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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语境下的场景概念设计风格演变研究

——基于跨学科美术课程构建的探索

李希希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长春　130000

摘　要：在数字技术深度重塑人类生活与审美体验的当下，场景概念设计作为视觉艺术与技术融合的前沿领域，正经历着

革命性变革。数字媒介打破传统创作边界，催生了全新的设计风格与表现范式，也为高校美术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本研究基于跨学科视角，剖析场景概念设计风格演变规律，探索美术课程创新路径，旨在推动美术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培

养契合时代需求的专业人才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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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媒介技术概述

数字媒介技术涵盖了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计算机图形学通

过算法和数据结构实现对图形图像的生成、处理与显示，为

场景概念设计提供了强大的绘图与建模工具，设计师能够轻

松创建复杂的三维场景和逼真的材质效果。以 Blender 软件

为例，其不仅具备丰富的建模工具，还拥有强大的雕刻功能，

能帮助设计师塑造出如古代雕塑般细腻的场景细节；在材质

渲染方面，利用 Cycles 渲染器可模拟出光线在不同材质表

面的真实反射与折射效果。

虚拟现实技术让用户沉浸在虚拟环境中，可从第一人

称视角感受场景氛围，这促使设计师在设计场景时更加注重

用户的身临其境体验，从传统的二维视觉呈现向三维沉浸式

体验转变。如《半衰期：爱莉克斯》的游戏场景设计，通过

高精度的建模、逼真的光影效果以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交互

设计，让玩家仿佛置身于充满危机的科幻世界中，真实感受

到场景中物体的质感与空间的层次。增强现实技术则将虚拟

信息与现实场景相结合，为场景概念设计拓展了新的应用空

间，如在城市景观设计中，通过 AR 技术可实时展示设计方

案在真实环境中的效果。以某城市公园改造项目为例，市民

只需使用手机扫描公园实景，就能看到改造后的虚拟景观，

包括新增的游乐设施、绿化布局等，方便公众参与设计讨论。

人工智能技术在图像识别、智能绘画辅助等方面发挥作用，

帮助设计师更快地生成创意草图、分析设计元素的合理性。

Midjourney 等 AI 绘画工具，设计师只需输入文字描述，就

能快速生成具有不同风格的场景概念图，为设计构思提供灵

感参考。

2 数字媒介改变场景概念设计流程

在传统场景概念设计中，设计师通常从手绘草图开始，

逐步细化方案，再通过手工模型制作来呈现初步设计效果，

整个过程耗时较长且修改不便。而在数字媒介环境下，设计

流程发生了巨大变革。设计师可以直接在数字绘图软件中绘

制草图，利用软件的图层、变形等功能快速修改完善，大大

提高了草图绘制效率。例如在 Procreate 软件中，设计师可

以随时调整画笔的属性、使用橡皮擦修改线条，还能通过复

制、粘贴图层快速尝试不同的构图方案。

建模阶段，借助三维建模软件，如 3dsMax、Maya 等，

能够精确创建复杂的场景模型，并且可以随时调整模型的

结构、比例和材质。在影视场景建模中，设计师可以利用

Maya 的多边形建模技术构建出宏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通

过 UV 展开与纹理映射技术，为模型赋予逼真的砖石、木质

纹理。渲染环节，先进的渲染器能够模拟真实的光照效果，

呈现出逼真的场景画面，同时还能通过参数调整快速得到不

同风格的渲染结果。Redshift 渲染器支持 GPU 加速渲染，能

在短时间内渲染出电影级别的高分辨率场景图像，并且可以

通过调整环境光、全局光照等参数，实现写实、卡通等多样

化的渲染风格。此外，数字媒介还使得设计团队之间的协作

更加便捷，设计师可以通过网络实时共享设计文件，进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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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讨论和修改，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用云端协作平

台，如 Figma，团队成员可以同时在线编辑场景设计文件，

实时查看他人的修改内容，并通过评论功能进行交流，显著

提升了团队协作效率。

3 数字媒介拓展场景概念设计表现形式

传统场景概念设计主要以二维图纸和实物模型作为表

现形式，在表现复杂场景和动态效果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数

字媒介的介入极大地拓展了表现形式。视频动画成为常见的

表现手段，设计师可以通过制作动画短片来展示场景的动态

变化，如建筑场景中的人流涌动、光影变化等，使观众更直

观地理解设计意图。在建筑设计领域，通过制作建筑漫游动

画，观众可以跟随镜头视角，从不同角度欣赏建筑外观、内

部空间布局以及周边环境，感受建筑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光

影变化。

交互设计元素也被引入场景概念设计，通过触摸屏幕、

体感设备等，用户可以与虚拟场景进行互动，如在博物馆展

览场景设计中，观众可以通过手势操作来切换展示内容、深

入了解展品信息。故宫博物院推出的 AR 展览，观众通过手

机扫描展品，就能触发 AR 特效，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展品背

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增强了展览的趣味性和教育性。

此外，数字投影技术在大型场景展示中得到广泛应用，能够

将绚丽的图像投射到建筑物、地面等物体表面，创造出震撼

的视觉效果，为场景概念设计增添了新的魅力。法国里昂灯

光节上，利用 3DMapping 技术将建筑表面作为投影幕布，

通过光影的变幻将建筑变成一幅幅动态的艺术作品，营造出

奇幻的城市夜景氛围。

4 数字媒介语境下场景概念设计风格演变

4.1 从写实风格到超现实风格

在数字媒介发展初期，场景概念设计多借鉴传统绘画

中的写实风格，力求真实还原现实场景。设计师通过细腻的

笔触和精准的色彩搭配，在数字画布上描绘出与现实无异的

建筑、自然景观等。像《荒野大镖客：救赎 2》的游戏场景

概念设计，设计师花费大量时间实地考察美国西部地貌，运

用数字绘画工具将沙漠、山脉、小镇等场景以近乎照片级的

写实风格呈现，让玩家感受到 19 世纪美国西部的真实风貌。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设计师逐渐突破现

实的束缚，开始探索超现实风格。利用数字软件强大的合成

与变形功能，设计师将不同时空、不同现实逻辑的元素组合

在一起，创造出奇幻、荒诞的场景。例如电影《奇异博士》

的场景概念设计，通过数字特效将现实世界扭曲变形，构建

出多维空间交错、建筑随意折叠生长的超现实场景，打破了

观众对传统空间的认知，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风

格的转变反映了数字媒介赋予设计师无限的创意空间，使其

能够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转化为视觉图像。

4.2 从静态风格到动态风格

传统场景概念设计以静态画面为主，虽然能够展现场

景的某一时刻状态，但无法表现出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数字

媒介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场景概念设计逐渐向动态风格

发展。通过动画制作技术，设计师可以为场景添加动态元素，

如流动的河水、闪烁的灯光、移动的物体等，使场景充满生

机与活力。在《冰雪奇缘》的场景概念设计中，设计师运用

动画技术让漫天飞舞的雪花、流动的魔法冰雪呈现出动态美

感，增强了影片的梦幻氛围。

动态风格的场景概念设计不仅能够更好地吸引观众注

意力，还能更准确地传达设计理念，如在商业广告场景设

计中，动态场景能够更生动地展示产品的使用过程和环境，

增强广告的宣传效果。以苹果公司的产品广告为例，通过动

态场景展示 iPhone 的拍照功能，镜头在不同场景中切换，

从拍摄美食特写时的微距效果，到拍摄夜景时的低光环境成

像，动态地呈现产品特性，吸引消费者购买。

4.3 从单一风格到多元融合风格

在数字媒介语境下，不同文化、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

交流与融合变得更加容易，这促使场景概念设计风格呈现出

多元融合的趋势。设计师不再局限于某种单一风格，而是广

泛吸收各种风格的元素，将其融合在一个场景设计中。比如，

在游戏《原神》的场景设计中，蒙德城的建筑融合了欧洲中

世纪哥特式风格，具有高耸的尖塔、繁复的雕花；而璃月港

则借鉴了中国古代建筑特色，飞檐翘角、红墙绿瓦，同时结

合数字技术营造出云雾缭绕、仙气飘飘的奇幻氛围，形成了

独特的多元融合风格。

这种风格演变体现了数字媒介时代文化的开放性与包

容性，也为场景概念设计带来了更多创新可能。在一些大型

主题乐园的场景设计中，将科幻元素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如

打造以中国神话为主题的科幻园区，用数字特效呈现出神话

中的神兽在未来科技城市中穿梭的场景，既满足了观众对传

统文化的情感共鸣，又带来了新颖的科技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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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跨学科美术课程构建的应对策略

5.1 跨学科课程目标设定

跨学科美术课程应明确培养学生在数字媒介语境下的

场景概念设计能力这一核心目标。具体而言，学生需要掌握

数字媒介技术在场景设计中的应用技能，具备融合多学科知

识进行创意构思的能力，能够理解并运用不同风格进行场景

概念设计，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例

如，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应能够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设计沉浸

式场景，从艺术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分析场景风格对用

户情感的影响，并能根据项目需求创新地融合不同风格元素

进行场景创作。

为实现这一目标，课程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

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在实际的场景概念设计项目中，学生

需要与不同学科背景的成员合作，因此在课程中设置团队项

目，让学生在合作中学会沟通协调，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

掌握项目进度管理和质量把控的方法。

5.2 跨学科课程内容整合

课程内容应整合美术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等多学

科知识。在美术学方面，设置传统绘画基础、场景构图、色

彩理论等课程，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美术功底；在计算机科学

领域，安排计算机图形学、三维建模软件应用、动画制作技

术等课程，让学生掌握数字媒介工具；传播学课程则注重培

养学生对受众心理、信息传播的理解，以便学生在场景设计

中更好地把握设计意图的传达。此外，还可以引入哲学、社

会学等学科内容，引导学生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场景设计与

社会文化的关系。

在具体课程实施中，可以设置跨学科综合课程模块。

例如开设“数字媒介场景概念设计实践”课程，将美术设计、

技术实现、受众分析等内容融合在一起。在课程项目中，要

求学生先进行市场调研，分析目标受众的喜好和需求，然后

运用美术知识进行创意构思，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场景建模与

渲染，最后通过传播学理论评估设计方案的传播效果，实现

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

5.3 跨学科教学方法创新

采用项目式教学法，以实际场景概念设计项目为驱动，

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例如，给

定一个主题公园场景设计项目，学生需要组成跨学科团队，

其中美术专业学生负责场景的美术风格设计，计算机专业学

生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场景的建模与动画制作，传播学专业学

生进行受众调研并提供传播策略建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教师扮演引导者角色，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问题，促进不同

学科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为进一步深化项目式教学效果，可以引入企业真实项

目或与行业开展合作教学。邀请企业设计师担任校外导师，

参与课程项目指导，让学生了解行业实际需求和工作流程。

同时，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学习，实地观察场景概念设计项

目的运作模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此外，还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分析大量优秀的

数字媒介场景概念设计案例，让学生学习不同风格的设计手

法和技术应用，启发学生的创作灵感。同时，利用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模式，线上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如教学视频、数

字设计软件教程等，供学生自主学习；线下则组织课堂讨论、

实践操作和项目汇报，加强师生互动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6 结束语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数字媒介语境下场景概念设计风格

的演变脉络，构建了跨学科美术课程体系，为高校美术教育

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但随着元宇宙、生成式 AI 等

新技术的迭代，场景设计将持续演进。未来，需进一步深化

多学科协同研究，动态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推动理论

研究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以培养更多具备创新能力与跨学

科素养的美术设计人才，助力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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