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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理论深入研究美的核心意义和人们的审美体验，

它探寻个体对美的觉察、审美感受及价值评判的形成机

理，这些研究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电影

艺术中，电影美学将美学理论融入其中，着重强调美的

主观性和个体化特 [1]。它认为美是观众个人感知与情感

的交融，每个人因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兴趣偏好，对电

影的艺术价值和美感有着不同的解读。随着新媒体技术

的飞速进步，如今观众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社会信息，

同时也更直接、多元地接触和了解电影作品。这些变化

不仅拓宽了观众的视野，也促使他们的审美倾向发生转

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变革与新媒体平台的融合，对电影

美学的审美趋势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也为电影美学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转变。1

一、观众对电影美学的审美倾向转变

（一）追求真实与共鸣

在新媒体时代，观众的观影需求正经历着深刻的变

革。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视觉震撼或剧情的跌宕起伏，

而是追求更为真实、深刻的观影体验。他们期望通过电

影这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的真实面貌，感受到角色内心

的细腻变化，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观影期待在近

年来的电影市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观众更注重现实

主义题材电影，如《热辣滚烫》和《第二十条》等，因

其真实而动人的故事和人物塑造，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

作者简介：

刘晴晴（1998.09.01-），女，汉，河南，学历：研究生

硕士，研究方向：影视制作方向；

李志敏（2001.01.11-），女，汉，山西省太原市，硕

士，研究方向：广播电视。

誉。这些作品不仅让观众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

子，更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共鸣，让观众的情

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表达。这种观影趋势的转变，对

电影制作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在创作过程中

更加注重现实主义风格的呈现，深入挖掘社会现象和人

物情感，塑造出更为真实、立体的人物角色。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观众对真实与共鸣的渴望，赢得市场的认可。

（二）多元化与包容性

新媒体平台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使得观众能够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化信息和观念。

这种趋势也深刻地影响了观众的审美倾向，使得他们对

电影的喜好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无论是本土作品还是

外国大片，无论是传统题材还是创新尝试，都能找到忠

实的观众群体。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和数字媒体冲击后，

中国电影市场在 2023 年迎来了显著的复苏。全国电影票

房的飙升不仅证明了观众对电影的热爱，也反映了中国

电影产业的活力和韧性。这一年，不同类型的电影佳作

频出，如悬疑片《消失的她》、犯罪片《孤注一掷》、神

话史诗片《封神》和科幻片《流浪地球》等，它们不仅

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选择，也在电影美学上做出了新的探

索和尝试。这些作品的成功为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拓宽

了边界，展现了中国电影在新时代下的无限可能。

（三）互动性与参与性

新媒体平台如今为观众与电影的互动开辟了新的天

地。在这个数字化时代，观众不再只是电影的被动接受

者，而是成为了电影美学创作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通过

在线评论、社交媒体分享等方式，实时参与电影的讨论

和传播，这种转变赋予了观众一种全新的创作者身份。

观众的角色变化，使得他们对电影的互动性有了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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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他们不仅观看电影，还借助短视频平台，对电影

内容进行“二次创作”，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感受。这种

“二创”行为不仅丰富了电影文化的内涵，也为电影的

宣传和推广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观众的这种互

动和参与也促使电影制作方在创作过程中更加注重观众

的反馈和需求。他们开始关注观众的审美倾向，倾听观

众的声音，以期创作出更符合观众口味的作品。这种互

动模式使得电影创作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为观众带来

了更加丰富多样的观影体验。新媒体平台为观众与电影

的互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观众在享受电影的同时，

也能够参与到电影美学的创作之中，共同推动电影文化

的发展。

二、观众审美倾向转变对电影美学的实践重构

（一）审美主体的主体意识增强

在新媒体时代中，依托数字技术的发展，观众在电

影审美中的主体地位愈发凸显，他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正

成为电影创作不可忽视的参考依据。这种转变不仅体现

在观众对电影内容的自主选择上，更深刻地影响了电影

创作者的决策过程。以春节档的《飞驰人生 2》为例，这

部电影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入

研究了观众的审美偏好。通过分析数据，制作团队发现

观众对喜剧元素和充满挑战、励志情节的喜爱度极高。

于是，在后续的剧本创作和拍摄过程中，团队针对性地

加强了喜剧元素的运用，并设计了更多激动人心、富有

挑战性的情节，以期更好地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这一

过程中，观众和电影创作者都对其主体意识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与此同时，观众的审美认同心理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希望在电影中所展现的自己和自己熟悉的世界被某

种程度地复现出屏幕中，这是他们观看电影的内在驱动

力之一。这种驱动力反映出对观众自我境遇的认同，也

促使电影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更加注重与观众的心理共

鸣。观众通过表达自己的喜好和选择，对电影创作产生

了直接的影响，使得电影更加贴近他们的审美需求。而

电影创作者则通过深入研究观众的需求，将观众的价值

取向作为创作的核心，使得电影创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

实效性。

（二）电影美学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随着观众审美倾向的变迁，电影美学正逐步与民族

文化实现深度融合。在短视频平台的推动下，观众对国

风美学的热情日益高涨，电影美学也响应这一潮流，将

创作目光重新聚焦在有深厚底蕴的优秀中华文化上。中

国民族文化深厚且独特，电影美学巧妙地将其中的神话、

诗歌、绘画等元素融入作品中，与当代审美相结合，为

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盛宴 [2]。以电影《白蛇传·情》为

例，影片在特效制作上并未简单地追求炫目效果，而是

将中国传统水墨画艺术与现代数字特效完美融合。这种

结合不仅增强了画面的艺术美感，更在情感表达上赋予

了电影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多维艺术融合的方式，不

仅丰富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也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

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更加能够满足

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同时，电影与民族文化的交融，

不仅促进了电影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也为传承和弘扬民

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融合更

有助于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电影创作的多元化发展

随着观众审美倾向的演变，电影创作也迈向了更为

多元化的道路。社会的审美趋势正逐渐趋向世俗化、大

众化和多元化，这一变化为电影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题材、风格和形式方面，电影创作者们纷纷尝试突破

传统框架，运用多样化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来讲述故

事、传递情感。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业电影模式，

而是勇于创新，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和需求。在院线

电影的领域，我们也见证了从单一的商业片向艺术片、

商业片、纪录片并驾齐驱的转变。如近年来的《白塔之

光》、《永安镇故事集》、《隐入尘烟》等艺术电影，不仅

收获了专业影评人的赞誉，也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同时，大棚的私纪录片《吉祥如意》也以其真实、深刻

的情感触动了观众的心灵。观众审美倾向的转变，不仅

推动了电影艺术表现形式的丰富多样，也促进了电影产

业的繁荣与发展。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不仅为电影

创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

元、更丰富的观影选择。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电影作

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品，正以其独特的美学魅力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观众。

三、观众审美倾向转变对未来电影美学的发展影响

（一）推动电影技术创新与艺术融合

随着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电影将更加依赖数字技

术来创造逼真、细腻的视觉效果。观众将能够体验到更

加沉浸式的观影感受，置身于电影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中。

虚拟世界是通过计算机生成的数字化环境，实现完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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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空间中展现，并且在影片中与实景场景相融合，以

提供视觉上的奇观和美感，帮助电影导演实现对现实世

界的再造。比如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系列，便是制作

方利用数字技术与实景搭建，为观众呈现的一个虚拟世

界。同时，未来电影制作将采用更先进的拍摄技术，如

高分辨率摄影、高帧率拍摄等，以提供更加清晰、流畅的

画面。交互式电影体验也将成为趋势，观众可以通过智能

手机或VR设备参与到电影情节中，与角色进行互动。

（二）加强电影美学与生活美学的联系

随着观众通过新媒体平台对现实世界的深度关注，

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正逐渐聚焦于社会议题，以电影语言

为媒介，深入探讨我们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进而引导观

众进行深入思考。这一现象在电影制作中尤为明显，越

来越多的电影开始以真实事件为蓝本，通过艺术加工，

将那些触动人心的故事搬上银幕。以《消失的她》为例，

这部电影基于当代社会热点事件改编，不仅吸引了观众

的眼球，更在观影结束后，在短视频平台激发了广泛的

讨论。当观众离开电影院，影片中的故事依然作为社会

话题在人们的交流中延续，这种持续性的文本意义生产，

正是电影与现实世界深度互动的体现。电影在表达手法

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情节的

跌宕起伏，而现在，它更加注重人物塑造和情感诉求。

通过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电影与观众

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情感联系。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

角色的喜怒哀乐，更能够在角色的成长与变化中看到自

己的影子，从而引发共鸣。这种变化不仅丰富了电影的

艺术表现形式，也增强了电影的社会影响力。电影不再

仅仅是娱乐的工具，更是传递价值观、探讨社会问题的

重要媒介。

（三）促进电影与多元文化的融合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使命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全

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观众对于世界的认知日益深化，

审美倾向也逐渐由内向外拓展。因此，电影美学作为文

化的重要载体，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植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同时吸纳多元的民族文化元素 [3]。电影作为跨

文化交流的桥梁，其责任不仅是娱乐观众，更是传递文

化、促进交流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际舞

台上屡创佳绩，如《流浪地球 2》等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受

到热烈欢迎。这些电影不仅展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更

通过深入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塑造，传递了当代中国价值

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电影在展现多元文化融合

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观众通过电影这一窗口，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不同文化

的魅力，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和尊重，自身审美眼界得以

提升。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不仅有助于推动电影

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更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现文化多样性与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观众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愈发

密切，形成了一种深度互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随

着观众审美倾向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电影美学得以突破

传统框架，探索出更为广阔的艺术边界。观众对于电影

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更加注重电影

所传递的情感、价值观和文化内涵。这种转变促使电影

创作者们深入挖掘人性、社会和文化的深层次问题，用

电影语言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电影美学的进

步也不断满足着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期待。从画面的精

美到剧情的紧凑，从角色的塑造到情感的表达，电影艺

术在不断创新中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这种良性循

环不仅推动了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也为中国电影强国

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观众与电影之间的互

动将更加频繁和深入。新媒体的兴起为电影提供了更多

元化的传播渠道和互动方式，使得观众能够更加便捷地

获取电影信息、参与电影讨论，并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

分享自己的观影感受和观点。这些互动不仅增强了观众

对电影的关注和热爱，也为电影创作者们提供了更多宝

贵的反馈和建议，推动了中国电影美学体系的不断完善

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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