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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视觉传达实现途径研究
———以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为例

付 彧

( 国家开放大学，北京 100039)

［摘 要］视觉传达在网络课程总体设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的众多案例，

对网络课程的视觉传达流程以及文字、色彩、图形、版式、运动等各种视觉要素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其具体如

何赋予网络课程科学、合理、美观的视觉形象，进而促使网络课程在视觉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此

基础上，归纳出网络课程的视觉传达设计应遵循以学习者为中心、以传达信息及促进学习行为为目的、符合

形式美法则的总体原则，力求使视觉传达在呈现学习内容、实现教学目标、辅助教学实施、激发学习兴趣的过

程中变得积极而主动，辅助网络课程在远程教育中更加充分高效的体现其价值、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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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是随着计算机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

应用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它是现代远程教育资源

的重要形式，也是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重要环节。

它的内涵和外延大不同于原先的多媒体课件，计

算机网络及现代信息技术也由教学辅助元素转变

为实施教学的重要依托与师生互动方式。

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员会在《现

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中提出: 网络课程

就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

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在现代远程教育中，网络课

程是网络教育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承

载着教学内容，也规定了网络课程实施的形态与

特点。教师利用网络课程组织教学; 学生通过网

络课程进行学习; 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也需由网

络课程来实现。因此，网络课程的质量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网络教育的质量。界面的视觉传达设

计作为网络课程设计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塑造

了网络课程的视觉媒介形象，辅助学习者获得高

效的信息传输，不仅能以艺术符号传达出情感、审

美、思维、风格等深层结构的心理意义，并且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学习兴趣，引导学习者的学习行为，

是一项综合性的设计活动。

研究网络课程的视觉传达实现途径，首先需

要分析其视觉传达的流程。

一、网络课程的视觉传达流程

现代社会正经历着从文字文化向图形文化的

转变，全面进入了视觉传达的时代，当代文化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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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为一种视觉文化［1］。经科学证实，人所获

得外界信息的 80% 来自于视觉，由此可见视觉传

达设计的重要性。广义而言，视觉传达是一种以

视觉媒介为载体，向大众传播信息和情感的造型

活动。它是以人脑为最终目标，通过人眼这个传

播介质把接收到的有效的视觉信息传递给大脑的

过程。视觉传达设计涵盖了平面、电影、电视、网

络等媒体，它们把有关内容传达给眼睛，通过视觉

进行造型设计［2］。视觉传达设计对于诉诸视觉媒

介的传播效果而言，可谓意义非凡。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学习者是以自己关于世

界独特的经验及信念为背景，积极主动地与环境

相互作用，从而建立起对世界的独特理解。由于

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经验背景，所以对于同一事物

可能获得不同的意义理解。Grabowski 界定了学习

信息设计的目的是诱导和启发学习者，将新的目

标信息与他们原有的信心进行有意义的联系，这

一界定指出了界面设计与深层次的信息加工的关

系［3］。因此，网络课程的目的在于创建一种有利

于学生积极主动建构知识的虚拟环境，视觉传达

设计则能够赋予该环境有意义的样式，简而言之

就是为传达和互动而设计。网络课程中的视觉传

达设计对象主要包括: 文字、色彩、图形、版式、运

动等元素。

对于一般视觉传达设计，信息经由传达者编

码，形成各种视觉元素，元素按照一定规律加以组

合，建构出一套完整的视觉语言传达给接收者，接

收者经过解码对信息加以理解，获得其中的意义。

而对于网络课程来说，传达者通常是教学者; 信息

包括三重内涵: 一是知识，即学习者所需掌握的学

习内容和学习资源; 二是思维，即学习者学习路径

和学习策略; 三是情感，即教学者通过网络课程想

要对学习者表达的情感与态度。由三者构成的信

息通过字体、色彩、图形、版式、动画等视觉元素组

合起来，形成网络课程的有机整体，引导学习者在

使用过程中对信息内容加以理解。( 图 1 )

图 1 视觉传达流程示意图

二、网络课程视觉传达设计的重要性

网络课程的视觉传达设计主要是指界面设计。

界面设计是人机之间传递和交换信息的媒介，属于

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设计艺术学、认知科学和人

机工程学的交叉研究范畴。不同的界面设计能够

体现和满足不同客户的使用需求; 并对用户行为产

生导引性的影响。简而言之，界面设计就是赋予网

络课程以新的面孔。优秀的界面视觉传达设计能

够合理布局学习资源; 成为课程内容的外在表现形

式; 建构网络课程的视觉风格; 准确体现网络课程

的特色与属性; 营造情感沟通的氛围，正所谓“形

美以悦目，意美以感心”。
( 一) 视觉传达设计是网络课程内容的综合外

在表现形式

在网络课程中，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是主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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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教学目标是主导，学习路径和学习策略是逻

辑主线，这些均需借助各种视觉元素作为传情达意

的载体。这个载体必须具有清晰、明确、合理、美观

的外在视觉形象。视觉形象能够帮助网络课程向

学习者进行有效的传达，包括意义的发现、认知、交
流、理解。实际上，网络课程界面视觉传达设计是

一项综合性的设计活动，除了要考虑美学效果、栏

目分布、信息组织等一般的视觉设计内容，还要考

虑网页的操作、信息反馈等交互设计内容［4］。

( 二) 视觉传达设计建构网络课程的视觉风格

当网络课程呈现在使用者面前时，势必需要借

助一定的外在视觉形式。当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

并形成有机整体时，便体现为一种独特的视觉风

格，而视觉传达设计正是建构这种视觉风格的主要

手段。

实际上，每一门网络课程都有其独特性，这就

形成了建构视觉风格的基础。在设计与制作网络

课程界面时，首先应根据教学内容、学习目标、教学

对象，准确把握重点，确认定位和风格，各个板块、

页面都应符合这个基本风格［5］。在此基础上，针

对课程内容、结构与逻辑的特征，采用美观适宜的

视觉语言进行外化和包装，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

统一、外表与内在的深度契合。迥异的风格常常能

够为不同网络课程打上明确的视觉标签，让学习者

对课程的属性与特色一目了然。
( 三) 视觉传达设计强化网络课程的学科属性

按照学科分类，网络课程可分为文科、理科、工
科、艺术等几大类。每个学科都有其各自的特征，

这种特征通常能够有效地外化为视觉设计，体现在

各种视觉元素之中，包括整体色调、Banner、主体图

形与插图、字体字型、布局方式等。格式塔心理学

的基本观点认为: 形象感觉是大脑将视觉元素或视

觉形式组织成不同群落的结果。人类看到东西并

不是各个视觉元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各种感觉综合

的结果。上述诸多元素综合形成视觉整体，通常能

够在第一时间，先于所有的学习内容和文字信息，

迅速地向学习者传达该课程的基本属性、主要特点

与整体调性。因此，视觉传达设计既能够表现出课

程属性的类型化特征，又可以确立网络课程外观印

象与内在品性的统一认知。
( 四) 视觉传达设计营造情感沟通氛围

网络课程并非仅承担着学习媒介与学习工具

的角色，在兼顾功能性与审美性的同时，优秀的视

觉传达设计能够准确把握视觉心理，切实发挥视觉

心理学的功效，在使用的过程中，帮助在师生、生生

之间，营造出恰当的虚拟互动环境，无形地建立起

一种情感沟通的“场”。

贝拉·巴拉杰认为: “正是因为视觉的传播是

直接的，因此它必定在比语言更深入、更生动的体

验层次上与人们的心灵相连结。”查尔斯·科斯特

尼克( Charles Kostelnick) 与罗伯茨( David． Ｒoberts)

在《视觉语言设计: 职业传播者策略》中指出，尽管

视觉信息看上去种类众多，但所有的视觉信息通常

都有两个主体: 一是设计这些视觉信息的人员，二

是受众［6］。体现在网络课程中，教师和界面设计

师是前者，主要负责呈现教学信息; 学习者则是受

众。网络课程更像是一座连接二者的桥梁，通过视

觉设计迅速准确地传递学习内容与学习信息，在视

觉元素的选择上需符合人们对信息或事物的认知

与期待，并与学习者建立起有效的视觉沟通，引导

使用者更有效地使用网络课程进行学习。同时，视

觉设计作为营造学习情境的重要手段，能充分利用

网络的资源开放性和视觉情感表达的直观性，为团

队建设、小组学习构筑积极的互动氛围。因此，出

色的网络课程界面视觉设计能够将课程属性、教学

者意图和所要表达的情感态度与学习者心理洞察

紧密结合，实现教学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情感交流。

三、网络课程中的视觉传达要素

网络课程的界面视觉设计是指在有限的屏幕

空间中，将多媒体学习资源、课程信息、学习活动等

内容通过视觉语言表达出来并有机的排列组合。

是一种具有实用功能与艺术特色的视觉传达方式。

视觉元素主要包括文字、色彩、图形、版式、视频与

动画等。每种元素都有其自身的设计规律和具体

作用，这些元素都是实现网络课程视觉传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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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一) 文字

文字是人们思想感情的图画形式，是记录语言

信息的视觉符号［1］。文字作为信息传达的主要手

段是网络课程的主体，它是网页中必不可少的视觉

元素，也是网页中的主要信息描述要素。在网页

中，文字将占据相当大的面积，发挥重要作用，文字

设计将影响到整个网络课程的质量［7］。

文字兼有“形”和“意”，即文字与图形双重属

性，网络课程的字体作用主要体现在: 文字内容用

于呈现教学内容、表述概念、讲解注释; 文字样式用

于表达深层的思想气质、情感主张与审美意义。

学习者在使用网络课程，阅览网页界面的过程

中，如日本设计大师伊达千代所言“读者似乎仅仅

想要理解文字中所写的内容，很少在意文字的形态

与设计。人们常以为自己只专注于文字内容，但实

际上文字的形状、颜色、线条以及文字周边的图画

等视觉信息，也在同一时间映入眼帘，这些信息会

以模糊的意象留在观者脑海中，内容的含义、意象

总会让人们直觉却无意识地获得并刻印在心中，构

筑成形。”［8］”网络课程设计者必须思考积极创造

意象并加以控制的方法。

网络课程页面中的字体主要包括: 标题字体、

正文字体、菜单字体、导航字体、logo 字体等。总体

上字体变化不能过多，以免让观者视觉产生杂乱疲

倦之感，以四种以下为宜。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字

体按照特征可分为有饰线、无饰线、有饰角、无饰角

等形式; 按字体的应用分为印刷体、书法体和设计

字体; 按文字类型分为以汉字为代表的方块字体系

和字母体系; 按版式方式可分为横排、竖排、不规则

排列等。由于正文通常占据网页的主体，文字量普

遍较多，也是教学信息的主要载体，因此正文字体

设计应以简明清晰、便于识别、适合长时间阅读作

为基本要求，多采用无饰线、印刷体的横排文字，强

调清晰性、适用性与标准性，常见正文使用宋体、黑
体或雅 黑。标 题 字 体 常 出 现 在 Banner 的 显 著 位

置，因其体量较大、位置明显、设计可为空间大，因

此被视作网络课程特点的重要表征。以国家开放

大学网络课程为例( 图 2 ) :

1． 从文字类型讲，网络课程的标题、正文等普

遍采用中文; 特殊课程如英语类课程标题通常采用

英文作为主标题，辅以中文小字，如《理工英语 4》。
2． 从版式角度讲，完全横排最为普遍; 成角度

排列能够容纳更多的字，更富于变化; 竖排属于中

国传统文字的排版方式，可传递传统古朴的意蕴和

中国文化特色。但受制于现代网络课程的平台版

式，一般来说，只有个别标题性文字采用竖排，尤其

以课程名称中带有中国二字的网络课程、历史、传

统文化类的课常用，如《中国法制史》。
3． 从字体特征讲，标题字体可根据课程属性使

用或简或繁的饰线、饰角，配合图形化的视觉语言，

彰显网络课程的特点。如《美学与美育》采用了饰

线、饰角相结合的方式，卷曲的线条嵌入与课程主

题相关的具象图形，使字体极富装饰性，散发出优

雅的艺术 气 质。《监 督 学》则 采 用 了 无 饰 角 的 黑

体，简明清晰，突出了监督主体所行使的权利的神

圣感与严肃性。
4． 从字体应用讲，书法体自由洒脱，富有传统

神韵及文采，通常可用于文学、艺术、历史、传统文

化等网络课程，如《文论专题》; 而印刷字体简明、

硬朗、通用，更为常见。
5． 从繁简角度讲，简体字更加规范而明确，应

用范围广，大多数课程均可使用; 繁体字作为标题

更加富于古韵和艺术气息，适于文学、艺术、历史等

类型的课程，如《美学原理》。

总之，不同的文字设计能够产生不同的意象和

心理感受，因此，网络课程文字设计需体现课程性

质，风格要与内容信息的特性相吻合。除表意外，

还要注重文字设计的感情表达，将无形的心理效应

蕴藏于有形的字体之中。如，幼教专业的网络课程

标题建议使用卡通风格的字体，配以饱和度高的颜

色，映衬出儿童活泼的天性。医学专业的网络课程

则需突出科学的严谨性与规范性，增强观者的信任

感，不宜使用书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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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色彩

马克思曾把“色彩的感觉”视作一般美感中最

大众化 的 形 式。英 国 著 名 心 理 学 家 格 列 高 利 认

为，颜色知觉对于我们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是视觉审美的核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情绪

状态。在网络课程界面的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

是一种先声夺人的传达要素，甚至在宏观效果和

传达速率上优于图形和文字传达。颜色通过引发

人脑联想而能够与人进行心理层面的交流。网络

课程界面的色彩设计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

第一，建立视觉印象。首先，由于色彩是最具

影响力 和 识 别 度 的 因 素，它 在 网 页 中 无 处 不 在。
网络课程 的 色 彩 设 计 既 要 准 确 反 映 课 程 属 性 特

征，迅速传达相关信息，还要与学习者建立起有效

的视觉沟通，通过色彩确立外观印象与课程属性

的统一认知。网络课程页面的主色调正是课程整

体视觉印象的综合表征，象征着课程的基本类别、
风格与内涵。其次，由于色彩具有鲜明的标志性，

所以色彩是网络课程区分不同区域的有效手段。

在界面中的导航条、按钮、图标、链接热区等通常

使用到 饱 和 度 高、对 比 度 强 烈 的 色 彩 加 以 强 调。
例如《中国当代政治制度》采用了高明度的红、黄

搭配作为主调，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政治含

义。《农业微 生 物 学》采 用 层 次 丰 富 的 绿 色 与 褐

色，对应农业的课程类别和主题。《遗传育种学》

用粉紫色表现出一种孕育新生命过程中的柔和感

与温馨感。

第二，传递情感和象征意义。阿恩海姆认为

色彩能够表现情感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网络

课程是连接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媒介，这种连

接并非 仅 限 于 知 识 方 面 的，还 包 括 情 感 和 态 度。
某种意义上，网络课程的情感传递功能是对色彩

视觉印象的进一步引申。借助于色彩这个情感表

现的有效视觉手段，教学者常常能够在无形中向

学习者传递某种情感情绪，并且通过视觉色彩赋

予网络课程具有某种气质和主张。《幼儿园组织

与管理》的界面采用清新的绿色，搭配色相丰富、
高纯度的卡通形象，营造出和谐友好的视觉氛围，

彰显了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轻松愉快的童稚，这

种色彩搭配既象征着“成长”的主题，也寄予了对

学习者的殷切希望。《网络信息制作与发布》以蓝

色作为主色。蓝色富于科技感，常作为 IT 领域的

惯用色，一方面能够准确传达网络信息的主题，另

一方面也蕴含着理智、科学、严谨的态度主张。
总的来说，色彩作用于心理的过程是: 由色彩

感觉引发色彩联想，进一步通过联想传递情感，产

生象征意义。色彩感觉包括冷暖感、空间感、轻重

感等。《食用菌栽培技术》采用橙、黄等波长较长

的暖色调，易使人增进食欲，衬托出食品相关的主

题，同时激发出阳光、甜蜜、快乐、幸福等联想。日

本色彩学家琢田敢在《色彩美学》中写道，色彩联

想具有共通性，并与传统密切相关。按照色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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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特定内容，产生了象征性，它能够传递更深层

次的意义。《妇产科学与儿科护理学》采用红色、

肉色、粉色等暖色作为主色调，给人一种亲近、温

暖、温馨的心理感受。
( 三) 图形

人们常把图形喻为一种“世界语”，因为它可

以超越语言、性别、民族、国界，达到“一图顶万言”

的传播效能。在网络课程的界面中，Banner、背景、

按钮、图标、图像、表格、导航条等位置都可以根据

需要设 计 图 形。图 形 设 计 与 视 觉 传 达 是 一 个 从

“以意生象”到“以象生意”的过程，即根据内容创

造形态，通过形态传达内容。而联想机制始终贯

穿于图形含义的解读过程，并在设计者与学习者

之间起到了沟通的关键作用。

在界面中，常见图形大致可分为抽象与具象

两种。具象图形视觉感知是因设计者再现真实场

景画面而获得某种真实的刺激而产生的，视觉含

义传达迅速直接、效果清晰准确，不易产生误解，

如《建筑结构试验》( 图 3 ) 将建筑结构分解图作为

主体图形，点明了课程主题。《投资学》( 图 4 ) 用

金币、股市 K 线图等表达出金融投资的含义。抽

象图形摒弃自然形象的外观描绘，注重表现情感，

赋予含蓄之美，通过形态要素的表现力和形式感，

在似与不似之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1］。《艺术学

概论》( 图 5 ) 采用抽象的皴法墨迹作为 banner 主

体图形，传递了洒脱的艺境之美。抽象图形适用

于内涵过于丰富，内容较为分散，不易对应旨意图

形，或不便用一张具象图形一言以蔽之的课程。

网络课程的图形根据用途分为主体图形与辅

助图形。主体图形通常面积较大，居于视觉中心，

如 Banner 或图形导航等。Banner 被视作网络课程

的“视觉名片”，其形象鲜明地表达最主要的情感

思想，集中体现中心意旨。某些网络课程为突出

特色，选用图形作为导航方式，它摒弃了单一的按

钮形式，充分发挥图形直观、生动、自由的特性，在

整体界面中先声夺人，引人入胜。图形导航的面

积具有突出优势，能够奠定整个网络课程的基调，

并指引学习路径，是网络课程逻辑结构的重要体

现。《花卉栽培技术》( 图 5 ) 借鉴红极一时的网游

偷菜形式当作导航，将章节内容与图形点选互动

相结合，这种巧妙的“借力”，使原本略显平淡的内

容，顿时变得趣味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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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图形虽并非主体，且分布零散，但却在网

络课程中必不可少。背景、按钮、小图标均属辅助

图形的范畴。主要用于渲染界面氛围，调剂视觉

平衡，区隔布局条块，辅助划分内容，提示与强调

重点。在基于非 Moodle 平台 的 传 统 网 络 课 程 来

说，辅助图形出现的机会更多，形式更丰富。例如

《中外广告史》( 图 6 ) 以地域为标志，划分章节内

容，中、外建筑轮廓图案，形象化地标注了学习资

源的逻辑层次。《人体生理学》( 图 8 ) 则采用生理

弯曲的抽象图形与具象的人体解剖图作为知识结

构的背景，带有显著的学科特色。在进行辅助图

形设计时，根据笔者的经验，对于图标、按钮、浮标

等“小图形”，要注重“大效果”和“系统性”，切记

零散杂乱，各自为政。

( 四) 版式

学习者主要以视觉方式从屏幕上接受文本、

色彩、图 形 和 动 画 等 信 息，界 面 版 式 布 局 尤 为 重

要，它能够影响学习者的第一感受以及对该网络

课程的综合印象［9］。版式编排设计是指以宣传主

题的思想内容为依据，将各种视觉传达要素进行

秩序分明的、互为衬托的安排和组织，使其成为完

整而明快的信息体，并能将内在于结构形式中的

意义和情感迅速传达给观者［1］。网络课程版式设

计的目的在于将学习者的视觉吸引到所要重点强

调的信息上，聚焦在“最佳视域”，科学合理地引导

学习者的视觉流程，辅助其深入认知与理解重要

学习信息。因此，界面版式要以学习路径的设计

为出发点，发挥视觉规律的作用，突出重点，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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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构建明确的视觉路线与合理的视觉布局。

总体来 讲，第 一，人 的 视 觉 习 惯 遵 循 由 左 至

右，从上到下的顺序。第二，黄金分割点在界面布

局中也非常关键，常作为视觉中心。网络课程需

根据分栏( 常见两栏或三栏) 将优先强调的重点内

容尽量放置在视觉中心的醒目位置，基于 Moodle

平台设 计 的 网 络 课 程 大 多 采 用 两 栏 的 设 计。第

三，格式塔心理学提出［10］: 距离越接近的物体越容

易被视觉认作是统一整体( 即接近性法则) 。目标

方向一致、属性相似的视觉元素易被视觉自动归

为一类( 即相似性法则) 。在众多视觉元素中，若

想让观者通过视觉将某些内容归位整体去理解，

则需要将这部分内容的间距适度紧凑，同时适度

拉大与另一部分内容的间隔，并辅以线条的界限

划分; 或者是将同类内容设计为相同风格和尺寸

( 包括字体、字号、颜色、形状等) ，便于学习者按图

索骥。

归根结底，网络课程的版式设计自始至终要

抓住人们的视线，比例适当，主次分明，让观者在

瞬间注目重点信息，对含义的信息和意义即刻领

悟在心。视 觉 流 程 是 设 计 者 创 作 构 思 的 重 要 内

容，它虽然无迹可寻，却隐身于界面的各个组成部

分的背 后，其 作 用 力 显 而 易 见 且 不 可 低 估 的［1］。

合理的版式设计能够使零散的部分最终聚合成一

个有机的网络课程整体，形成一种给学习者以预

期感受 的 关 系: 方 向、节 奏、间 隙、分 割、主 次、先

后、和谐、对比、层次。学习者的注意力往往决定

了理解力和学习效果，而注意力可以被设计师所

左右，版式设计关键在于视觉流程的规划，它能够

引导人们的视线依照设计的意图，按图索骥的理

解信息。
( 五) 运动

在网络课程中，各种被知觉的对象并非都是

静止的，它们可以移动、弯曲、旋转、缩放，还会改

变颜色和亮度，这样一来视知觉所要完成的任务

就大大增加了［11］。阿恩海姆认为运动是最容易引

起视觉强烈注意的现象。运动是否能被看见，以

及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看见，主要取决于被观看物

体在空间和时间的总关系结构中的位置［12］。空间

与时间是网页中运动元素设计需考虑的重点。

网络课程中的运动画面按其基本属性可分为

两类: 一是客观需要的运动画面，是指学习资源本

身，如视频、动画等。这种运动画面的控制，属于

视频后期剪辑的工作范畴，主要需注意在保持画

面内容清晰的前提下，控制视频文件的大小，以免

影响观看网络课程时的加载速度。二是主动设计

的运动画面，是根据课程内容和布局需要而设置

的运动，利 用 运 动 来 强 调 事 物，引 起 学 习 者 的 注

意。例如，重要通知常运用频闪; 课程动态信息自

动滚屏; 一些网络课程在某些位置采用 FLASH 动

画引发学习者的注意。

此外，网络课程中的运动画面按其操作特点

可分为: 自动与互动。自动指不必经过任何操作

就能够自动运行的网页动态画面，如飘旗、自动播

放的 flash、自动滚屏等。虽然运动具有一种内在

张力，在客观上能为网络课程增添活力，但为避免

眼花缭乱，界面中的自动运动不宜过多。互动的

优势在于它能够体现出网络课程的特色与优势，

无论是按钮的操作反馈，还是点击播放的动画和

视频以及随鼠标经过时的突出显示，或是实时交

互的工具界面，都是属于互动设计的范畴。优秀

的互动能够体现网络课程独特的设计风格和以用

户体验为中心的设计理念。

对于整个的网络课程来讲，动是绝对的，静止

是相对的。在设计开发时，首先需要根据输出平

台的技术要求和限制进行运动设计。此外，一方

面，还要明确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师生之间也

要利用网络课程实现实时与非实时的互动; 另一

方面，需要把握好运动的度，切勿将运动用于所有

的画面元素之中，否则会使整个界面闪烁动荡、杂

乱无章，不仅会降低视觉的品质感，而且势必干扰

学习者的认知和学习。

四、网络课程界面的视觉传达设计原则

所谓优秀的网络课程界面视觉传达设计，就

是通过设计赋予其“自释性”，即界面各个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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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及布局特点，能够向学习者暗示元素的功能

和操作方法，并对课程的重点信息进行无声的阐

释。总之，网络课程界面的视觉传达设计应遵循

以下原则:

( 一) 以学习者为中心

由于网络课程在使用的过程中，师生在时空

上是分离的。因此，视觉设计必须以学习者为中

心。正如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A·诺曼所

言［13］，交互设计与传统的产品设计一样，都应首先

考虑用户的习惯、思考方式和实际需求，尽量从用

户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他提出了以用户为中心

的设计原则:

1． 简化和分解任务的结构。具体包括: 提供辅

助或提示和增强反馈。实际上，一个网络课程中

常设有若干次学习活动或任务，活动周期不定，内

容有简有繁。从以用户为中心的角度出发，首先，

应在学习者视域内设计醒目的学习活动或考核任

务提醒，并以视觉语言加以强调。其次，针对比较

复杂的学习活动，尽量将任务内容分解，必要时可

按步骤给出操作反馈，例如，当完成某步操作后，

获得鼓励的文字或虚拟性奖励( 勋章、红花、五星

等) ，增加其完成任务的成就感。
2． 注重可视性。这是视 觉 传 达 设 计 的 核 心。

设计者需要将丰富的学习内容、复杂的意图转化

为明确而美观的视觉表象。
3． 在用户意图和所需操作之间、操作与结果

之间、可见信息与对系统状态的评估之间建立自

然匹配关系。

网络课程中的所有互动环节都需尽量符合学

习者的习惯，力求直观易行、起效顺畅。
( 二) 以传达信息及促进学习行为为目的

首先，视觉传达的目的不在于形式本身，而是

为了追求意义，从而发现视觉样式所承载的功能

价值和审美价值。因此，网络课程的界面首先要

为传达而设计。界面的样式只是一个载体，这个

载体所 负 担 的 任 务 是 传 达，包 括 意 义 的 发 现、认

知、理解、互动等。因此，网络课程的界面视觉设

计要以传达信息作为主旨。

其次，网 络 课 程 并 非 单 向 传 达，而 具 有 互 动

性。传达信息的目的在于指导与促进学生的认知

与学习行为。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过程

是刺激与反应的联结过程，强化是联结形成的重

要条件。当学习者在学习网络课程的过程中操作

并得到相应的反馈，根据反馈调节自己的学习行

为，反馈具有强化功能，正向强化常表现为激励机

制。黄荣怀教授在《网上学习发生的条件》一文中

指出“学习应以真实问题为起点，以学习兴趣为动

力，以学习活动的体验为外显行为，以分析性思考

为内隐行为，以指导和反馈为外部支持”，由此可

见学习行为反馈的重要性。当然，反馈涉及网络

课程的整体设计，单从视觉传达的角度来讲，反馈

应尽量做到可视化，突出直观性，以能够引起愉悦

反应的积极强化为主，把直接反馈与间接反馈相

结合，为间接反馈营造合理美观的视觉样式及互

动虚拟视觉环境。
( 三) 遵循形式美法则

在进行视觉传达时，形式与内容息息相关，形

式美法则是视觉传达设计的重要法则，包括: 单纯

齐一、对称均衡、对比和谐、比例尺度和变化统一。

掌握形式美的法则，能够使设计者更自觉地运用

形式美的法则表现美的内容，达到美的形式与美

的内容高度统一。
1． 单纯 齐 一。单 纯 齐 一 的 目 的 在 于 简 洁 有

力，它是最简单的形式美。单纯是指在形式上没

有差异明显或对立的因素。齐一是指视觉单元按

照一定规律反复，产生节奏感和韵律［14］。一方面，

由于网页空间和加载速率所限，界面中的视觉元

素不易过多; 另一方面，简洁的视觉风格能够让学

习路径更加清晰，重点信息一目了然。因此，视觉

元素的取舍往往能够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率。
2． 对称均衡。在网络课程的界面中，不同的

版式会有不同的视觉效果。三栏采用的是左右轴

对称的分割方式，虽然能给人整齐稳定的视觉感

受，但客 观 上 减 小 了 首 页 系 统 学 习 区 域 的 面 积。

均衡是指版面以某一点为中心，左右或者上下等

量不等形的配置，它揭示了形式内在的含蓄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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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和平衡，是变化中的平衡状态［14］。每个视觉元

素包括位置关系、颜色深浅、图形面积、文字多寡

等都具有视觉力度和视觉分量，所以要想获得视

觉均衡就要根据这些元素的属性调整布局，让视

觉的均衡带给学习者心理上的均衡、和谐与美。
3． 对比和谐。对比就是让设计形式中一些可

比成分的对立特征更加明显。对比强调差异性，

以达到相互衬托彼此作用的目的。对比能够使视

觉效果更生动、强烈、感人、富于活力，令人记忆深

刻。和谐是各个部分或因素之间的相互协调，是

可比因素之间存在的某种共性，也就是同一性近

似性和调和关系，和谐泛指一切设计元素组成部

分的有机联系［2］。在网络课程的设计中，对比与

和谐体现为对立统一的关系，和谐奠定了界面的

整体风格和基调，对比既创造了视觉韵律与节奏

感，又是对重点和学习路径的提示，让信息一目了

然。
4． 比例尺度。比例是部分与部分，或部分与整

体之间的数量比率关系［14］。尺度是指某个元素的

精确尺寸。网络课程通过网页的形式呈现在学习

者面前，每个页面的尺寸和显示范围有限，因此把

握好页面内各个元素之间的比例与尺度才能合理

的安排版式。包括页面被分割的比例关系，图文

的比例关系，元素造型的大小等。不仅要考虑实

体内容与视觉元素的比例尺度，而且要注意虚空

的面积和形态。现代网络课程常忽略“空白率”，

仅注重实体，将文字图片等内容堆砌在页面中，看

似丰富多样，实则眼花缭乱。实际上，虚实之间此

消彼长，它们对视觉来讲同等重要，正如中国传统

绘画讲究的“计白当黑”。
5． 变化 统 一。界 面 中 必 须 具 有 一 致 性 的 元

素、样式、布局、控制、风格等，并且相对固定，能够

使学习者很快适应界面，避免了注意和识别新界

面的心理过程，免除对界面操作不必要的记忆，清

楚地知道何时导入新的课题，从哪里去寻找帮助

信息，如何回答问题和交流互动［3］。一致性包括

三个方面: 1 ) 界面元素的样式功能和布局要一致;

2 ) 界面的形式要与已经成为常规的界面 习 惯 一

致，遵循用户界面的一般规范; 3 ) 界面的风格要与

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一致。但一致性并不意味着

是所有的屏幕界面都完全相同，可以根据教学内

容和任务有所变化，形成统一之中有变化的视觉

样式。

五、结语

综上所述，视觉传达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设

计活动。随着网络课程的不断开发与广泛应用，

作为网络课程整体设计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视

觉传达设 计 必 须 集 合 教 学 者 和 设 计 者 的 共 同 智

慧，以学习者为中心，站在学习者的角度思考设计

命题，以传达信息和促进学习为目标，综合考虑网

络课程内容与学习活动设置的各种需求，充分发

挥视觉规律的作用，借助文字、色彩、图形、版式、

运动等各种视觉要素的力量，赋予网络课程科学、

合理、美观的视觉形象，进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因此，若要有效地实现视觉传达，必须做到“达意”

和“传情”: 一方面，以可视性的外观引导学习者发

现、认知、互动、理解和记忆; 另一方面，以艺术语

言传达出情感、审美、思维、风格等深层次的心理

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视觉传达在呈现学习

内容、实现教学目的、辅助教学实施、激发学习兴

趣的过程中变得积极主动，进一步协助网络课程

在远程教育中更加充分高效地体现其价值、作用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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