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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化设计的情感化表达方式研究 
郑伊达 

（郑州轻工业大学  郑州市  450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多媒体的全面振兴，人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以数量级的方式不断增长，当代的信息以数量大、速

度快、内容杂等特征入侵者人们的生活。那么面对各种形式的繁杂信息，对信息的梳理、分析、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多种的

信息处理手段之中，信息可视化设计以直观、简洁、快速等特征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需求，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信息可视化设计的

形式越来越丰富，大众对其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目的是将繁杂的信息用图形、色彩、版式的设计更直接的传递

给大众。但与此同时，信息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也导致我们对信息的接收选择变得愈发苛刻，对设计形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信

息可视化的有效传播就变得十分重要。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融入情感化的表达，不仅利于信息更高效的传播，同时也能够将冰冷的

数据、图表、文字变得易读、可读、有趣。 

关键词：信息可视化设计、情感化、色彩心理学、图形心理、版式设计 

 

一、信息可视化设计概述 

信息可视化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旨在研究大规模非数值型信息

资源的视觉呈现。并且将数据信息以及知识等转化为可视形式以快

速识别[1]。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工作主要是以视觉形式传递信息。其

中视觉元素主要包含文本、图形、色彩等，通过这些元素进行文字

表达、色彩表达、图形表达、版式结构以及情感传递。其目的是对

抽象信息的有效传达，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将信息转变为可理

解性强的图形或者图像，实现从文字内容向图形内容的转化。 

21 世纪无疑是一个信息化时代，而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

化，信息可视化研究面临着多重问题。新媒体时代带来了信息传播

便利性，但其中也不乏有些无用信息和垃圾信息裹挟在一起传播到

我们的信息接收终端，这类劣质信息往往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并且

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恶意宣传，例如通过发布猎奇话题来博取阅读受

众们的眼球，干扰我们对信息的有效判断和筛选。此外，生活中“琳

琅满目”的小广告、公共交通的导视标语、电子屏幕的弹窗“推荐”，

这种标榜着便民、为民为目的的视觉信息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大众的

阅读情绪，这样的公共信息非但没有起到警示或便民作用反而使大

众反感，导致视觉疲劳，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

“‘到处是水却没有 一滴水可以喝’，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

一点有用的信息[2]。”这一方面是因为信息的同质化现象过于频繁导

致大家习惯性的忽略，列为已读信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信息

的呈现形式、设计效果过于单一、无趣且无情绪。不同的内容利用

同样的版式或色彩，会导致大众误以为这些新的信息也是他们每天

习以为常的垃圾信息，进而将它们划进忽略的行列。 

人类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有 80%需要通过眼睛去处理，“看”

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活动。与此同时，人又是情感动物，通

过情感的理解来识别他人传达的情感信息并及时了解他人的价值

观，进而产生共鸣，这样才能达成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对于信息可

视化设计而言，如果仅仅将信息、图表、知识利用图形、色彩、版

式的设计方法来进行，而缺乏情感化因素在其中，则很难使表达主

体在这些“信息盲区”中被注意到，这样的传递方式是无效的或者

说是不够有效的。 

情感受生理、环境、社会的影响。每个人从出生就具有对客观

事物进行情感化处理的能力，随着社会经历和年龄增长的变化，情

感会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在艺术设计的范畴里，感性和理性相互对

被接受者造成情感的影响，信息通过图形、符号、色彩等方式反映

情感，使得艺术作品对被接受者共情，达到目标的传递效果。 

梅心悦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情感信息传达》中总结了以下

特点： 

第一，情感信息具有倾向性。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具有倾向性

的主观判断，通过反省自身需求和社会需要导致的结论，简单来说，

情感可以分为正负面情感和中性情感。对情感信息的倾向性分析，

可以更好的通过设计手段传递心理诉求。 

第二，情感信息具有主观性。情感在本能反应程度上存在很大

差异性，同一件艺术作品可能带给人的感官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

感受可能会不同，或是温暖或是忧郁或感到悲伤，从而对画作加以

不同理解。更多复杂的信息依附于人的情景经历、原生环境，这种

具有故事性的情感信息在作者表达中也具有个人的主观性。 

第三，情感信息具有相互作用的。由于情绪的稳定需要长时间

积累，受历史、客观事物、社会行为影响。看到心仪的物品会兴奋，

看到黑暗的环境会是我们恐惧。其之间相互作用，我们喜欢漂亮的

物品，是因为我们喜欢漂亮物品能带给我们的感受。我们讨厌黑暗，

是因为我们讨厌黑暗带给我们的压抑。情绪反映了我们个人的经

历、联想和记忆。 

二、情感化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表现方式 

信息可视化设计中有文本、图形、色彩三大元素，总结梅心悦

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情感信息传达》中的观点，文字信息是信

息可视化设计中的重点部分，文本可以提高设计的可读性。而图形

的应用比图像信息更为清晰易于辨识。同时色彩是表达思想和传达

情感的媒介，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情感属性。通过不同色彩的应用，

能直接影响受众从视觉到感官 “色依附于形”，色彩与文字、图

形共同组合形成完整的画面，打造良好的视觉感受的同时保证传达

信息的准确性。与上述结合具体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色彩对信息可视化情感化表达的影响： 

在绘画中我们将红、黄、蓝认为是色彩三原色，而心理上有把

色彩分为红、黄、绿、蓝四种，并称为四原色。通常红—绿、黄—

蓝称为互补色。在色彩心理学中将不同的颜色赋予不同的性格、气

质、情绪。例如：黑色象征酷炫、威望、高雅、低调、创意； 灰

色象征诚恳、沉稳、考究；中灰与淡灰色则带有哲学家的沉静；白

色象征纯洁、神圣、善良、信任与开放；红色象征轰轰烈烈、热情、

威望、是个能量充沛的色彩； 橙色富于母爱或大姐姐的热心特质、

给人亲切、坦率、开朗、健康的感觉； 黄色是极其温暖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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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刺激大脑中与焦虑有关的区域，具有警告的效果； 绿色给人无

限的安全感受，象征自由和平、新鲜舒适； 蓝色是灵性知性兼具

的色彩，在色彩心理学的测试中发现几乎没有人对蓝色反感。蓝色

象征希望、理想、独立；深蓝，意味着诚实、信赖与威望 

结合上述，刘亦婷在《色彩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应用》一文

中提出的观点，可以参考以下的应用方法： 

(1)提高明度和纯度对比 

色彩的明度和纯度，指同区间内的明度和纯度上差异对比，在

使用合适色彩搭配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不同信息的色彩利用足够

区分类别。同时保证强烈对比，避免阅读障碍。设计时应结合具体

情况，在信息传达通畅的基础上充分强调差异对比。 

(2)强调色相与面积对比 

加强色相的对比在不同色彩上进行区分，是不同信息的区块分

布更加明显，在需要用户聚焦的信息部分强调色相达到“吸睛”的

目的。并利用不同区块大小来区分具体数量变化。例如大面积的高

明度暖色用来突出内容，低明度、饱和度的色块弱化非重点信息。 

(3)有效的定位色彩 

结合色彩心理学，利用色彩不同的专属含义和价值定位不同类

别信息，将色彩对比度强烈的特征有效表达出来，并符合社会常识

和联想空间。提高设计准确性，更好的展现信息。 

2.图形对信息可视化设计情感化表达的影响： 

图形心理学是在心理学范畴中有关于图形学的交叉学科，图形

心理学通过绘画者所绘图像，从线条、大小等角度去分析解读作者

者心理。科学研究表明，我们常见的各种图形（方形、三角形、圆

形、线条等）都具有其心理含义。许多心理学测试都是通过图形形

状对一个人的心理特征进行判断。 

例如：矩形（方形）的心理学特征可以理解为，方形平整清晰

地棱角边缘往往给人一种可靠安全的感觉。给人一种值得信任和权

威的感受；三角形的心理学特征常被认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图形，

它的夹角和平衡感可以带给人一种速度、运动的感觉，而且其还有

灵活多变的特点。调节不同的夹角角度可以改变它给人的心理感

受，小的夹角让人感到紧张、刻薄，而大的角度让人感到稳定、安

全;圆形是最有魔力的图形，它常常代表着永恒、圆满的含义，由于

它没有类似于矩形、三角形的棱角，它往往也带有一定柔软温和的

气质；除此之外还有自然图形和抽象图形这些具有模糊性暗示的图

形，这些图形充满着神秘色彩，也充斥着大自然的智慧，具有生命

力。 

将图形心理学结合色彩心理学，依照医学、科技、社会、艺术、

人文等不同类型的信息对其分类整合进行信息可视化设计。例如科

技使用蓝紫色结合三角形来表达力量、速度、进步与未来感；艺术

采用高纯度的色彩与活泼的自然图形结合，传达生命力与活力等。

这样的方法可以更好的达到视觉之上的共情，从而让观者更自然舒

适的接收信息。 

3.版式对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影响： 

所谓版式设计, 就是在版面上有限的平面“面积”内, 根据主

题内容要求, 运用所掌握的美学知识, 进行版面的“点、线、面分

割”, 运用“黑、白、灰”的视觉关系, 以及底子或背景的色彩“明

度、彩度、纯度”合理应用, 文字的大小、色彩、深浅的调整等, 从

而使版面设计美观实用[3]。因此色彩和图形也包含于版式设计的范

围里，通过色彩图形因素进行情感化表达后，应对设计作品选择合

理合适的方式进行调整和重组，使平面版面变得成熟。 

研究版式就必须考虑到形式美这一概念，形式美的构成可分

为：构成形式美的感性质料和形式美法则。感性质料就是上文谈到

的色彩、形状、线条等因素。由于各种物体因吸收和反射光的电磁

波程度不同，而出现了色彩现象。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属性对

人的生理、心理产生特定的刺激信息，具有情感属性，进而形成色

彩美。形状和线条作为事物空间形象的构成基本要素，因此也极富

有情感表现性。形式美法则就是集对称与平衡、比例与尺度、黄金

分割律、节奏与韵律、调和与对比、多样与统一等规律为一体的规

范法则。这样的规律来自于人类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总结感性质料因

素的特性而得出的概括。 

版式设计对信息可视化设计有着重要意义，第一，版式设计可

以丰富信息内容，给人带来单一文字数据信息所不能达到趣味感

受；第二，讲文字、图形、色彩合理编排可以提升信息可视化设计

的审美价值；第三，随着社会高速的发展，快餐化信息繁出，视觉

疲劳导致信息传播的效果不尽人意，因此合理的进行版式设计可以

增强信息可视化的视觉冲击力，使信息更加有效的传达给受众。由

此可见，版式设计是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一项高难度工作，进行

合理、美观又富有情感的处理是版式设计的终极诉求。 

四、总结与思考 

我们生活在海量信息的时代，我们每天接收的资讯并非是零散

的信息，而仅仅是数据而已。快节奏的生活或许导致我们无暇消化

知识，也不愿仔细甄别信息的真实性，而信息可视化设计无疑是对

于类似的信息接收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案。假如

信息不能有效传递，就失去了其意义，利用合理的、有温度的设计

手段使晦涩复杂、被忽略的信息变成服务于大众的工具，这一点显

得极为重要。因此作为设计师我们应当充分反思、学习，将科学信

息以准确无误、便于理解、富有感情的形式传达出去，进而引导受

众进行有效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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