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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媒体技术发展与应用概述 1

1.1 数字媒体技术概述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大幅度

缩短，人们通过数字媒体技术就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电

子媒介的产生加快了信息的传播，有效打破了传播过程

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除此之

外，数字媒体还具有无限的潜能和强大的生命力，不仅

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新的变革，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传播开创了新的方向，并创造了新的可能。传统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都是依靠口口相传，言传

身教的方式来进行，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如今以数字媒

体作为传承和发展的媒介，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轻松浏

览到各种资源。基于此陕北剪纸想要得到更加广泛的传

播和发展，就需要利用数字媒体，创建相应 APP 软件，

来进行推广和发展。

1.2 数字媒体技术的产生

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提高，数字媒体的传播方式也

在不断发生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共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纸质作为传播的媒介，即我们常见的报纸，

也是第一媒体。第二阶段是以广播或声音作为信息传播

的媒介，也是第二媒体。第三阶段则是电视、影音等方

式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也是第三媒体。第四阶段是进

入信息时代之后，以多媒体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信息媒介，

也是第四媒介。第五媒介则是由于移动设备的高速发展

所产生的新型移动多媒体。相较于前四种媒介而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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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介无论是在使用方式上还是在使用率上都更为方便

快捷，也成为当前人们最常用的媒介。

1.3 数字媒体技术产生的条件

数字媒体技术的产生极大的弥补了图片文字等传播

媒介所无法比拟的感知能力。数字媒体是通过与多媒体

结合的方式，让我们从视觉、听觉上感知事物，同时也

满足了人们对于审美的要求。多媒体技术的转变还体现

在从一感到多感的转变，在未来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势必

会向着嗅觉、触觉和味觉方面发展，从而更好的满足人

们对视听和审美的要求。

1.4 数字媒体在剪纸艺术中的应用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媒体的应用范围十分广

泛，既有网络多媒体、网络游戏、数字动画也有人机交

互，虚拟现实等各个领域。由此可见数字媒体的发展已

经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鉴于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方式也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平台，通过数字媒体

技术手段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

剪纸是陕北的非物质文化，而数字媒体属于新的科

学技术，艺术和技术的碰撞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使二者由原来的对立关系转变

演变为相互协作，技术融于艺术之中，呈现出更加多元

化的发展趋势。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媒体保护技术

传统的信息保护存在成本高、占用空间大、整理归

档程序复杂、存储量低等问题，但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

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也从传统向数字化模

式转变。就目前来看我国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

着濒危的困境，因此采用先进的数字媒体技术能够将具

有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进行保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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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方位的记录，通过视频、图像和音频的方式来建

立相应的数据库，从而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保

存。

在使用多媒体技术手段进行保存时，还需要根据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特征来进行

区分。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文化产品以及相

关活动物质材料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来进行提取和保存，

最后通过数字技术生产出来供大家参考和展示。而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保护，特指对这些文化遗

产中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以及精神内核和工匠精神等

方面的内容，制成相应的视频，为文化爱好者提供一个

信息交流和传播的平台，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

和传播创造新的途径。

3　建立APP推广和发展平台

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文化的传播的

媒介和传播方式。尤其是当前手机媒介已经成为信息传

播和交流的主要方式，也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手机

APP 的发展多样，同时还能够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来制

定相应的 APP。

例如在制定陕北剪纸相关的 APP 中，可以在 APP 中

设置有关剪纸的艺术内容以及剪纸的步骤等内容，并针

对用户的需求不断优化 APP 的设计方案和设计内容。除

此之外，APP 设计中还需要加入用户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提高用户的参与度，既能够保证剪纸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同时也能够有效丰富传播形式，使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文

化传承方式都有了质的飞跃。

3.1  APP 平台设计的目的

陕北剪纸作为我国陕北文化的精华，保护和发展陕

北剪纸文化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目前虽然已经采

用设计 APP 的方式来对剪纸文化进行数字保护，但同时

对于剪纸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活态特性有所忽略，在一

定程度上失去了我们对剪纸文化保护的核心内涵。

本文在基于设计构建 APP 这一技术手段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开放性、互动性较强的展示平台。随着人们获

得信息资源途径的多样化，既能够拓宽剪纸文化的传播

范围，同时也能够使剪纸文化更被大众所接受了解。尤

其是在 APP 平台上，实现用户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提

高用户黏性的主要途径。在内容设计上，将文化遗产的

“物质性”保护和“非物质性”保护相结合，以传承剪

纸文化和工匠精神为目的，为陕北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发展探索出新的道路，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3.2  APP 设计原则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我们对于艺术的欣赏不再局

限于某一个具体的空间。通过网络平台我们不仅能欣赏

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剪纸艺术，同时还能够在同一平台上

进行交流沟通，促进不同地区剪纸技艺的优化和升级。

APP 的构建为剪纸艺术的展示和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平台，借助这样的平台我们可以将剪纸艺术推向世界舞

台。

剪纸作为陕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以人物

或具体物件作为题材。而 APP 的设计也为剪纸的设计方

式打开了新的思路，从而促进剪纸技艺的优化和升级，

融合不同地区的剪纸艺术精髓。通过以视频，音频或图

片为主要展示方式，将剪纸的文化内涵蕴藏其中，以剪

纸的核心价值为出发点，进行合理的推广、传播和发展。

剪纸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物质”本身，同时也

在于“非物质”的文化内涵，因此在推广的过程中，我

们要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一是要注重对核心价值的传播，根据剪纸艺术的核

心价值来充分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技艺、精神、文化以及

历史等内容。

二是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剪纸艺术的发展源于

历史长河的中的文化沉淀，源于人们对剪纸技艺的严格

遵守、不畏辛苦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保护剪纸艺术就是

保护剪纸扎根的土壤。

三是要坚持开放性和创新性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剪纸艺术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要坚持开放格局，打开眼

界，打破传统剪纸的局限性，将剪纸艺术和现实生活相

连接，并根据现代人的生活需求来对剪纸内容进行优化

和创新，从而促进剪纸艺术在新时代的发展。

四是要坚持普遍传播原则。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

候，剪纸艺术只能在本地区传播，但在信息时代，剪纸

艺术的传播和发展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构建 APP

之中，用户既能够发表自己的作品也能够评论和观看别

人的作品进行学习，从而让更多的观看者参与到剪纸艺

术学习和制作之中，使其得到普遍的发展。

3.3  APP 平台设计的内容

目前比较风靡的手机 APP 大多是一些大众趣味的内

容极少涉及文化发展的内容。例如当前最火的手机 APP

就是抖音和快手，在应用商城中下载点击率最高，已经

能够属于大众娱乐的社交软件。在 APP 上用户可以分享

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能够学习到更多的技能，从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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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日常生活内容，APP 上的内容也更贴合普通大众的

生活，使用户能够参与到其中，满足自身的娱乐需求。

但这样的 APP 设计大多充斥着快餐文化，缺乏相应的文

化内涵，很快就会被新的娱乐方式所取代。因此我们在

设计剪纸艺术相关的 APP 过程中，必须要关注到这一艺

术中所蕴含的悠久文化历史和文化内涵，从而更好的推

动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但同时想要大力推广非物质文

化遗产内容 APP，仍然要更多的考虑用户的需求和爱好，

提高用户黏性，从而达到发展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目的。

4　结论

本文在基于多媒体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播和传承提出了新的解决策略。根据文化遗

传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对其进行保护，打破传统保护方

式的局限性。通过设计相关 APP 来达到扩大剪纸艺术的

传播范围的目的，使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文

化内涵和工匠精神能够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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