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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媒介融合基础上,阐述了媒介融合与信息跨媒介联动的内涵,以及广告和广告设计的内涵,并从广告审美、技术

和艺术以及广告意义空间方面分析了广告设计教学所受到的启发及思考,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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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种类也随之增多,广告

内容也在各种屏幕之间传播和流动,消费者使用媒介的习惯

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已经从被动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搜索

信息及互动分享信息,尤其是在移动网络发展的时代,促进

着消费者模式向着共享化发展、设备向着智能化发展以及场

景向着多元化发展,在媒介融合信息跨媒介联动的基础上所

产生的结构化信息直接影响着广告设计。 

1 媒介融合及信息跨媒介联动 

1.1 媒介融合的内涵 

媒介融合源自于尼葛洛庞帝所提出的“传播和资讯通讯

科技总会汇聚合一”的思想,即其认为广播电视行业、印刷出

版社行业以及计算机业 终会在数字化发展中呈现出重合交

叠的趋势。媒介融合是指新旧媒介基于数字传播技术实现汇

聚和交融,进而使媒介形成多功能一体化的这一过程[1]。媒介

融合在本质上是指媒介形态、生产以及内容等边界逐渐消除,

媒体、信息以及受众之间逐渐融合,信息发展成跨媒介和联动

的传播特征。媒介融合是社会信息化发展的主要趋势。 

1.2 广告信息跨媒介联动的内涵 

跨媒介联动的信息流是媒介融合的必然结果之一。跨媒

介所具备的信息多维及立体传播功能,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

广告信息,即满足其广告信息需求。信息联动是指媒介、消

费者以及信息之间形成结构化动态联动,和传统的封闭、静

态广告信息有一定的区别。 

广告信息跨媒介联动是指整合、互动以及连接界面信息

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曾有哲学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界

面是指计算机的显示屏以及相关的外围设备；而在其他意义,

界面指的是借助显示屏和数据形成联动的人的活动[2]。”广

告信息跨屏联动指的是在媒介融合的情况下,在不同显示屏

界面上呈现出广告信息构成信息流,并保证信息传播及流动

中的一致性,使广告信息和消费者之间形成即时互动。 

1.3 广告与广告设计 

广告是一种传播文化,其看中的是艺术价值、传播方法

以及表现形式,对广告经营者、受众以及发布者等相关人员

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了解。此外广告也可以从经济层面上去

看经营状态,创建以广告为核心,将营销策略作为重点,将优

质品牌作为打造目标,从而呈现给市场。同时广告也是文化

新乡,其能够将艺术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呈现出来。而广

告的内涵是追求创新,并具备科技化、文化性以及商业化。 

广告设计在文化熏陶下在不断变化,主要表现在： 

1.3.1 文化元素作为广告设计中主要特征。文化学研究

内的所有文化,均对广告出现、运行发展、加工制作以及传

播等有着一定的影响,决定着风俗、科技、语言以及知识等

多个领域发展[3]。 

1.4 文化元素影响着广告设计 

其主要是通过设计人员对事物产生的灵感完成创作,从

而符合消费者需求及审美。 

2 广告设计教学在信息跨媒介联动中所受到的启发及

思考 

广告信息跨媒介联动是重构碎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碎

片花中的“碎”是指消费者时间、使用环境、需求以及注意

力的碎片化。时间碎片化能够使消费者注意力分布在不同媒

介的时间有所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移动加强

了空间碎片化以及消费者获取广告信息快速化等进程, 终

造成广告设计出现转向。广告设计教学也随着信息流动及叠

加等特点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2.1 由静态广告审美转变为动态广告审美 

艺术审美指的是人对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情感反映及体

验。审美的主要目的是知觉本身,因此应尽可能延长它,艺术

是事物经验方式的一种物化,事物的本身并不重要。传统广

告设计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是艺术处理商业信息,通过创作

艺术形象的方式构成广告艺术审美体验[4]。设计是通过视

觉、听觉等协调组合形成独特个性的广告形象,通过视觉冲

击将瞬间体现状态强调表现出来,构成信息明确且形式富有

张力的画面,从而在 短时间内使消费者注意并具有一定印

象。同时因为媒介之间相互独立且闭合,广告意义在一定的

场景空间内呈现出静态和线性形式使消费者有所感知,在意

义认知中保持着稳定持续的状态,其中信息主要是以直觉形

式被消费者观察,在凝视和被凝视之间,吸引消费者注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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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解读广告形象符号中包含的意义。因此才说艺术审美及

体验是人知觉的内在进行互动的过程。 

媒介融合使广告形态及媒介场景之间的边界有所消解,

让原有单一媒介可以完成的意义解读转变为多媒介中进行

迁移和叠加,单一的信息场景转变为多个媒介场景共建。以

上变化均影响着广告设计教学,主要表现有： 

2.1.1 广告设计在风格方面的调整 

因为意义主体的边界被消解,传统单一媒介意义被不同

媒介所分散,单一场景状态的消失打破了信息静态凝视的情

境,意义分散不能完全集中消费者注意力,造成信息解读向

着碎片化、快速化发展。广告是凝视情境中艺术表现深度下

降,从而对娱乐性广告加强了重视。 

2.1.2 广告设计在目标方面的转向,即将情调静态结果

转变为展现动态化过程 

展现过程是信息转变为碎片化的主要表现,主要追逐及

衔接着碎片化时间及空间,将广告进行不间断的呈现给消费

者,以引发其对广告的关注,广告意义由原来的结果凝视转

变为参与过程。 

2.2 加强了艺术和技术之间的有效融合 

新媒体严重冲击着传统媒体,但并不是说传统媒体消亡。

媒介融合促进着新旧媒体的融合及发展。因此在广告设计中,

通过各种媒介融合,做到扬长避短,高效兼容。这种融合、协

调及补充的广告设计状态是媒介融合中广告设计发展的主要

特色,在这时期的广告设计中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5]。新技术

的应用丰富了广告表现形式,时期向着多样化发展,表现力也

更强。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能过于重视,而对艺术审美有所忽

略,不管在任何时候,都应重视广告设计中包含的艺术美学。

即新技术丰富了广告设计的表现形式,新技术是在艺术基础

上体现思维以及情感的。在广告设计教学中,教师应转变观

念,充分应用新技术,加强艺术和技术之间的融合,从而实现

信息跨媒介联动。 

2.3 信息叠加使广告意义空间产生变化 

媒介融合基础上产生的信息跨媒介联动,使信息在传播

中出现了叠加情况,信息叠加使传统广告转变了单向及闭合

的特征,广告符号叠加在时空界面上使时空实现一致性,从

而创建全新的信息空间。在新空间中,广告意义能够变得更

加多样化及复杂化, 终形成所指不确定性。线性、历史性

的广告意义空间向着非线性及共时性转变,消费者由线性观

看感知信息转变为蒙太奇式信息拼贴,在广告意义解码中融

合情感以及行为。广告信息融合、消费者和广告意义互动等

过程使广告转变为开放性、多元化的意义空间,在这一空间

中,广告意义不断的在叠加符号基础上进行建构及延伸。 

广告设计教学受到广告意义空间转变的启发是打破了

广告设计一致保持的完整性以及稳定性。传统的广告设计是

指在独立媒介背景下,实现广告意义的符号化,广告符号的

所指及能指关系使广告意义保持完整及明确,而信息跨媒介

联动使广告信息在各媒介中传播流动,造成场景转换及信息

叠加情况[6]。广告符号能指面临着多元化选择,消除了所指

与能指的稳定关系,导致解读广告意义变得不稳定。同时广

告意义也从静态符号设计转变为动态互动设计,不断建构的

广告符号也打破了广告意义的完整性,使得广告设计目标转

变为不确定的意义空间形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媒介融合使分散、独立发展的媒介模拟形态,

转变为共享、统筹的数字形态,跨媒介传播及场景融合的主

要特征为广告信息表现。在此基础上,广告设计由具备深

度、连续性的符号表现转变为浅显、非连续的符号叠加,

广告符号由延时互动转变为及时互动,这些现象为广告设

计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考。也是信息化时代对广告设计

的全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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