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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数字媒体技术与当代艺术设计的融合发展
陈　欢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数字媒体技术被关注、被应用，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艺术设计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数字媒体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改变了艺术设计的创作方式和表现形式，还促进了艺术设计与其他领域的跨界融合。这无疑帮助当代艺

术设计迈向新的阶段，也使得该领域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21 世纪下的技术变革与艺术创新能够发展

同步，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走向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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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之后，数字技术崛起并在各领域广泛应用，变革了人

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当前，以音视频为代表的多种媒体领域融

合，产生了数字媒体，以不同特色、各种形式在行业中应用推广。

对于当代艺术设计来说，利用数字媒体技术生产新内容、新方案，

充分凸显便捷性、虚拟现实性、交互性的优势，激发艺术创作灵感，

满足个性化创作需求，丰富艺术创作形式，增强艺术创作的交互性。

显然，数字媒体技术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

一、数字媒体技术的概念与特征

数字媒体技术融合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信息处理等多学

科领域知识，通过计算机与互联网对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

信息进行处理，能够将传统的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使媒体

内容得以在互联网上进行高效传播与有效管理。其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数字化，显然利用现代技术，提高了内容的复制质量，并减

少了传输过程中的失真，使信息更加准确和清晰。当然，它也具

有互联网所具备的网络化、互动性优势，支持用户随时访问和共

享信息，打破了传统媒体形式的桎梏，也支持各类创新交互方式，

使得用户的体验感增强，正所谓内容创新与个性化发展两手抓。

此外，数字媒体技术还具有实时性，能够实时获取最新的信息，

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及时，满足了用户对信息时效性的需求；

还具有定制性，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偏好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和

服务，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粘性。因此，我们认为数字媒体技术

在多元产业领域的应用具有积极意义，往往是产业转型与升级的

一大助力。

二、数字媒体技术对当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一）数媒丰富当代艺术内涵

数字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艺术

创作的边界与形态。在当代艺术设计中，数字媒体技术充当一种

高效能的工具，支持设计的创意表达、创新实践，能够作为创意

的催化剂，真正帮助设计师们完成更好的作品。具体要通过复杂

的数据处理、高级的图形渲染以及沉浸式的交互体验，使得设计

作品呈现出物理之外的内容，使得作品的细腻、真实、情感表达

等让更多观众共情，能够达到良好的设计预期。后影像时代的到来，

vr、ar 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应用，更让当代艺术设计走向全新的未

来时代，虚拟艺术设计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数字

媒体技术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拓宽了艺术表达范畴，深刻地

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与文化体验，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

（二）数媒丰富当代艺术形式

传统艺术作品以展览、收藏、宣传与装饰等形式发挥意义价

值，传播模式受到现实空间的限制。虽然这样的呈现方式更具艺

术气息，但传播范围与实际效率过于有限，难以满足当代社会对

艺术多元性、即时性的需求。好在新时代背景下，数字媒体技术

的应用使得艺术产业迎来新的变革，借助该门技术打破传统空间

的限制，更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多元化平台，实

现跨越时空的艺术传播，更散发出当代艺术的独特魅力。也就是说，

数字媒体技术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达的

具体形式与呈现手段，使得艺术理念传播范围扩大，传播效率增强。

同时，依托数字技术的互动性、参与性等，赋予观众参与艺术创

作与鉴赏的机会，甚至观众也是艺术表达的一环，为我们带来全

新的艺术视角，是难能可贵的。

（三）数媒促进当代艺术交流

新时代背景下，对于艺术作品的解读也有更多方向和思路，

而如何进行艺术讨论、交流也是一大难题。传统的艺术表达无疑

是单向、线性的，融入数字媒体技术之后，这样的表达更加丰富了，

也给了艺术讨论更多空间。这种模式下，艺术作品不再是孤立的

存在，而是成为连接创作者与观众、过去与未来、不同文化背景

的桥梁。观众不再仅仅是旁观者，而是作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

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滑动，都在重新诠释着作品的意涵，赋予

其新的生命。这也在潜移默化中构建出双向互动的过程，加深观

众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也为设计师提供更多创作机会、灵感来源

和真实反馈，促进艺术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数字媒体技术带来

了艺术交流的广阔空间，艺术的边界再一次被拓宽，创作与鉴赏

相遇，也因为相遇而进步。

三、数字媒体技术与当代艺术设计的融合发展

（一）融合技术与艺术，丰富艺术表达内容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艺术表达形式的多元化，深刻影响着观

众们的艺术体验。内容为王、创意为王，它们是设计最为重要的

部分，也因为数字媒体技术的融入更加丰富和精彩。这就要求要

求设计师在保持艺术敏感性的同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无限可

能，探索前所未有的创意边界。内容创新意味着打破传统框架，

勇于尝试跨界融合。作为一名设计师，就可以从数字媒体平台、

工具软件出发，将科技、文化、社会议题等融入作品中，创造出

既具艺术美感又富含深刻内涵的作品。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

和增强现实（AR）技术，构建出超越物理空间的沉浸式艺术体验，

让观众在虚拟与现实的交错中感受艺术的魅力。许多线上博物馆、

虚拟展演等都是类似的思路，无疑让当代艺术传播更具吸引力和

感染力。当然，内容创新也强调个性化与定制化，是艺术发展的

重要方向。在数字媒体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

艺术设计能够更精准地捕捉并满足个体需求，设计师就可以利用

这些技术分析用户偏好，设计出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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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艺术体验更加贴近每个人的独特情感和审美需求。这在产品设

计、工业等方面更具应用潜力，使得用户、消费者的深度需求被

挖掘和满足，也促进了艺术与生活的深度融合。再者，内容创新

还体现在对传统艺术文化的弘扬上。组织数字媒体艺术家和非遗

文化传承人共同开展文化创意项目，进行非遗文化数字化的整理、

保护和传承。例如，传统乐器是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演奏技艺和音乐形式非常独特。然而，由于现代音乐的影响和

乐器技艺的传承不易，许多传统乐器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数字

媒体技术下将传统乐器的音乐形式数字化，形成数字乐谱，再由

电子软件、音乐软件传播，能够打动人心，带来更多优质的音乐

作品。综上，融合艺术与技术，丰富艺术表达的内容、元素，是

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未来趋势。它要求设计师具备前瞻性

的视野，勇于尝试新技术、新媒介和新方法，不断探索艺术表达

的无限可能。

（二）培养专业性人才，提高技术应用能力

当今时代，人工智慧和创造力是关键，但该领域专业性强、

能力素质高的人才更是重要资源。数字媒体技术融入当代艺术设

计中开辟新思路，也需要专业性、应用型与复合型人才的支持。

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才，首先需明确融合人才培养的目标，应当

是培养既具备深厚的艺术素养，又掌握数字媒体技术的复合型人

才，能够满足艺术创作以及处理数字图像、视频、动画等技术性

需求的全面人才。比如说，设置专门的课程培养学习者的数字图

像处理能力，使其能够运用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软件进行图像

创意设计，能够运用 Final Cut Pro、Adobe Premiere 等软件进行视

频编辑与后期特效处理，能够运用 Maya、3ds Max 等软件进行二

维、三维动画制作。此类技术软件的应用还有很多，最关键的是

培养人才掌握一门或几门技术，能够应对未来设计中的各类需求。

当然，光有技术训练还远远不够，对于学习者文学、哲学、美学、

历史、传播学与心理学等方面的熏陶也势在必行，只有艺术与技

术相结合，才能够真正深化人的认识、拓展人的视野，为其今后

从事艺术设计领域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探讨艺术设计人才培

养，离不开对于相关院校课程设置、活动安排的讨论。对此，学

校应当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以高素质、跨学科、全方位为

要求，通过产学研创、校企合作等多种模式，加强理论知识教授

与职业能力培养。如，与行业领军企业合作，设立实践基地，让

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与成长；邀请行业专家进行讲座与

指导，增强学生的实践经验和行业认知；鼓励学生参与各类艺术

与科技竞赛，提升其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具体的技术方向、

艺术方向等还可以结合地区经济产业、学校办学特色等进一步展

开，是培养专业性人才并提高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能力的重要支持。

以此也将凝聚多方力量，共同推动艺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开启

艺术产业的新篇章。

（三）借助数字媒体技术，优化艺术展示效果

艺术设计的核心是艺术表达，技术是其中一种补充、工具支持，

共同推动艺术创新与发展。因此，要实现数字媒体技术与当代艺

术设计的融合，就务必在保持各自优势与特点的基础上，把握艺

术传播的要点、艺术创作的目的等，全面推动当代艺术设计的创

新发展。以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为例，它能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

受艺术作品，不再受制于物理空间的束缚。一幅画作不再仅仅是

挂在墙上的静态图像，而是能够以三维立体的形式在虚拟空间中

“活”起来，观众可以自由走动，从不同角度欣赏作品的每一处细节，

甚至与之互动，体验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艺术之旅。那么，以技术

为工具，艺术表达甚至与人、观众连接起来，形成了以艺术表达

为目的的技术创新，可谓一举两得。再来，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对

作品进行高精度的色彩校正与细节修复，让艺术作品在数字屏幕

上呈现出更加逼真、细腻的质感；数字投影技术将艺术作品以动态、

变幻莫测的形式投射到各种载体上，如墙面、地面、甚至流动的

水面上，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使艺术作品与展示环境融

为一体，形成动态的视觉景观，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享受。

这些也都是基于艺术设计作品进行优化的，同样能够优化艺术展

示效果，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甚至是视听盛宴。笔者认为，艺

术设计甚至可以与艺术家社交互动、艺术馆线上频道等融为一体，

实现展示创作过程、艺术理念交流等，使得艺术创作不再局限于

特定的时空，艺术鉴赏也不再受限于物理空间的限制。这种即时

性与互动性，极大地拉近了艺术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让更多人能

够以更便捷的方式接触、理解和欣赏艺术。甚至有跨界合作、跨

界融合路径产生，为当代艺术设计注入新的活力，也依托数字媒

体技术带来新的发展道路，激发艺术创作的新方向。

（四）依托数字媒体技术，提高艺术审美价值

艺术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历史文化的载体，而艺术设计与

数字媒体技术的融合，创新了民族文化，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更在技术的助力下让艺术设计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

个人与世界的桥梁。艺术设计中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

凝聚城市基因、街区文脉，对历史文化进行再演绎与新解读，在

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让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

生命活力，让历史与现代对话，让文化在传承中创新。显然，借

助数字技术进行创新更为便宜，推动新老结合、多元融合，以更

加多元、互动的方式呈现，让艺术的触角延伸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以北京冬奥会为例，光是开幕式就充分应用实时互动、裸眼 3D、

增强现实、数字影像等数字媒体技术，展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在数

字化浪潮中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传递了中

华文明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感悟；节目《立春》中长杆道具结合电

脑设计和动作表演观念，创造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立春画境，展现

了传统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这些都是当代艺术设计中可以借

鉴的，以数字媒体技术提高艺术审美价值，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数字媒体技术支持当代艺术设计创新与发展，其

是一个不断演进、变革的过程。随着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

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艺术设计将会更加多姿多彩，为人们的生活带

来更多美和享受。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到数字媒体技术与当代艺

术设计的融合理论，关注该方面的问题与挑战，积极应对可能发

生的技术伦理、知识产权等方面问题，为当代艺术创新与全面化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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