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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平面设计元素多维化是提升平面元素多样化的关键，

将多维化应用到平面设计中，能够为视觉元素注入更多

的活力，拓宽设计思路，营造更加广阔的创新空间，更

是打破传统平面设计束缚的主要举措，对提升平面设计

元素视觉表现效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融合新技术和其

他领域，能够让传统二维化的平面设计，变得更加立体、

更加直观。基于此，开展平面设计元素视觉表现多维化

的探讨和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平面设计元素视觉表现多维化的概述

1. 平面设计多维化的简介

平面设计是指利用图像、线条、文字等对产品蕴藏

的信息进行呈现，进而增强观赏者的视觉体验。这属于

一种艺术行为，具有商业性的特点。设计者一定要对产

品形成独特的认知和理解，同时借助于多元化的设计手

段，增强其设计创意，由此达到成功营销的目的。针对

平面设计元素视觉表现多维化来说，其是指设计人员在

设计过程中借助于视觉刺激这一行为，对产品信息开展

全方位、多维度的解析和烘托，由此增强对观赏者的刺

激，使其对产品形成一个更清晰、具体地认识和了解。

维度属于一种空间定义，针对平面设计来说，维度愈高，

说明内容愈丰富、产品信息愈多元。另外，平面设计多

维化要素一般包括四个种，即：互动要素、动态要素、

投影要素和空间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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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元素多维化表现

1. 图像、文字、色彩的多维化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利用平面图像来表现三维

效果已经是平面设计中常用的方法；文字方面也是利用

文字叠加、字体变形或是艺术性汉字等方式进行改进；

在展现色彩上更是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设计，能更

多结合人的心理生理感受。计算机技术的设计使它既能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又能通过带来视觉冲击传达产品信

息等内容，从而发挥平面设计的最佳效果，这便是多维

化带来的优势。

2. 视觉表现方式多维化

平面设计元素，涉及颜色、文字、图像，为了确保

平面设计多维化，则必须充分应用上述元素。在现代技

术支持下，平面设计也开始应用立体化元素。文字能够

直接表达信息，所以，可以融合平面设计与文字设计，

从而展示出艺术文字，全面提升文字表达灵活性。在平

面设计中，颜色可变性比较强，设计人员应用多种颜色，

能够确保平面作品的运动化、立体化。同时，设计人员

必须具备专业性和情感性，注重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

全面发挥出不同视觉元素的表达效果，这样才能够提升

受众共鸣。

3. 平面设计中应用视觉元素传播信息

平面设计中应用视觉元素传播信息是非常必要的，

使得受众能够获得准确有效的信息。按照早期的平面设

计方式，所设计的平面作品能够传达信息，但是会导致

信息抽象化，而且采用了单向信息传递方式，也就是说，

设计人员将客户的需求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通过设计作

品体现出来，同时设计人员还要将自己对于产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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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设计人员在展开平

面设计的时候，将自己的设计灵感深入到平面设计中，

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以，设计人员也是用这种方式

与受众交流，将自己的想法传递出去。

设计人员在平面设计中展现自己的审美观，还要了

解受众的审美需求，以后者为核心展开设计，才能使得

设计成果得到受众的认可，否则就会让平面设计作品的

价值不能充分发挥，虽然设计的作品具有视觉表现力，

但是不能对受众所需要的信息有效传递，不能给你发挥

良好的信息传播效果。相反，在平面设计的时候讲多维

化视觉元素充分利用，设计人员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同

事，还能够按照受众的审美要求展开设计，在设计的过

程中要主动接收受众的反馈，与受众之间充分互动，双

方用这种方式进行信息传播，在互动的过程中对设计作

品不断是完善，由此提高了平面设计的价值，使得设计

的作品被受众所接受，在受众群体中快速传播。

三、平面设计元素视觉表现的多维度应用

1. 图像元素的应用

在平面设计中，图像也属于重要元素。通过应用图

像元素，可以加强设计作品生命力，特别是摄影技术、

计算机技术多元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图像元素的多维化

发展。在平面设计中，可以丰富图像题材、风格，扩大

平面设计创作空间，吸引受众。摄像师按照平面设计要

求，拍摄符合标准的图像。设计人员通过现代化技术，

可以艺术化处理图片，以此确保图像、平面设计风格、

主题的相符度，增加平面设计作品色彩。例如，圣诞主

题平面广告，多采用圣诞树、圣诞老人、鹿角等图像作

为设计元素（如图 1 所示）。除过摄影图像，图形也属于

图像元素。图形特点为图与形结合，能够为平面设计提

供多维思考。合理应用图像，可以丰富平面设计表现形

式。

图1　圣诞主题广告

2. 应用视觉元素可以实现文字多维化

在多维视觉表达平面设计元素的应用中，多维文字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应用内容。它的表现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文字的叠加。在大多数平面设计作品中，

可以发现文字叠加在一些作品上，或者将文字与文字叠

加起来，所获得的视觉效果更加特殊，能够刺激受众的

视觉。比如，某环保企业的平面广告中，将“生命”与

“生命”叠加，会让受众感到头晕目眩，由此导致其心

理上受到冲击。对于这种设计方法，必须保证叠加文字

的清晰度，设计感有所增强。第二个方面是增强文字设

计的效果。例如，应用平面设计软件展开设计，调整字

体大小以及表现形态，使得文字内容更加突出。

3. 色彩多维化

色彩设计能够使人的视觉获得更大的冲击和刺激，

对此，在进行色彩多维化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色

彩的合理搭配。具体来说，色彩发挥的作品一般具有辅

助性的效果，合理的色彩搭配能够使设计理念更突兀，

使观赏者获得视觉上的刺激和震撼。一些设计者往往会

借助于色彩对文字或图像的内容进行诠释，由此能够增

强人们的感性认知和理解。比如：黑、白、紫、棕等色

彩搭配体现出较强的质感，有利于提高作品的档次；红、

蓝、橙等明亮的色彩一般会给人一种奔放、张扬、热情

等感觉；粉、绿、黄等色彩能够散发出小清新的气息，

让设计风格变得更加简洁、直接、明朗等。对于色彩搭

配而言，必须要促进深浅融合、明暗统一，促使作品内

容得到强有力的呈现和表达。

4. 应用视觉元素可以实现空间多维化

从平面设计的界定来看，其具备二维空间的特征，

受众在欣赏平面设计作品的时候要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

就要对二维空间正确解读，才能深入理解平面设计作品。

二维空间设计的作品在传达产品信息以及以及传播思想

的过程中，不会用更多的表现形式，通常都是直接表达。

这种设计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更加简单化，所要表达的

内容更为清晰、明了，使得受众对设计作品有较高的认

可度。但是，这种二维空间的平面设计会使得产品信息

的多维化发展被抑制，导致作品不能对大众造成视觉刺

激，不会产生很强的震撼力。应用视觉多维化方式进行

设计，使得二维空间的设计得以突破，让人们对平面设

计产生新的认识，设计作品也能够获得全新的效果，基

于此对产品信息从多个角度掌握，设计作品可以实现全

方位信息传达。

5. 投影元素的应用

不同事物都具备不同的影子形态，可以将投影元素

应用到平面设计中。投影图形和实际图像存在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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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平面设计可以通过投影方式，为人们带来视觉感

受。比如，麦当劳广告设计中，主打产品根据时钟刻度，

分布在宣传海报上，随着时间的变化，麦当劳标志投

影也会变化，此种变化曲线与时钟走动类似（如图 2 所

示）。此种平面广告设计，既可以满足商家广告需求，还

可以为消费者带来视觉享受，感受到设计价值。

图2　麦当劳时钟广告

四、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研究可以明确，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对于文化的追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有用性，

而是更为注重审美特征，这就要求平面设计要在技术层

面有所突破，从原有的二维空间设计转向立体化设计，

对于视觉元素多维度运。这样所设计的作品不再是单向

传达信息，而是能够实现信息交互。由此平面设计的档

次有所提高，内涵丰富、内容多层面展现，对消费者产

生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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