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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与测绘信息

冰雪文化素材的可视化应用探索①

周晨裕②  王珂新③  张新宁④

（吉林建筑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8）

摘要：尽管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加便捷，但繁冗复杂的网络信息不断消磨着大众的
阅读耐心。在快节奏社会的影响下，大众越来越倾向于阅读生动的、形象的、可被直接理解的信息内
容，即信息的可视化。因此，本文立足于艺术设计领域，运用信息可视化设计方法，创新视觉呈现形
式，为冰雪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加直观的可视化设计模式，以期提升冰雪文化的传播效率与艺术内涵，
使其更为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更为具备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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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70年代互联网还没有诞生之前，
特格拉姆就进行了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先知性”
尝试，当时使用的是“信息设计”这一术语，
自此信息可视化设计开始得到不断的发展与融
合[1]。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
新媒体颠覆了人们单一文本、简单图文结合的
阅读习惯，代之以多样化 、移动化、交互式的
可视化阅读需求。面对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可视
化设计艺术与技术对信息传播领域产生深远的 
影响。

1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视觉解析
1.1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视觉形态
视觉形态方面，不同的维度会有不同的划分

类型。这里以信息的视觉呈现形式作为划分依据，
将信息可视化设计作品划分为静态、动态两类视觉
表现形式。静态表现形式主要呈现单一时间节点的
数据与信息的绝对变化；动态表现形式主要呈现某
一时间段内多项数据与信息的相对变化。

静态信息图表现形式，主要呈现单一时间节
点或时间段的绝对数据与信息，是以主题性图表
和象征性符号的图形化视觉语言作为表现形式，
将繁冗的文本、抽象的数据、复杂的关系等信息
按照一定的事件发展逻辑进行视觉化呈现，具有
直观的、全景的和形象的阅读效果。

动态信息图既保留了静态信息图的可视化呈
现优势又可将事物的发展、关系、对比等相对关系
动态地演绎出来。动态信息图更具视觉吸引力，可
以引起人们无意识的关注。因此将其置于信息传播
过程中主动的位置，也完成了“AIDA”信息组织
模式中的第一步——“Attention（注意力）”[2]。

1.2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表达要素
作为视觉传达设计的一种，信息可视化设计

的画面构成主要包括文本、图形和色彩三大表达
要素。

（1）文本要素是信息可视化设计创作过程
中重要的视觉元素和载体，在传统信息传播过程
中扮演着绝对主导地位，但是在信息碎片化、读
者注意力分散的轻量化阅读时代，文本信息的枯
燥、易读性差、读者受教育水平要求较高等方面
的传播障碍越发突出。因此，文本在信息传播领
域的“地位”逐渐降低，信息图中主要作为解释
说明、主题标题、符号等功能元素出现。

（2）图形要素是信息可视化设计创作过程
中最主要的元素，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读图时
代”的到来是社会发展、技术革新的必然趋向，
也是人类基于生理的视觉物种属性的必然选择。因
为图像传达信息相对文字的二次理解，可以在较短
的时间里准确传达信息，显然更为直接、有效。

（3）色彩要素是艺术与设计中不可或缺的视
觉元素，也是基于心理与生理的最本能的情绪动
因之一。与艺术创作不同，在设计创作过程中，
色彩要素通常发挥“调和剂”的功能，可以激发
读者最原始的视觉刺激，可以营造绚丽多彩的视
觉氛围，可以凸显层次分明的对比关系，进一步
彰显设计的感染力与表现力。

1.3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呈现方式
由于信息可视化设计主要依靠数字技术形

成并传播，因此其在呈现时同样需要数字技术予
以配合。就目前情况来看，信息的可视化设计可
以通过网络、电子播放器以及物体等形式进行呈
现，现对其进行简要说明。

网络这一呈现方式具备传播速度快、传播范
围广以及方便快捷等优势，具备图片、视频、GIF
（图形交换格式）动图或文字等多种形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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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普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呈现方式以
数字化为基准，因此具备共享的特征，一旦设计
者将可视化信息放置于传播网络之上，其自身便
会丧失对内容传播的掌控，并且可能将面临版权
被盗的风险。电子播放器主要指LED（发光二极
管）屏幕、液晶屏幕或石墨烯屏幕等，其可以对
动态的可视化信息进行展现，并且可以保证内容
的实时更新，但是这一呈现方式由于设备的局限
而使传播范围受限，仅有居于此地或路过此地的
受众得以观看。物体这一呈现方式便较为多样，
其大多为真实可触的形态，如海报、照片、宣传
册、周边等物体，具备静态且不可更改的基本属
性，是信息可视化呈现的重要方式之一。

2 冰雪文化可视化设计的实践
2.1 设计的可行性分析
冰雪文化的概念较为广泛，涵盖精神与物质

两个层面，前者是认知理解中的文化，后者则是
文化的物质形态或物质衍生。因此，在对冰雪文
化进行设计时，既要考虑到对物态文化的艺术性
改造，也要考虑到对精神文化的理解与呈现，以
构造完整的视觉生态。在此将对冰雪文化的精神
文化与物态文化进行分析，以明确将其进行可视
化设计的可行性。

对冰雪文化的精神文化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
现，中国的冰雪文化起源于北方地区，因冰雪具
备洁白、朴素与冰冷等感官特征，而同时具备高
洁、纯净与严酷等文化意象，在文化指向性上则
同时指向人、神以及自然。其中，高洁与纯净更
为偏向人的品行与神的庄严，严酷则相对指向环
境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冰雪文化的内涵也不
断演变，严酷这一意象逐渐褪去，冰雪文化除却
原本高洁与纯净的意象之外，又被冠以娱乐色彩
和体育精神，文化内涵更为贴近国际视野，呈现
出明显的开放性特征。

对冰雪文化的物态文化层面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其包括冰雪雕塑、冰雪摄影、冰雪书画与
冰雪音乐等实体，其中尤以冰雕更为著名，但是
需要明确的是，早期冰雪文化的物态的艺术特点
便是冰雪这一材料本身，而非其所表现出的物化
形象。同时，随着文明的进步，冰雪文化不断被
阐释，其物化形象已然脱离“冰雪”这一材料，
而更多的是对冰雪这一形象的复制。以2022年冬
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为例，这一设计中所体现
的冰雪元素便是透明的硬壳。2022年冬残奥会的
“雪容融”中的冰雪元素正是其面部所呈现的无
规则雪块。

由此可以发现，冰雪文化的精神层面可以以
抽象的符号加以表示，而其物态文化能成为展现
冰雪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因此，两者可以达成
统一，从形、质两个角度对冰雪文化进行展示，
具备可视化设计的基本要求。

2.2 设计思路
在中国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后，举国上

下掀起一场冰雪热潮，冰雪运动市场得到更进一
步的繁荣，已经由小众的冰雪运动逐步转向大众
化。然而，关于冰雪文化素材的可视化应用较为
匮乏。鉴于此，依据主题将冰雪文化素材进行模
块化整合，再依据受众的信息阅读喜好进行冰雪
文化素材的可视化设计。为此，需要梳理现有信
息，依据逻辑关系建立起冰雪文化素材的信息构
架和叙事顺序，为后续画面呈现的视觉层级关系
提供依据。

首先，对设计理念进行明确。设计理念主要
指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所秉持的主导思想，直接
决定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风格。信息可视化主
要体现为图形、文本与色彩等多种类型，但是上
述类型属于表达手段，是为设计理念服务的，因
此，唯有设计者对自身的设计理念进行明确，方
能选择最为合适的可视化载体。

其次，进行数据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文化
是为人所创造、为人所服务的，处于不断的发展
之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
更新与融合始终在进行。在此情况下，若要对
冰雪文化进行可视化设计，便需要对相关资料进
行搜集，明确当前大众对冰雪文化的认知以及冰
雪文化的可视化表达在当前所呈现的潮流趋势。
唯有如此，设计者方能把握当今时代的审美特点
与人文内涵，从而设计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可视化 
产品。

再次，在前期数据信息的搜集与整理完成
之后，就进入视觉呈现的阶段，即信息可视化的
“设计”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就是依据“信息可
视化设计表达要素”的设计原则，将文本、图形、
色彩等信息进行系统的可视化视觉呈现。受众对信
息可视化设计作品最直观的解读就是视觉形态，良
好的第一观感是在纷繁多扰的信息丛中脱颖而出的
关键因素。只有抓住读者的“第一注意力”才有其
继续阅读的可能[3]。而阅读的深入程度，则取决于
可视化信息图的对前文多种视觉要素、形态、规律
的合理应用程度，是否呈现易读、形象、趣味的视
觉形态，是否给读者渲染了一个愉悦的阅读气氛，
是否可以实现高效的信息获取。

最后，选择合适的发布平台。当今社会所具
备的显著特征便是开放性，即大众有更多的平台
可以选择。以冰雪文化可视化设计为例，设计师
既可以参与到相关比赛之中进行竞争性选拔，也
可以通过短视频、微博、公众号等社交平台进行
设计作品的展现，还可以以IH5、PPT、AE、PR
等素材包的形式进行设计作品的商业化运用。但
是，正因为平台具备多样化，因此设计者在进行
选择时应以原有的设计理念为出发点，将整个
设计过程一以贯之，以免造成首尾不接的不良 
局面。

2.3 实现流程
设计实现流程就是依据设计思路完成数据与

信息的可视化转化的过程。由于主题已经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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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信息可视化设计的流程主要包括四个步骤，
如图1所示。

信息可视化设计归根结底是一种信息的处理
形式，所以设计前期工作是要大量搜集与主题相
关的信息与数据，随后将所搜集的数据与设计师
自身的专业底蕴以及综合素养相结合，构成最终
的设计完成体。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可视化表
达时，设计者需要遵循以下设计逻辑：选择呈现
方式—选择物质载体—选择文化意象—检视与修
改。现对其进行简要说明。

（1）选择呈现方式主要指确定可视化设计的
表现状态，即文本、图形、色彩的确定，以及动
态与静态的选择。此处所言明的文本并非简单地
指向文字说明，而是可以将文字作为像素点，将
其组合为相应的图形。在此步骤进行的过程中，
设计师应始终围绕设计主题，并明确自身的设计
意趣。以传统文化主题为例，若要将冰雪文化进
行可视化设计，以展现出传统文化中人文属性的
光辉，便可采用文字拼接图形的方式塑造出落雪
梅花的物态形象。若设计的主题为冰雪竞技，由
于其具备明显的现代特征，因此可以使用人的动
作拟态图案。

（2）选择物质载体则主要指明确设计所使用
的材质。尽管冰雪文化的信息可视化设计主要依
靠数字技术进行，但是当下发达的数字技术为设
计提供了多种选择，因此，设计者可以运用相应
的设备进行多种材质的模拟。由视觉心理学可以
发现，不同的材质通常会给受众带来不同的心理
感受。比如磨砂材质更有质感，木质材质更为古
朴，镜面材质强调现代与科技等。同时，随着冰
雪文化外延的扩展，大众已然接受不同材质所呈
现的冰雪元素。因此，此环节便成为冰雪文化可
视化设计的关键环节。在此阶段，设计者应根据
自身的主题以及已确定的呈现方式进行材质的确
定，在此过程中不必完全遵循统一性原则，而可
以采用异化的形式对主题进行反向强调。以展现
传统文化的设计主题为例，设计者完全可以采用
水墨画的方式，展现古人敲冰煮茗的传统习俗，
以留白表冰雪，以墨色呈雅意。

（3）选择文化意象主要指对冰雪文化中精神
元素的拟物化设计。事实上，冰雪文化的精神意
象众多，并且多体现抽象的感怀、情感或信仰，
因此，选用合适的意象对其进行呈现，是设计得

以实现形质统一、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在此过
程中，设计师应当同时考虑到抽象性与表达性两
个原则。其中，抽象性主要指尽可能简略地对精
神内涵予以表达，表达性则是要考虑到大众的接
受能力以及对抽象、物化形象心理的认可度。以
滑雪竞技精神为例。设计者便完全可以将犁式平
滑的滑雪动作精简为文化符号，以此来兼顾文化
的抽象性以及大众的认可度。

（4）检视与修改是此设计的最后环节，即
设计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整体检阅与局部观察，
以此来确定作品在视觉感官上是否和谐，是否精
准地表现出设计主题，是否具备艺术审美等，若
存在不足之处，则应反复进行修改。在此进行举
例：若本次设计主题涉及的对象为东北冰雪文化
素材，包括雪地摩托、马拉爬犁、狗拉雪橇、鹿
拉爬犁、雪地足球、雪雕、滑冰、冰球、冰壶
等。应用的原则是“可视化素材+影视制作”。
具体来讲，就是在剪辑制作过程中嵌入可视化的
素材，代之以可视化图形，完成素材的可视化
转化，再将其“融入”视频的剪辑制作中，以实
现此次冰雪文化素材的可视化应用。这就需要
对上述过程分步骤进行检视，以最终达成既定 
目标。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信息的设计与传播领域

通过对可视化设计的充分利用，实现了媒体信息
的可视化呈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尤
其是融媒体传播背景下冰雪文化元素的可视化设
计，将是技术和思维综合能力里的体现。应将文
本、图像、视频及音频等内容通过相应的设计软
件、事物的发展逻辑、鲜活的表现手法进行可视
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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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可视化设计的设计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