反应。它主要包含感知、记忆、理解、思维等，而思维的变化是信

息认知的中心环节，只有思维产生变化，信息才能从物理形态，进

入到人的头脑中通过神经进行转化，完成信息的提取、储存、应用。

而在神经转化之后，进行的心理过程的转化，可利用不同的视觉要

素，以及视觉设计方式，通过对人视觉的冲击，优化人的视觉认识

效果，并对人的精神、意志、气质等产生影响，从而提高信息服务

人的效果。

（二）视觉设计艺术中信息传播构成

视觉设计艺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依靠设计者所传达

的信息内容，以视觉符号的形态展示出来，使更多人获得信息，达

成信息传播的最终目的。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信息传

播的元素，都是影响传播效果，以及视觉体验的关键因素。具体分

析视觉设计艺术中信息传播的构成，发现传播中的信息来源、受众

群体、传播媒介都是主要的影响要素。其中信息来源是信息传播行

为的引领者，也是信息的创造和主要来源。信源可以是个体也能是

一个群体，在视觉设计艺术活动的初期阶段，视觉信息设计者充分

了解传播对象的意图和需求，根据所传达的意向选择设计元素和素

材，通过艺术化的设计，将信息进行完整且准确的表达。信息传播

中的受众群体主要是指信息的接收方，受众不但是信息传播过程中

的最终环节，也是信息传播的主体对象。在受众群体中，信息的传

播不但可接收到反馈内容，还能在不同的受众群体中获得差异化的

理解，这种差异化的反馈表明信息传播更具有效果。传播媒介主要

是指信息传播过程中借助的传播渠道，包含传统的电视、广播、报

纸等媒体，也涵盖全新的媒体平台。视觉设计艺术主要借助印刷物，

在各大媒体平台中进行展示和宣传，以更为立体的形态增加视觉效

果，可带来更优质的传播效果。

（三）视觉设计艺术中信息认知的过程

视觉信息的认知过程依赖以信息传播对象的认知能力，面对

外界复杂多变的信息，受众主体总能调动自身的认知能力，完成信

息的判断，识别、选择、记忆等，最终达到信息传播和认知的目的。

因此，视觉设计艺术中信息认知可具体分为视觉注意、视觉理解、

记忆等环节。其中视觉注意主要是面对全新的信息要素，人处在信

息群中，会受到自身喜好、兴趣、认知能力等因素影响，对部分信

息进行忽略，而对部分信息有着更大的关注。选择性的理解和选择

性的应用是信息用户认知能力的突出特征。对这种选择性行为的分

析研究，利于视觉设计艺术中的信息服务，更加符合用户的需求和

喜好。而视觉理解环节主要是相较于视觉注意更更层次的视觉活动。

对于信息的理解是人脑信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变化，大脑通过

推理、想象、判断等心理活动的相互作用，对信息进行加工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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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产生全新的心理表征，完成理性化的心理认知。视觉记忆是信

息获取者进行信息处理的关键环节，在人们视觉获得相关信息后，

将信息输入大脑进行储存，在视觉设计要素逐步失去人的视觉刺激

后，信息在脑中的储存，可通过信息的再现完成再次的认知。

三、基于信息传播与信息认知的视觉设计艺术高质量发展策

略探讨

（一）推进视觉设计艺术与数字信息媒介融合，提升视觉设计

信息传播效果

基于信息传播与信息认知的视觉设计艺术发展，必须要把握

数字化时代发展机遇，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将

视觉设计艺术从平面化、静态化逐渐向动态化、综合化方向转变，

能够有效提升视觉设计信息传播效果，设计出更加完美、表达信息

更全面的视觉作品。基于此，设计师应深入分析、研究掌握多种传

播媒介与传播方法、运用数字信息媒介拓宽视觉传达设计信息传播

渠道，提升视觉传达效果。一方面，可通过助推视觉传达设计艺术

与可穿戴技术相结合，发挥数字媒体信息传播时效快、范围广、多

样性等优势，丰富信息传播，扩大信息传播覆盖面。可穿戴技术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提出的创新技术，该技术主要是将多

媒体、传感器与无线通信等技术嵌入可穿戴设备中，通过使用者摆

出手势和转动眼部来操作，属于一种全新的交互方式。可通过将视

觉传达设计艺术与可穿戴技术相结合，围绕可穿戴设备发展趋势，

创新设计非主流产品形态与主流产品形态，包括手表、万代、鞋袜、

眼镜、头盔以及智能服装、书包、拐杖等。可通过创意设计此类产

品，在可穿戴设备上实现视觉设计信息的有效传达。另一方面，选

择与流媒体相结合，采用流式传输的方式，传播视觉设计信息，增

强受众直观的认识。流媒体指的是一边传输一边播放的一种新型媒

体形态，属于多媒体的一种。通过流式传输，能够将视觉设计信息

以声音、影像或者动画的形式，向用户计算机连续、实时传送，用

户只需经过几秒或几十秒便可实时观看。不仅能够有效丰富人们的

视觉感官，还能增强视觉设计艺术的感官效果，为用户带来更快的

交互感受。

（二）遵循基于信息认知的视觉传达设计原则，提升视觉设计

信息认知水平

基于信息传播与信息认知的视觉设计艺术高质量发展，必须

要严格遵循新媒介视觉设计原则、设计流程与设计方法，不断丰富

和创新视觉设计艺术发展形式，提升视觉设计信息认知水平，取得

良好的信息传播效果。

一是遵循综合性原则。基于新媒介的视觉设计艺术除了涉及

大量图形设计手法与传统动画、影视的表现手法，还综合运用多种

计算机技术手段，包括电脑图形、电脑音频、网络通信技术及表现

手法等。使视觉设计艺术在信息传播方面变得更加复杂，要求更高。

就需要设计师加强与工程师、音乐师之间的合作，根据设计手法与

技术运用的复杂性特征，结合视觉设计内容，动用大量设计、制作

力量及信息资源。使设计出来的视觉艺术作品能够呈现多元立体、

多种科技艺术综合屁股的新特点，以更好地实现信息传播与信息认

知。二是遵循高技术性原则。基于新媒介的视觉设计艺术信息传播

主要涉及到电脑硬件、软件、互联网、数字视频与生平设备、通信

网络等高技术设备。此类技术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不断更新换代，

导致视觉设计内容与形式始终处于多变和不断发展的状态。为实现

高质量发展，设计师必须要把握这一发展机遇，紧密结合此类高技

术设备的发展速度，不断更新和提升视觉设计艺术中的软件使用水

平与技术水平，加强高技术性能的学习和培训，以更好地利用此类

高技术完成高质量的视觉形象设计。

（三）在视觉设计艺术中融入信息传播符号，有助于达到良好

的信息传播目的

视觉传达设计艺术的核心要素电视视觉符号，在视觉传达设

计艺术中，实现信息传播与信息认知，只有将符号作为传播载体，

才能实现传播目的。视觉符号系统主要涵盖摄影、电视、电影、造

型艺术、城市建筑、舞台设计、广告设计以及标识符号设计等等，

都是当代人随处可见、随时随地能够接受的一种有效视觉信息。视

觉符号系统也可与其他系统符号整合构成新的复合系统，如现代视

听学习系统或多媒体系统，包括电视、广告等，主要是有几种或全

部感官来接收视觉信息。为更好地促进视觉设计艺术创新发展，可

通过在视觉设计中广泛应用视觉符号，即文字、图形、图像等，运

用语言象征与非语言象征来有效传达视觉信息，能够使受众产生视

觉注意，引起视觉趣味，从而达到良好的视觉设计效果。设计师助

理信息的发送者，传达对象是信息接收者，在信息传达过程中，发

送者与接受者必须具备部分相同的信息知识背景。即信息传达时运

用到的视觉符号至少有一部分，既存在于发送者的符号储备系统中，

也存在于接收者的符号储备系统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视觉信息

的有效传达，否则将难以达到任何的信息传播效果。同时，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个视觉符号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设计时就要求

设计师要遵循接收者知识背景、文化背景与传达内容，科学选择视

觉符号及传达媒介。才能保证信息接收者真正理解视觉传达信息内

容及含义，达到信息认知与理解的目的。

（四）基于信息认知实现多维视野视觉传达设计，促使受众多

角度认识视觉信息

传统的视觉设计艺术是一种单向传播模式，设计者无法了解

受众反应，设计出来的视觉作品仅能体现设计者的思想与认知，受

众难以参与其中。基于数字媒体的视觉设计艺术，则有效实现设计

师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交流，由设计师通过视觉设计传播信息，受众

接收信息达到信息认知的目的。因此，为了让受众牢牢记住视觉设

计作品传播信息内容，就必须要创造出能够引人注目、激发互动欲

望的视觉图像，才能实现信息的双向传播、认知与接受。在具体实

践中，可通过创造出有颜色、线条、光和形状中元素所组成的视觉

文本，在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将视觉信息传达给受众。由受众选

择性接受、感知和理解视觉信息，通过网络平台将意见反馈给设计

者，从而真正实现信息传播与信息认知。

结语

总而言之，视觉设计艺术领域中，设计效果的呈现，不但依

靠视觉传达的载体，信息传播的效果，以及信息认知的过程都影响

视觉设计的效果。视觉设计艺术作为传递信息的艺术活动，借助色

彩、图像、线条等要素传递信息，可带给传播对象较为丰富视觉体

验，促进人们对信息的视觉化理解和记忆。面对这种特征，视觉设

计艺术需要以信息传播和信息认知为目的，借助新的媒体渠道，在

设计中融合信息传播符号，不断提升信息展示的效果，提升信息认

知的水平，从而达到更好的信息传播目的，利用一种传递信息的方

式，使大众不可抗拒的转变信息认知的方式，不断的影响着大众的

观念，从而完成对视觉要素更为多元化的解读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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