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公益海报研究到公益海报教学 

——认识公益海报创作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鞠然 

 
摘要：公益海报设计对它背后明确的主题诉求和深刻的社会责任进行深刻的解读与分析，

使设计师理性思维与平面空间布局实现创造性组合。然而充斥着许多问题的公益海报是不可

能很好地与观者达成交流的，所表达的想法也变成了无病呻吟。本文将从教学角度浅谈如何

引导学生对于有分歧的问题择善而从，并就认识公益海报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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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海报的设计创作对于平面设计学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很多设计大师把海

报比喻为平面设计中的皇冠，而公益海报更是皇冠上璀璨夺目的宝石。公益海报设计不仅是

艺术形式与设计功能完美结合的综合体，也是人们生存痕迹与意愿诉求的视觉凝聚。对其背

后明确的主题诉求和对社会责任进行深刻的解读与分析,使设计师理性思维与平面空间布局
实现创造性组合。 
然而在教学上，目前始终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难点重点：从方向上，学生对公益事件的关

注普遍重复；从创意上，海报内容总是老生常谈，缺乏思考和真实情感；从制作上，图形语

言的表达中存在着表意不清，归纳不到位，空洞、贫乏以及缺少生机导致图形仅仅成为装饰

门面的存在，无法承载海报的内涵。充斥上述问题的海报就不能很好地与观者达成交流，所

表达的想法也变成了无病呻吟。 
本文将就在教学中的实践及感受，浅谈如何引导学生对于有分歧的问题择善而从，并就

认识公益海报展开阐述。 
一、公益海报的方向 
作品的文化价值和主题思想是公益海报的灵魂所在，而公益海报无非关注的就是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和纯艺术最大的不同便是任何作品都要具有目的性。然而在

教学中的难点就是，学生能否把握这种目的性——观察到问题的弊端，并有清晰的观点。设

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创作者不学习理论文化知识、不懂历史、不关心时事，就

会出现思想麻木，眼界狭窄，人们在他的设计中是读不出思想的。创作者本身也只能是习惯

性的模仿别人的设计形式，一旦找不到模仿的对象，其设计便无所适从。因此在教学中应循

循善诱，厚积薄发，注意以下的方面： 
（1）应适当延长学生思考的阶段，避免过早地进入制作环节。确保学生在公益海报中

有自己的观点；透过海报能够传达自己的声音，并且大声疾呼，呼吁整个社会的关注，使自

己的海报在立意阶段便具有感染力量。 
（2）规劝学生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从现象分析问题的源头，因切身感受挖掘公众的看

法。不要一味地好高骛远，而是从与自己生活最近的角度与事件中学习设计公益海报的基本

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深入到更高的层面上。 
二、公益海报的创意 
公益海报是一种与人交流、与大众交流的海报艺术。因此在创意切入点的寻找上应把握

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民生，反映民情的原则，而非曲高和寡、颠倒是非。而学生在创意点的

想法上往往会比较片面，甚至会顾此失彼。一个恰当准确的创意点应具有以下特点： 
（1）观念性 

     公益海报的首要原则是视角犀利、一阵见血的揭露和曝光问题所在。引导学生认识到



噱头不等同于创意、切入点不要浮于表面，对事件的了解和看法要深而广，去剖析个人层面

乃至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念、处世态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信仰等根性原因才能表意

明确。 
（2）受众性 
公益海报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影响价值的平面设计门类应建立在大众这样一个受众群体

之上。过于“阳春白雪”则会面临“束之高阁”的窘境，公益海报不能只给行里人看，更要

给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看，学生在寻找创意的过程中要扎实而接地气，无论男女老少都

能产生共鸣。 
（3）公众利益 

     在价值观的取向上应以主流价值取向作为参照物，反映群众的意志，而不是一小撮人
的意愿。部分学生会在创意中出现自我意识过度凸显，明显背离集体价值标准的现象。面对

这种现象应针对学生对某些问题的迷惑或欠缺正确认识进行引导，将狭隘转化成开阔。 
三、公益海报的图形语言 
当代国际著名视觉设计大师德国的霍尔戈•马蒂斯曾经这样说：“一幅好的海报应该是靠

图形语言说话，而不是靠文字注解”。在公益海报的教学中，应加强学生提取、归纳、重组

图形的能力，在千锤百炼中使学生摆脱对于文字注解和广告语的依赖，通过图形语言来传达

思想和引起共鸣。公益海报的图形语言创作阶段应注意这几个方面： 
（1）在公益海报的图形创意上，应力求瞬间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的效果。可使

用对比强烈、几何构成等这些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一下子抓住观众的视线。经过艺

术的概括和加工，可以更加直观的、情趣的、人性化的完成令人会心的沟通与交流。 
（2）公益海报的图形语言应提供给观者一个深远的想象空间、思考空间。即“少就是

多”，言简意赅，着墨不多，要传递的信息却毫发无损，表达的意念要更为深刻、更为广义。 
成功的公益海报图形能让观者看过之后意犹未尽，深深反思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自

身社会乃至后代——犹如一座冰山，浮在水上的冰块只是冰山庞大体积的极小的一部分，在

这个极小体积的水下面，埋藏着人们无法想象的能量与内涵。 
（3）对画面版式的留白进行合理运用。“以少胜多”并非是指胡乱的“少”和为了“少”

而“少”，我们理解中的少应是适度、适量、是画面平衡最高境界。许多学生过于追求“少”

而导致版面空洞、贫乏、缺少生机。言简也不绝对意味着只用直线和最简单的几何形态，而

是着墨不多、画面却仍需保持构图丰满和对视觉的丰富。不仅要精心设计实空间，更要合理

运用虚空间，仔细思考虚实相生的关系、阴阳的关系，使画面的空白之处变成设计者的“空

白手法”，才能获得最佳的画面表现效果。 
如果是这样，公益海报的设计才能从无病呻吟、苍白乏味的立意中找到生机，不再重复

着“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老路；才能在“字不够，图来凑”的现状中解脱出来，不再起着文

字作品中帮助增加对文字作品的理解的插图功效，成为肩负时代责任的文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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