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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分析

●赵显奇

　　

[摘要]在信息时代,媒体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裂变成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个类别.随着计算机技

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由于新媒体传播的便捷性与多样性,使其受到社会各界

的青睐.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媒体技术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其在新媒体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

此,本文从新媒体与数字媒体的特点入手,先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的发展现状,然后探究新媒体环境

下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希望可以给相关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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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数字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传统媒体主要包括报

纸、电视、广播等，是以前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进入

２１世纪后，随着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出

现了数字媒体，如抖音、快手、微博等。 与传统的媒体相

比，新媒体将各类信息与数据转换为了电脑数据，不仅传播

更为便捷，而且传播速度也更快。 因此，自问世以来，新媒

体高速发展，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群体。 截至目前，新媒体已

经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社会大众都参与其中，还会

就热点的话题进行讨论。 除此之外，在新媒体环境下，大众

也成了内容创造者，人们在网上创作与讨论。

与传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的内容都是以各种形式存在

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都能实现数字化，其储存、

传播都有数字化的特征。 一般在传输之前，相应的信息都

会进行数字化的处理，在特定的数字路径下传输，之后终端

设备在重新转化。 数字媒体的传播速度比较快，支持各类

终端接收信息。 因此，在信息化时代，数字媒体成为人们

接受信息的重要媒介。 从整体来看，数字媒体为新媒体的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新媒体的优势在于其信息传播速

度较快，而且受众较广。 新媒体的发展需要数字媒体的技

术支持，从而使其内容更为多元化。 当然，数字媒体和新

媒体也有定义上的区别。 数字媒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

含所有以数字形式传播的媒体内容。 新媒体则是数字媒体

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等都属于新媒体。

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的发展现状

(一)数字信息获取与传输技术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数字信息获取与传输技术主要

包含以下几种。

(１)图像信息获取与处理。 新媒体的内容是丰富多样

的，不仅有各类文本，还包含大量的图像，在图像信息获取

与处理时就需要应用到自媒体技术。 一般而言，获取图像

需要用到相应的设备，在其传输之前还需要将对应的内容转

化为数字信息，这样其传输与接收就更为便捷。 将内容转

换为数字信息后，计算机的处理就更为便捷。 特别是当前

计算机图形技术较为先进，可按照预先设置好的程序对图像

进行处理，还具有自动识别的功能。 当获取图像信息时，

计算机系统也会对图像进行相应的调整，如对图像进行压

缩、调整图像分辨率等。

(２)声音信息的采集与处理。 新媒体的内容包含大量的

声音，在声音信息的采集与处理中也需要运用到数字媒体技

术。 数字媒体处理声音信息时会首先获取模拟信号，然后

将其转换为可识别的数字音频信号。 一般而言，采集到的

声音信号无法被识别和利用，需要进行压缩和编码，使处理

后的声音信息被设备识别或传输。

(３)三维显示技术。 三维显示技术也被称为虚拟现实技

术，它包含了三维图形、仿真、显示、多媒体等多个领域，

是借助计算机模拟真实的环境，让用户能获得感官体验。

目前，三维显示技术在多个领域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它

可生成动态的三维立体图像，用视觉、听觉等与使用者进行

互动，而且还能给予使用者一定的反馈。

(二)数字通信技术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数据种类更为繁杂，而且数

量庞大，很多内容还存在格式的区别。 因此，在进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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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时，还需要考虑协同问题，这就需要数字媒体为新媒体

的内容传播提供技术支持。 一般而言，数据传播之前需考

虑到数据的类型以及传播路径，在传播的过程中还会采取安

全保护措施，避免信息被泄露。 近几年，网络通信技术更

为发达，其相应的新媒体网络系统也得到进一步完善，构建

出了新媒体通信环境。 因此，远程会议、网络教学、直播

等有了相应的技术支持。

(三)新媒体管理系统

新媒体管理系统是对新媒体数据进行科学管理。 不同

的企业为了满足自身的个性化需求，也会针对性地开发新媒

体处理系统。 新媒体管理系统不仅能储存各类数据，而且

还能对信息进行处理，目前主流的还是工作站和电脑等。

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

(一)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的结合

当前，科技日新月异。 对于媒体而言，其在发展的过

程中必须不断地融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这样才能符合社会

的实际需求。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报纸、广播、电视

等都开始了与新媒体的融合，而且目前也具备了一定的规

模。 例如，很多广播电视台都建立起融媒体中心，广播电

台也用新的技术与方法来传输信息。 从目前发展的趋势来

看，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技术的融合是新媒体与数字媒体未

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媒体的内容创作会更具创意

性，而且选择范围也会进一步拓宽，借助虚拟拍摄等能够实

现媒体与虚拟现实的融合。 例如，目前很多年轻人会在元

宇宙中感受游戏的场景与角色等，享受完全不一样的社交

氛围。

针对新闻报道而言，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为真人报道，

如果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就可打造虚拟主播，由数字化的人

物来播报新闻内容。 这样不仅更具趣味性，而且也能实现

媒体领域工作的变革，从而推动广播电视的进一步发展。

当前，很多演艺圈也将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进行了融

合，当歌手进行线上演唱会时，观众只需登录平台就可观

看，无需再到现场。 这就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宣

传的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同时，很多综艺型节目也引入了

虚拟现实技术。 综艺型节目借助 AR 营造三维立体的空

间，改变了原有的舞台表演环境，能够更好地引起观众的

共鸣。

除此之外，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还可应用于文化

旅游。 当前，部分文化馆、旅游场所等都借助虚拟现实与

数字媒体的融合来开发数字化的产品，观众在家就可享受到

身临其境的服务。 较为著名的如浙江博物馆的“丽人行”，

用户登录手机终端，不仅可以观看展品，还能进行相关的

互动。

(二)声像编辑

声像编辑在新媒体中十分常用，如电视剧、动画片、广

告等。 在实际的应用中，数字媒体技术的操作更为便捷，

它受到用户的广泛青睐。 部分用户为了满足个性化的操

作，还会建立新媒体声像编辑系统。 新媒体声像编辑系统

能够按照相关的需求进行剪辑，甚至系统可自动生成多媒体

文档，有效地提升了编辑与制作的效率。

同时，很多个人用户也能借助声像编辑软件来进行剪

辑。 例如，当前较为常用的“剪映”等，不仅让普通用户可

以快速地进行声像剪辑，还可以对声像进行智能化的处理，

降低了声像剪辑的门槛，为新媒体内容的多元化提供了强有

力支持。

(三)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平台是在近几年兴起的，而且发展速度较快，如

快手、抖音等。 当前，短视频平台的“病毒式”营销吸引了

基数庞大的用户。 短视频平台本身内容较为多样，每个用

户都能从中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以抖音为例，其视频时间

较短，还能制作创意性的内容，受众较多。 而从短视频本

身来看，其对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必不可少。 例如，用户

在发布日常创作时，很多情况下都会套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

模板，这不仅丰富了视频的内容，而且还实现了对现有视频

的快速剪辑。 抖音里面各种各样的特效能够有效满足用户

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中分享自己日常生活

的用户越来越多。 在用户的创作过程中，新媒体技术在不

知不觉中就被应用其中。 这是因为平台对各类技术进行了

模块化的设计，用户只要简单地选择就能实现智能化的

处理。

(四)直播

当前，各类直播平台与 App比较多，这些直播的平台

或软件也离不开数字媒体技术的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来

看，直播与短视频存在很多的一致性，如直播特效、动图

等。 直播平台将各类特效直接模块化，主播简单的操作就

能实现各类特效，丰富了与用户的互动形式。 当用户在直

播间送出礼物时有相应的数字特效，进一步增加了直播的趣

味性，这也吸引了更多的用户送礼物。 这些都离不开数字

媒体技术的支持，它让直播更加多元化，也有效地增强了观

众与主播的互动效果。

(五)在线教育

数字媒体技术还能为在线教育领域的发展提供强有力支

持。 在线教育打破了传统的学习模式，使学生不再受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这就为学生提供全新的学习体验。 教育机

构会将优质的教学资源(如各类教学视频、交互式的课件等)

发布在相关的教育平台上，借助数字媒体技术来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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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能进行３D仿真实验，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除此之外，数字媒体技术还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辅

导。 教师借助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来分析学生的学

习情况，进而为学生制定针对性的辅导计划。

在线教育是近几年教育领域发展的大方向，特别是随着

素质教育的推广，各类教育更关注个性化教学，希望教育的

内容更贴近学生的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在线教育的优势

就体现了出来，学生能够自主地选择学习内容，而且对于疑

惑点还可以反复观看，这就让教育的针对性更强，而且更有

利于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在线教育中，数字媒体技术的应

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两者还有深度结合的可能性。 例

如，VR教学为学生提供了最逼真的教学环境，这些都是在

线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

数字媒体技术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数字媒体技术虽然在新媒体环境下得到快速发展，但是

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如存在技术更新换代较快、版权保护

等问题。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为数字媒体技术后续的发

展埋下了隐患。 因此，相关部门需针对性地加强技术研发

与创新。 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增强

用户的信息安全意识，从而让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更为

健康。

未来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数字媒体技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

在，如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使人

们获得更为逼真的体验感等。 技术创新能够让数字媒体技

术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宽，而且也能更好地服务于新媒体。

(２)行业融合。 数字媒体技术不仅可应用于多媒体，还能与

其他的行业进行深度的产业融合。 因此，在后续的发展

中，相关人员需要不断地探索数字媒体技术与其他领域的切

入点，实现多产业的深度融合。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媒体技术在多

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而且它与新媒体的结合也十分紧

密。 截至目前，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主要体

现在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的结合、声像编辑、短视频平台、

直播、在线教育等方面。 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们

获取信息的方式，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在后

续的发展中，相关人员需不断地探索数字媒体技术与其他领

域的切入点，从而实现多产业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１]高婧．探析新媒体环境对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J]．文化

产业,２０２２(１６):１６Ｇ１８．

[２]鲁元杰．数字媒体环境下 AR技术的发展与探索[J]．营销界,

２０２１(０３):８８Ｇ８９．

[３]赵钰婷．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J]．营销界,２０２０

(３８):９９Ｇ１００．

[４]俞嘉琪．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J]．数码世界,

２０１９(０８):２３９．

[５]周世明,王信哲．数字媒体环境下 AR技术与游戏结合的应用

研究[J]．计算机产品与流通,２０１９(０６):１３９．

[６]何流．数字媒体技术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应用[J]．当代旅游,

２０１９(０３):２６８．

[７]潘永明．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探讨[J]．电子元

器件与信息技术,２０１８(１２):５７Ｇ５９．

[８]赵颖胤．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探讨[J]．传播力

研究,２０１８,２(２２):２５５．

[９]黄倩．新 媒 体 环 境 下 数 字 媒 体 技 术 的 运 用[J]．科 技 传 播,

２０１８,１０(０９):９６Ｇ９７．

[１０]付浩．数字媒体技术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应用[J]．数字技术与

应用,２０１８,３６(０１):１０７Ｇ１０８．

作者简介:

赵显奇(１９８５－),男,汉族,黑龙江大庆人,本科,讲师,大庆职业

学院计算机工程系,研究方向:广告设计、新媒体方向的教学和科研.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