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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设计校园文化标识的探索研究

◎吴波
摘要：开展校园标识设计创新活动，以功能性作品展的形式体现和丰富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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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标识设计也称 VI 设计，对

学校人文环境的提升帮助很大。因为标识

已经是当今社会生活中一种特别重要的信

息载体，是现代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经常看见社会建筑物内外和空间中出

现形形色色的不同功用的指示和标志，它

们到处可见，为不同的环境起着分流、指

导、咨询、警示等作用，图文并茂的标识

超越了语言障碍，也为不同地域文化和不

同民族的人们之间交流提供了巨大便捷。

学校是社会组成的一部分，是师生共同生

活学习的地方同样需要各种标识文化系

统，美化校园，方便人们生活，作为美术

教师在校园里指导初中学生开展校园文化

设计活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以

下三个需要。

一、优化学校人文环境的需要

过去的标识单指示路牌和标签，现代

意义的标识包括的范围很广，就学校来说

校园文化标识包括校徽标志、吉祥物、指

示牌、警示牌、标准字、标准色、功能室

标志等等都可以作为校园标识具体内容。

这是一套完整的视觉传达体系，是学校理

念、学校规范等抽象语意的具体符号表现。

校园标识烘托着校园环境的文化氛围，

对展现学校的魅力起到非常重要作用，校

园标识近年来比较突出人性化设计，卡通

造型生动可爱，是一道风景线，优秀的校

园标识不但是一种载体还是学校的形象大

使，彰显学校魅力，而且能够唤醒师生以

及来访者的情感，使他们拥有亲切快乐的

心情。

二、提高学校知名度打造品牌的需要

校园文化标识从视觉上表现了学校的

教育理念和精神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学

校形象，就其本身同时具有教育的价值。

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标识则用一个天平秤

代指法律之下公平正义的教育思想，中间

那把利剑暗指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精神，

表达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核心思想，具有

很强的政法大学的形象特征。

不光校徽标志的传播力和感染力强，

它只是校园文化标识各视觉要素一部分，

还有吉祥物、指示牌、警示牌、标准字、

标准色、功能室标志，这些视觉要素要整

合统一，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再根据

学校的性质、理念等组成不同的组合形式。

通常最基本的是学校名称的标准字与标志

等要素组合成一组一组的单元，吉祥物和

标识结合在一起等等共同加强视觉力、传

播力和感染力，我们深圳有众多的中小学，

他们办学性质和办学条件和办学思想都不

同，更应该好好打造出最适合自己的校园

标识文化，起到先声夺人，焕然一新的效

果。校园标识文化能有效地提高学校的知

名度和形象。

三、提高美术设计能力的需要

校园文化标识设计不仅是起表明事

物、代替事物作用，还具备表达意义、情

感和指令行动等作用，它与其他图形艺术

表现手法既有相同处也有自己特别的艺术

规律，必须简明、准确、概括、美观，特

别体现设计者的创新思维水平，是特别动

脑又动手的艺术创作行为。搞设计都是很

难的，就该从早从小培养，国外为啥常出

现大量的优秀的设计名家就在于国外一直

把创新设计当作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很小

就开始学习设计，不断实践贯穿始终，而

国人普遍认为搞设计是设计公司的事，从

没想过我也能设计图案，更不会让中学生

去招标设计产品。就我所知深圳各个学校

的一系列标识设计的项目一般都外包给广

告公司去做，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展示学

生聪明才智的机会和艺术创作的舞台，实

为可惜。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发挥自己

本领，开展设计招标活动，对学生们是很

好的锻炼，让学生收获经验增加信心。当

学生看着自己设计的标识装饰着自己的校

园，肯定会增加学生自信心和自豪感。著

名的儿童美术教育家杨景芝在《美术教育

与人的发展》中主张把创新活动作为素质

教育的重要手段，开发学生创造思维的潜

力。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尹少淳提出的美

术五大核心素养中的图像识图、美术表现、

审美态度、显著创新能力、文化理解这五

个要素中完全能很好地贯穿于校园标识设

计和发行各个环节中，开展校园标识设计

符合美术五大核心素养和新课程标准的要

求。为此我想好好指导初中生（1）对校

园校徽标志设计目标：指导学生用图形和

文字的表现形式设计校徽，要求简洁，独

特有视觉冲击力。（2）学校吉祥物设计

目标：指导学生吉祥物设计清新靓丽，简

单美观，活泼可爱，能体现学校办学特

色和文化特点。（3）指示牌和警示牌设

计目标：设计要与环境相结合，色彩明

快有变化，设计独特醒目。（4）功能室

标志设计目标：图案文字要简单，形象

突出，易于记忆识别。指导学生学习标

识设计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创造思

维和提高艺术审美能力共同为学校校园

文化建设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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