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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下体验式公益设计视觉研究

沈巾力，林天威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基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以体验式设计视觉表现为切入点，探讨当下公益设计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对传统公益设计的

视觉表现形式进行梳理与归纳，理清发展脉络，思考视觉表现在公益设计中所能发挥的价值。了解“互联网+”这一时代发展新形

态为当今公益设计所构建的多元化平台，由其发展路径，根据实际案例，深入分析“互联网+”时代下体验式公益设计的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公益设计；体验式设计

中图分类号：J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0）02-0044-06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0.02.008

Visual Research on Experiential Public Welfare Design in Internet
Plus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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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imes background of“Internet Plus”, this work explor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elfar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performance of experiential design. It first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visual empres-

sion forms of traditional public welfare design, clarifies its development contexts, and discusses the role that visual expression can

play in public welfare design. It probes into the pluralism platform for todays public welfare desig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form of

Internet Plus Era.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path and practical cases, it deepl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experiential public

welfare design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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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公益意识

也随之提高，通过设计传达公益理念的形式，已逐渐成

为在发展公益事业、实践公益项目过程中一个颇为重要

的组成部分。尤其近些年来，在环境问题、卫生交通、动

物保护等社会性问题上，有效的公益设计在一定程度上

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达到了提高公众基本素质的目的。

一、公益设计的传统视觉表现形式

在公益设计的传统视觉表现形式中，最为普遍的

表现形式是基于设计主题的背景与特征，以图形或符

号与文字信息相结合的方式，立足于平面，并通常以海

报、连环画、报纸广告、户外广告等静态形式为主。这

些传统的视觉表现形式，作为公益内容的宣传载体，传

递了不同设计师通过自身创意与设计思维给予设计对

象的视觉化表达。以设计为手段，设计师们直接或间

接地参与到公益事业中，以专业技巧的灵活运用，不仅

增强了社会大众对社会行为、社会健康、社会热点和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认知及关注度，而且实现了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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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社会责任与价值，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

二、“互联网+”时代下体验式公益设计的视觉

设计形式

（一）“互联网+”时代的定义

当今，“互联网+”这一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的

新形态，正日益改变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与习惯。作为

一种创新型的生活方式，“互联网+”不仅仅是作为一

个概念、一个口号而存在的，它依托于自身所具备的资

源整合、智慧互联、高效利用与传播等优势，通过泛互

联网化的创新和跨界合作、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颠覆

了传统的已有价值，成为了新的主流媒体与社会形

态[1]。由此，“互联网+”时代的出现也为体验式公益设

计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大大地缩短了传播

时间与空间距离，更好地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1. 多种媒介网络推广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体技术不

断丰富，多种媒介的推广模式拥有了更多的渠道与机

会。基于“互联网+”时代构建起来的大数据平台，多

媒介推广所具有的高效迅捷、传播范围广等优势，在

很大程度上缩短了现实生活与社会事件的时间与空间

距离。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艺术院校四川美

术学院第一时间迅速行动，设计、创作一系列作品，如

公益主题的宣传海报和科普疫情知识的连环画等，并

基于“互联网+”时代下各式各样的媒介平台，迅速向

大众传达了有关疫情防控的准确信息。人民日报、新

华社、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教育新闻网、重庆日报、上

游新闻、雅昌艺术等多家媒体采访、报道了此次公益设

计行动。川美师生通过主题创作，引导健康向上的社

会舆论，用艺术的力量为防疫阻击战加油鼓劲，给予灾

区人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们精神上的支持，同时也

鼓舞大众战胜灾害的信心，为防控贡献一份力量。四

川美术学院官网首页见图1。

2. 交互形式的发展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拓宽多种媒介线上线下

创新推广模式的同时，随着VR技术的普及和沉浸式

体验的介入，也为交互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时间

与空间的可能。

在2018年圣诞节来临之际，本田汽车推出了主题

公益项目“魔法雪花玻璃球”，为美国加州橙县儿童医

院的患者打造了一个梦幻的“冬日仙境”。通过VR技

术，帮助儿童患者沉浸其中，让他们与雪球中的各种设

计元素进行互动，甚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雪人，以科技

的力量为孩子们找寻快乐 [2]，本田汽车 VR 广告见图

2。该项目基于本田汽车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将公益设

计新形式带给大众，通过生动、直接的交互，大大地提

升了受众的体验感受，利用“互联网+”时代下的平台

优势，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并支持儿童病患群体。

（二）“互联网+”时代下的体验式设计

基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背景，对于体验式

设计的表达形式及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

方面。

1）视觉性。“互联网+”时代的体验式设计，通过不

同设计要素的构成，运用合理的视觉语言，给予受众沉

浸式的视觉体验，与受众建立情感和认知上的沟通与

交流，及时传递有用信息，帮助受众更加直观、准确地

理解设计主题与内涵[3]。

2）传播性。得益于现代社会大众在获取各类信息

的途径及方式上的巨大改变，基于不同平台，人们可以

图1 四川美术学院官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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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通过图像、视频等方式获取更多信息。相较

于传统设计的传播性，网络与自媒体的发展为“互联

网+”时代的体验式设计赋予了传播更快、范围更广等

特征，新兴媒体正逐渐引领着时代的发展。

3）技术性。“互联网+”时代的体验式设计得益于

不同领域中对现代科技的不断探索与发展。它可以为

提升设计体验添砖加瓦，如前文提到的VR技术所带

来的沉浸式体验，以新型材料的研发为基础，丰富感官

交互的形式，从而给予受众更为真实、人性化的体验。

（三）“互联网+”时代下体验式公益设计

得益于网络的便利及其赋予传播途径的多样性，

体验式公益设计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作为一种新型公

益形式，体验式公益设计将多元化的网络社交媒体作

为传播平台，促使公益信息的扩散更加迅捷、高效[4]。

在此以两个典型案例展开分析。

1. 丁香医生疫情实时动态

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社会背景下，丁香医

生APP依托于自身的医疗服务背景及“互联网+”时代

的平台优势，第一时间推出了疫情实时数据动态。丁

香医生疫情实时动态界面见图 3。图中，左侧为截止

至 2020年 3月 4日的数据，右侧为截止至 2020年 3月

11日的数据。

在界面设计上融合了疫情地图、辟谣与防护、疾病

知识、在线问诊等实用功能。界面整体布局层次清晰，

图2 本田汽车VR广告

图3 丁香医生疫情实时动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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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用户的视觉观感与实际体验。它凭借着版本的不

断更新与完善，以良好的UI设计与用户体验在众多同

类产品中脱颖而出。丁香医生版本更新见图 4。图 4

中，左侧为升级前（2020年 1月 21日）的版本截图，右

侧为升级后（2020年3月11日）的版本截图。

以丁香医生国内疫情地图功能为例，2020年3月4

日的国内疫情地图界面截图见图 5，各省市的确诊病

例情况以颜色的深浅进行了最为直观的等级划分。选

择具体省市并点击详情进入次级界面，即可获取更加

详尽的疫情实时动态数据。丁香医生以简明易懂的交

互逻辑，准确地传达了设计意图，与用户达成了有效沟

通，使用户操作更便捷[5]。

由于用户对实时疫情的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国

内，所以丁香医生及时地上线了全球疫情地图，2020

年3月4日的界面截图见图6，在网络全球化的大环境

下，将海外的疫情数据一同收入其中，并且及时跟进，

优化设计。丁香医生不仅充分发挥了良好的交互设计

所赋予用户的体验优势，而且在拥抱公益、助力公益的

同时，进一步为品牌自身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2.“Bushfire Brandalism”运动

自 2019年 9月开始，一场严重的丛林山火席卷了

澳大利亚。由众多艺术家、设计师、插画家等发起的

“Bushfire Brandalism”运动，即“丛林火灾反广告运

动”。作为迄今为止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未经批准的

户外艺术展，此活动通过不同主题的海报作品，传递出

艺术家们对灾害的切身感受，以此表达对政府举措的

不满，同时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澳洲丛林山火灾情。澳

洲山火户外艺术展街景见图7。

活动组织者将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这三座澳

洲主要城市街道上的数十幅商业广告海报替换成了与

活动主题相关的艺术作品。群众可以通过扫描不同主

题海报上的二维码，进入到为拯救澳洲野生动物所发

起的公益筹款项目界面，为公益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由Lluis Fuzzhound设计的部分海报展示见图8。

图4 丁香医生版本更新

图5 丁香医生国内疫情地图界面

图6 丁香医生全球疫情地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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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充分利用公共广告空间与媒体平台，使

“Bushfire Brandlism”这场公益运动迅速扩散。这种将

设计的力量与互联网平台巧妙融合的公益新形式，不

仅能迅速推广公益主题事件，揭示社会问题，也进一步

提升了社会大众参与公益的便捷性与可行性[6]。

由此案例可知，在“互联网+”时代，通过扫码等成

熟技术，让大众与公益事件迅速产生交互，以体验式设

计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交流连接。与传统公益设计

形式相比，这既增加了设计作品本身载有的信息量，也进

一步提升了设计作品的有效性、传播性等使用价值[7]。

三、“互联网+”时代下体验式公益设计视觉研

究的意义

在当前“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的传播与

发展方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由于公益事业在现实生

活中愈发凸显的社会地位，公益传播也更具社会效益

和影响力[8]，促使着公益设计成为向大众宣传公益相

关信息的重要媒介[9]。

设计师结合实际问题，立足公益，融合设计，通过

丰富的体验式视觉表现形式，提升社会大众对公益事

件的关注度。在增强社会大众理解公益事件、提高公

德意识的同时，正确引导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及行为

方式 [10]。用艺术设计触发公众对主题事件的情感共

鸣，既促进公益宣传与教育，也弘扬健康向上的社会风

气与文化。

因此，本文研究“互联网+”时代下体验式公益设

计视觉表现形式的意义在于，设计师能更加多元化地

依托于现代技术和媒介的发展，提升受众对于设计作

品的体验感受，在发挥设计师自身价值与作用的同时，

用艺术的力量，共同推动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结语

“互联网+”时代下的体验式公益设计作为一种新

型的公益模式，无疑促使了公益社会进一步朝多元化

的方向发展。本文通过对“互联网+”时代下公益设计

发展的探讨和具体案例分析，剖析其价值，并加深对体

验式公益设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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