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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媒体时代下报纸版面版式编辑中视觉元素的
配置及效应
蔡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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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报刊行业竞争激烈；版式设计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如何设计好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版面
成为了报刊行业留住用户群的重要手段。本文简要分析了版式设计的概念和原则、文字图片色彩的排版搭配、留白等方面
对于一份报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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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nfiguration and effect of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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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competition of newspaper industry is fierce. The importance of 
layout design gradually highlights, how to design a layout with a unique styl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tain users i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principle of layout design, text and picture color layout collocation, 
white spac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for a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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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人们接收信息和资讯的速

度加快，短频快内容的增加，手机网络等的迅速发展让
人们可以足不出户的获取到大量及时的时政新闻，财经
八卦等消息。传统纸媒的生存空间急剧压缩，如何延长
纸媒的生命力，在新媒体时代留住用户群成了每一个纸
媒媒体讨论的焦点，就此问题的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报纸版面编辑的创新，对其中视觉元素的配置。

一、设计概念和原则
传统纸媒媒体想要避免用户群的流失需要对报纸的

版面设计予以重视，了解如何应用科学手段对报纸版面
的视觉元素进行整合加工，合理分配。掌握人群的视觉
规律，理解用户在进行文本阅读时候的心理，懂得对文字、
图像、留白等版式设计的优化。让用户在阅读中获得美
的感觉，激发用户收藏欲望。要让报纸不仅是一份提供
消息的媒介，更是一份珍美的收藏品。

新媒体时代下的报纸版面设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①新闻排版原则：在报纸的版面设计当中占据较大

篇幅的及时时政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可以为用户传输正
确的思想价值观念，是用户精神文明的引导者；因此在
版面的设计当中，对于新闻报道的设计应当井然有序，
排版突出醒目，色彩搭配协调，文字样式赏心悦目。促
进新闻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发挥。

②阅读便捷原则：尽管每个人在阅读中的阅读习惯
都不一样，但基本都遵循一个统一的规律，即阅读时基
本都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阅读习惯，对于宋体和

微软雅黑等方正，扁平的字体，阅读起来效果更佳。因
此在设计版面的时候要考虑到多数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
版面结构的优化，在断句起行方面考虑到用户的接受程
度，保证行文流畅，重点突出。

③美学原则：缺乏美学原则引导设计出的报纸一定
缺乏吸引力，这样的报纸，读者阅读起来费时费力，生
出厌恶、排斥心理，心理负担加重，很容易引起疲劳从
而失去读下去的欲望。因此在进行版面设计的时候，把
控好比例和尺度、稳定和技巧、调和和对比、节奏和韵
律、对称与均衡、主从和重点、过度与呼应、比拟和联想、
统一和变化、单纯和风格这些美学原则至关重要 [1]。

④增强互动原则：纸质媒体相比于新媒体，与读者
的互动少，互动周期长。在新媒体时代下，应该就此问
题增加与读者互动空间，增加互动留白，增强版面亲和力、
交流性。

二、版面文字设计
新媒体时代，相比于长篇新闻，人们更乐于接受碎

片化的资讯，因此在进行版面文字设计的时候，需要版
面设计人员抓住这种用户心理，减少大篇幅的文字信息，
或通过线条图形的将篇幅过大的文字信息进行处理，分
化呈一个个小的方块，并且对每一个方块的色彩样式进
行处理以便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的阅读。要注意
的是，在对每一个方块进行处理的时候所用元素不应过
于驳杂，免得版面显得不够干净。

文字设计方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文字的样式，不
同的字体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宋体给人以客
观、雅致、大气的感觉，适用于大部分媒体；黑体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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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厚重、抢眼的感觉，适用于标题的制作；楷体给人以
清秀，平和的感觉，适用于专业书籍的文字摘录；仿宋
给人以权威、古板的感觉，适用于文章中客观性观点的
阐述等。因此版面上文字的设计应当根据文章内容和读
者的视觉感受进行相应的设计分层 [2]。

三、版面图像设计
在报纸的版式设计中，文字的展现方式往往比较抽

象，因此需要配以相应的图片以增加形象感，让读者可
以更为直观的理解文中所发生的事，还原事件发生的整
个过程。所以报纸中的图片往往是给人印像最深，视觉
冲击最大的元素 [3]。

因此在版面设计当中，图片的设计也应该具有美感。
不可随意摆放，也不宜过多。同时对图片的色彩和大小
也应该有所把控。

在对图像进行版面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从读者的阅
读需求出发，配合分化出的块状文字内容，在适合的地
方配置相应的图片，一方面达到分割冗长信息的效果，
一方面满足读者在新媒体时代下对图片阅读的需求，从
而吸引读者接着读下去。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图片的大小尺寸，色彩配置应
当合理，以免对读者造成观感不适，影响兴趣。

在为文字配置图片的时候，不仅应该考虑到是否与
文章内容结合，还应该考虑到读者此时的观感，在同质
化内容过多的时候或者文章本身比较枯燥乏味的情况下，
适当的穿插一些生动有趣的图片以缓解读者的无聊；亦
或者可以选择在文章中提取一些特定的词语，观点，段
落选用图片进行代替，以增强阅读的趣味性。

四、版面色彩设计
版面设计中的色彩语言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应用价值，

能说明这点的很简单的一个对比就是过去八九十年代的
报纸和现在的报纸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色彩单一的报纸
缺乏生命力，显得单调乏味，阅读起来让人索然无味。
再加上新媒体的冲击，这种单调乏味就会越加突出，导
致用户数量下降；因此在进行版面设计的时候，把握好
色彩的搭配也很重要。

我们常常将色彩看做是风格的象征，因此，在进行
色彩搭配的时候，要把握读者色彩心理学，整和报纸每
个版面的色彩，让其形成一个统一的风格，要有选择、
有目的的运用色彩的搭配，了解色彩从视觉感官上给人
带来的特征印象，从而使认得视觉和精神世界产生愉悦
感，得到放松和升华。对于整体和局部色彩的把控首先
要确定好报纸的主题风格，同时给这种主题风格赋予一
种适合的色彩。其次要根据文章内容板块的不同，细化
的运用色彩，在保证整体是一种符合主题色彩的基调下，
为一些特别的板块附加补色，差色，以激发每个板块的
自我活力，从而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对于相应板块的
阅读愉悦性 [4]。

在保证文字、图片、色彩三者和谐统一的前提下，
大胆运用冷暖色调将时政新闻和民生趣事，财经八卦进
行区分，让读者在同一张报纸上获得不同程度的阅读体
验，增强新鲜感，刺激阅读欲望。

五、留白
在版式设计当中，除了我们直观上可以感受到的文

字，图形，色彩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留白。在平面设计当中，除去文字图片后的一切
空白的空间统称为留白 [5]。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现象，有的人写
得字明明很潦草，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他的文章的时候，
却不会有这种感觉，反而觉得极为整齐有序。这是因为
通过留白对整个文章空间进行了重新划分，形成了一种
视觉虚线，通过留白可以弱化周围驳杂的元素，突出主题。

车站里人满为患，会挤得人喘不过气来；同样的道
理，在设计中，特别是报纸这种空间有限的纸质媒体的
设计中，如果不进行适当的留白，就会给读者一种压抑感，
阅读起来也就越来越烦躁。但同时，留白应当具有与之
相呼应的设计，避免为了留白而留白的产生，使报纸内
容显得空泛。

六、对比和调和
在报纸的版面设计当中，应当注意对于美学原则“对

比和调和”的运用。
其表现形式包括大小的对比与调和，形态的对比与

调和，色彩的对比与调和，主次的对比与调和，疏密的
对比与调和等。将内容按照原则进行针对性的编排，互
相衬托，以达到简洁、集中、曲折变化的表现。从而给
读者带来深刻观感体验。

七、信息的整合
我们讲了新媒体时代下关于版式设计的优化，但新

媒体带来的不仅是版式结构上面的冲击，更有内容上的
冲击。在新媒体之前，人们获取资讯的来源有限，报纸
仍有足够任性空间，即使文章冗长乏味，排版压抑紧凑
也依然不会缺少读者。但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用户
有了更多更快更便捷的获取资讯的方法和渠道。报刊行
业的优势也就渐渐消失了。

既然抵抗不了这种趋势，就需要改变自己来适应趋
势。同时发挥自身的优势作用，做到增长补短。

网络上的信息十分丰富繁杂，给了用户很多选择，
但是也正因如此，会让用户无法精准的找到自己所需的
内容，即使找到自己所需，内容或许也不够完善，东一
块西一块显得杂乱。这一点对于报刊行业来说其实是一
个好事，是一个突破口。如果报纸上的内容能够做到对
客户精准的定位，对内容的整合优化，必然能够留住旧
的用户，吸引新的用户。还有一种情况是用户本身其实
并没有对内容的准确需求，这种用户的时间往往会花在
很多新鲜的，吸引眼球的，时长较短的资讯上面。要获
取这一种用户，就需要报刊行业对文字内容进行精简处
理，增加新的阅读板块，丰富阅读内容的种类。

八、人性化
报纸版面设计的驱动力是人性化。其设计的目标不

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解释；不是为了引起轰动，而是为
了让人感觉亲切。

在版面的编排上要人性化，保证各种元素的简约和
统一，版面有一定的规则性，减少稿件之间的相互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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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读者阅读。
在编辑过程中多采用定向。比如可以在头版设计一

个导读或者在标题下设置一个快读，简明扼要的将原本
大篇幅的文章进行概括，形成一个事实加影响的段落，
方便读者的定向阅读。

九、发掘地方优势
报纸相比于网络媒体和电视媒体，是最接近于民生

生活的，因此提升报纸的地域性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方式。
报纸的整体风格应当与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习俗等契合，
使其具有很强的识别性，从而区别于其他媒体行业 [6]。
在新闻的内容上，应当满足当地读者的实际需求，在情
感上与读者有所共鸣，想读者所想，关注读者衣食住行，
喜怒哀乐，让读者对报纸养成情感依赖和归属感以培养
读者的阅读习惯。

十、自我风格与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报纸的发展形式也越来越

多样。从最开始的“小报促大报”到后来的“晚报促日报”
再到各种体育报纸，都市报纸，青年报的出现，报纸的
内容被不断分类细化。报纸的多样化方便了读者的选择，
对内容的处理也更加有深度。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这
是纸质媒体为数不多的优势之一，所以应该继续坚持报
纸的多样化发展，对内容的编排，报纸的分类进行更深
层次的细化处理。

多样化的发展会促使报纸自我风格的形成。报纸版
面具有自己独有的风格是报纸编辑的根本，这个风格可
以是结合地域特色，城市文化形成的风格，也可以是根
据报刊内容设计的自我风格。

总之，报纸需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能千篇
一律。没有自我风格的报纸，即使排版再好看，久而久
之也会审美疲劳。

要做到拥有自我的风格，首先就要明确报纸对读者
群的定位，明确定位读者群体后，才能对报纸自身进行
定位，应该配置什么样的内容，文章的排版、色彩的搭配、
图片的选择要怎样才能满足目标读者群的需求。

日积月累，有自我风格的报刊就能够吸引一群拥有
同样风格特色的读者群。这对于报刊读者互动，报刊内
容深度的提升都会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十一、创新
时代不断进步，读者的生活状态，情感状态也在持

续的发生变化。这要求报刊要长久的留住读者必须有一

定的创新观念。
在美学设计方面要坚持创新，在编辑报纸版面上，

满足读者风格的同时，要根据不同的时期阶段随时做到
有一些小的改变，小的创新。这种创新可以给读者带来
惊喜，就像游戏中做活动一样。一个很小的创新就能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抓住读者的心思，提升阅读预约感 [7]。

要树立服务创新的理念。报刊的本质其实就是以读
者为本，为读者服务的内容记录工具。因此要注重品牌
性的运用，要了解市场发展动态，增加文章内容质量，
增强自身可读性，可靠性。才能更好的为读者服务，赢
得读者信赖。

要不断增强报纸的品味。报纸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和
传播的工具，要有开阔读者视野，提升读者品味的作用，
因此需要增强报纸内容的深度和跨度，增强自身品味性。

结束语
压力就是动力，难关就是机遇。在这样信息爆炸的

新媒体时代，纸质媒体想要站稳脚跟，就要不断进行融
合升级，立足于多媒体时代，不断的对自身进行优化深
化，增加趣味性，提升受信任度。在版面设计上下大功夫，
精雕细琢之下，必然会形成特色鲜明的自我风格，坚持
创新，提升品味，才能满足读者需求，才能在新媒体的
冲击下获得自己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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