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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计现状

文旅主题海报是以文化旅游的内在价值为依据，通过一系列

视觉手段传播文化旅游精神内涵的一种方式。良好的文旅主题海

报能够传递出旅游地蕴含的文化本质和地域风貌特征，提升游客

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内蒙古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但在文

旅主题海报设计方面仍有所欠缺，缺乏情感丰富、个性鲜明的文

旅主题海报。当前市面上的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作品大多数采用

了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将视觉元素进行复制粘贴，并简单地贴

上“文旅”的标签。在当下注重情感营销的时代，单纯凭借各种

自然风景和旅游标签式的文化传递已经不能满足用户多元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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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旅游业繁荣发展，形成了文化旅游、旅游文化、旅游与文化相得益彰的趋势，开发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性日渐凸 

显 [6]。因此，文旅的宣传及文旅形象的树立作为其中的关键一环也显得尤为重要。而优秀的文旅主题海报对于塑造当地文旅形象至关重

要，通过优质的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可以加强人们对内蒙古形象的认同感。但是现有的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存在设计手法陈旧、同质

化严重和无法满足用户多元化的情感需求等问题。由此，文章基于情感层次理论，梳理出能唤起用户情感共鸣的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

计策略，构建出能满足用户情感需求的文化资源转译路径。

感需求 [1]。应在文旅主题海报设计中将风土人情、思想文化、情

感寄托有效的交织与融合，更好地与用户拉近距离，促使用户有

兴趣到内蒙古进行文旅体验。 

二、基于情感层次理论的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计需

求分析 

“情感层次理论”由美国学者唐纳德诺曼提出，它着重分析

人类情感在设计中的影响地位及关键性作用，并建立了从人类本

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三个情感层次维度进行设计的理论 [2]。这

三个情感层次以它们各自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用户对产品的情感体

验。以此理论进行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计需求要素分析可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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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用户对内蒙古文化旅游在视觉、功能、情感三个方面体验的构

建，满足用户多层次的体验需求。

（一）本能层需求

在本能层面，包含能够刺激人感官、引发本能反应的物质文

化元素。因此，用户对于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本能层需求应源自

视觉感知方面。本能层反映在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计上应该是

海报的图案是否简洁有吸引力，色彩是否丰富鲜明，版式的运用

是否独特美观等。

（二）行为层需求

在行为层面，是关注用户对功能性、参与性、吸引度等行为

上的体验。因此，用户的行为层需求应该是用户在观察海报作品

时是否感受到了信息传达功能方面的体验。体现在内蒙古文旅主

题海报的内容中为内蒙古标志性的信息是否传达准确、是否展现

了内蒙古独特的自然美景以及是否引起了用户的兴趣等。

（三）反思层需求

反思层是指事情发生后， 大脑对其回忆、 评估、 反思并 

激发某些情绪，受经验、教育、文化、个体差异等许多因素综合

影响 [3]。通过反思层面引发用户的记忆、思考和满足，进而获得

不同层面的情感体验 [4]。因此，用户对于反思层的需求应源自对

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的情感归属中。反思层在内蒙古文旅主题海

报设计中体现为，将草原牧民们日常生活的描绘，草原美好生活

愿景的歌颂，融入海报设计中，使用户接触到海报时激起文化认

同感、产生记忆或是情感上的满足等感情。

海报通过视觉感知、功能体验以及情感归属三方面的设计，

共同构建用户对整体画面的感知体验。（图1）

三、基于情感层次理论的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计理论

基于情感层次理论的海报设计需要更加巧妙，而非简单粗暴

地展示信息或随意堆积元素，而是利用相对规则的设计手法准确

呈现主题，同时注入情感化的设计元素，以实现与用户的情感互

动，对内蒙古文旅中的文化内涵进行视觉语言上的叙事性表达。

尤其在当前各种媒体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拥有个性化情感表达的

海报设计作品成为在用户视觉感官上建立情感震撼和心灵沟通的

重要手段。因此，探讨基于情感层次理论的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

设计理论是十分必要的。下面将前文基于情感层次理论构建的三

个需求层次应用于设计中，对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进行情感化设

计理论的构建。

（一）本能层：海报形式设计

区内游客在认知对象时往往将个人经验和情感投射，表现为

移情审美的本能倾向。相反，区外游客更追求体验内蒙古的地方特

色。因此，在选择具体的内蒙古文化符号进行视觉感知艺术化创作

时，无论是为了迎合区内游客对文化归属的情感满足，还是满足区

外游客对差异化特征的好奇心，都应以内蒙古地方特色的辨识度为

首要考量。比如在海报形式设计中的图案造型、色彩选取上，能够

迅速唤起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视觉符号是重要的选择。其次，为

了确保内蒙古文化的准确传达，对视觉感知的创新应当控制在适度

范围内，以便用户能够在本能层级上迅速做出反应。

1.根据海报的宣传作用，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的图案设计可

以利用简洁流畅的线条，对物体形态进行概括性的处理。简练的

描绘手法能够突显事物轮廓和特征，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事物的认

知需求。

2.根据用户对颜色的视觉感知特点，色彩选择上宜采用明亮

而鲜艳的大面积纯色作为主基调。明亮而引人注目的色彩设计不

仅满足用户的视觉需求，还能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更好地实现宣

传的主要目的。

3.考虑到用户对空间距离和方位的感知习惯，版式布局宜采

用线性叙事的方式。这种线性叙事的布局方法能够丰富海报的视

觉效果，展示更深层的文化含义，让用户对内蒙古文旅有一个直

观的认识，满足他们的视觉体验需求。

（二）行为层：海报内容设计

根据用户在行为层面上的需求，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在内容

设计上应充分运用那些具有标志性的元素，来实现海报准确传达

信息的功能。这些元素不仅能够吸引用户的眼球，更能够迅速而

明确地传达内蒙古文化的独特魅力，满足用户对内蒙古文化的快

速认知和理解的需求，创造出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激发用户的

兴趣。

1.标志性的人物。海报内容设计上在人物方面可以选择最易

被识别的蒙古族牧民为主体。情感化设计的关键在于触动人心，

海报应该传达出对内蒙古的热爱与骄傲。通过标志性的人物形

象、面部表情和色彩选择，传递出真挚的情感，使用户能够与海

报建立情感联系。

2.标志性的建筑和自然景观。标志性建筑可以是历史建筑遗

迹、知名地标性建筑以及最具特色的蒙古包等。标志性自然景观

例如呼伦贝尔草原、巴丹吉林沙漠、额济纳胡杨林、锡林九曲湾

和老牛湾大峡谷等。

3.标志性的事件。可以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或是人们

记忆中的内蒙古形象表现。著名历史事件例如三千孤儿入内蒙、

齐心协力建包钢等。

（三）反思层：海报内涵整体性设计

根据用户记忆、思维、想象的特点，海报画面设计宜采用图 > 图1 基于情感层次理论的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计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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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叙事风格设计手法来展现海报内涵。可以增强海报画面的视觉

冲击力和直观性，使用户更容易记住并产生情感归属，从中获取

重要信息，引起用户的想象发展。图像叙事风格的海报内涵设

计，满足了用户情感体验需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整体性

建立。

1.故事线索的建立：在海报上创建一个明确的故事线索，将

用户引入内蒙古的旅程。这个故事线索可以是一个角色的旅程、

一个事件的发展，或者一个时间轴，反映出内蒙古的历史、文化

和旅游体验。结合线性叙事表现法，故事画面的呈现是有序的，

用户可以一步一步地进行理解。

2.地理特征的突出：内蒙古有独特的地理特征，如广袤的草

原、壮丽的沙漠和清澈的湖泊。在海报中，可以结合线性叙事表

现法来突出这些特征，让用户能够跟随画面逐渐发现内蒙古的不

同地理景观。

3.文化元素的融合：文化的挖掘、应用与传播基于人们对文

化的认同和理解，这与人的情感因素紧密相关 [5]。因此需要整合

符合大众认知的内蒙古传统文化元素，如蒙古包、蒙古马、传统

服饰和民族乐器，以增强故事的文化深度。这些元素可以以有机

的方式融入画面，为用户呈现内蒙古文化的丰富性。

4.文字信息的补充：使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信息，辅助图像

叙事，为用户提供关于内蒙古的背景信息、旅游亮点或文化内涵

的解释。文字应该与图像相协调，不干扰叙事的流畅性。

四、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计实践 

（一）主题设计

近年来，国家为内蒙古自治区制定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方针，为内蒙古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这一方针将作为确定每个主题核心内容的依据。由生态内蒙古、

绿色内蒙古、红色内蒙古这三个主题共同组成“这片草原”系列

海报，每个主题都反映了内蒙古的核心价值和取得的成就。通过

主题的选取结合情感化捕捉了内蒙古的灵魂，传达了内蒙古在生

态保护、绿色治理和红色精神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坚定承诺。

（二）图案设计

1.生态内蒙古：使用生态友好的黄绿色调，强调清新、自然

的感觉。图案主要选取牧民牧羊和农民种植小麦等画面，同时加

入各种内蒙古代表性食品的生产线突出表达内蒙古已成为国家重

要的“粮仓”“肉库”“奶罐”“绒都”。

2.绿色内蒙古：画面突出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

选择富有代表性的草原风景，如广袤的草地、湖泊和蓝天。图案

中融入风电场、太阳能板等现代环保元素。选用绿色和蓝色色

调，传达清新和健康的氛围。

3.红色内蒙古：通过红色历史故事的描绘突出内蒙古丰富的

红色文化，向用户传递多层情感，如三千孤儿入内蒙、齐心协力

建包钢、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等。同时融入传统服饰、传统乐器

以及传统工具等元素。色彩上使用暖色调，如红色、橙色，以强

调热情和传统。

（三）版式设计

排版上采用曲线构图，自下而上的元素排列有利于在海报上

创建一个明确的故事线索，将用户引入内蒙古的旅程。利用色彩

的过渡，使三个主题的海报在一起时呈现出和谐的感觉，并在整

个系列中添加一个共同的标志或图形元素，以巧妙地连接三个主

题。每个海报上配有简短的文字说明，介绍该主题下内蒙古的独

特之处。创作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这片草原”系列海报，展

示出内蒙古的生态、绿色和红色之美。（图2、3）

结语

本文基于唐纳德诺曼情感层次理论，分析了用户对内蒙古文

旅主题海报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上的情感需求。根据情感层

次可以有针对性地运用不同设计元素，来增强海报的感染力和吸

引力。探索情感层次理论下的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计理论，并

创作“这片草原”系列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相关设计理论能够

有效指导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设计，也可为其他类型海报设计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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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2“这片草原”系列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展示

 > 图3“这片草原”系列内蒙古文旅主题海报应用效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