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所属学院: 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

课程名称：视觉导向系统设计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课

章节名称：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

案例名称：文化导向下的视觉导向系统设计——《视觉

导向系统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一）课程基本信息

《视觉导向系统设计》课程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在人才培养

方案中属于专业必修模块，是专业核心课程。

《视觉导向系统设计》课程的先修课程为《美术基础》、《版式设计》、《摄

影基础》、《设计心理学》、《设计构成》，同修课程为《企业形象设计》、《综

合造型基础》；课程对后续《视觉综合设计》课程奠定理论基础或起到支撑作用。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从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出发揭示视觉导向系统设计的基本规律，使学

生了解视觉导向系统设计的概念、定义和特点，并掌握其系统设计程序、系统分

析方法、工艺材料构造和空间形式美感等方面的设计方法，学会绘图设计及创造

性的视觉表述方法；

通过学生的实践作业或项目来学生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实际项目

操作能力、团队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通过思政教学理念和多学科专业内容的引入，掌握视觉导向系统设计的表现

类别与手法，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及优秀专业素养的设计人员。

（三）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共包括六个章节内容，分别为：第一章视觉导向系统基本理论、第二章

视觉导向系统的条件、第三章视觉导向系统的造型元素、第四章视觉导向系统的

信息传播分析、第五章视觉导向系统的设计流程、第六章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

第六章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包括：城市与街区视觉导向系统、文化场馆视

觉导向系统、校园视觉导向系统、商业空间视觉导向系统、旅游景区视觉导向系

统、办公空间视觉导向系统。

（四）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以文化为导向的视觉导向系统设计不仅可以为受众提供准确清晰的导向信

息，还可以起到优化空间、实现文化传承、促进文化自信等作用。课程案例通过

进行不同类型的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对其历史文化背景、地域人文概况、视

觉导向系统详情进行讲解，能够让学生理解并体会以文化为导向进行视觉导向系

统设计的积极意义，从而让视觉导向系统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课程案例采用讲授法、案列分析法与讨论法，提高学生对视觉导向系统设计

的兴趣，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与专业自信。

二、课程某章节的教学展示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对不同类型的视觉导向系统设计案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并掌握

不同类型视觉导向系统的设计重点和需要考虑的因素。通过课程思政的融入，让

学生进一步理解并掌握如何进行中国文化性特色元素的提炼，培养学生弘扬中华

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提取其文化性视觉符号与地域性视觉符号融入视觉导

向系统设计，使平面视觉语言与空间建筑语言产生联系，让学生体会并理解以文

化为导向进行视觉导向系统设计的积极意义，提高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能力。

通过本章课程思政的融入，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树立专业自信，感受

中华文化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培养学生传承中华文化的意识，增强文化自信。

（二）教学内容

1、城市与街区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

2、文化场馆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



3、校园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

4、商业空间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

5、旅游景区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

6、办公空间视觉导向系统案例赏析

（三）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通过本章对视觉导向系统设计案例的学习，明确视觉导向系统本身就是空间

中的一种文化或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导向下的视觉导向系统设计，是对主题特色

文化的凝练和视觉表达，有利于空间文化形象的打造，进而有效推动城市特色文

化形象的构建。

图 1 第六章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四）案例导入

韩城古城，城池始建于隋唐，金大定四年的土筑城墙，明崇祯十三年由本市

人当朝宰相薛国观奏朝廷批准，倡议地方官员、绅士捐资改土城墙为砖城墙。城

四门门楼额东日“东带黄河”，西日“梁奕西襟”，南日“溥彼韩城”，北日“龙

门胜地”。为了保护古城，市政府于 80 年代初作出决策，保护古城区，另建新

市区，使古街区保护完好。

古城内，一条明清古街道，一群古建筑，一批四合院古民居，风貌古色古香，

格局保护完好，是全国六个保护较好的明清古城之一。在这里，每一片青瓦都在

述说辛勤耕耘的幸福，老祠堂至今依然承袭着家族世代的荣耀，古街口的老牌坊

昭示着这方土地曾经创造的功德，圆觉寺大金塔一直坚固的庇佑着一股神圣的力



量，“象天法地”的城市规划思想和遵循建筑“礼制”的传统，是这些韩城古建

得以保存至今有一个重要原因，它被深深的植入到历代城市营造者的心中。

图 2 韩城古城风格面貌

在进行古城视觉导向系统设计时，努力地去理解和遵循这种“礼制”。避免

现代痕迹的污染，倾听古城所发出的声音，让公共装置能平和自然地融入到古城

建筑空间的气息当中。每个分级系统装置都参照不同的古建环境，在尺度的规划

上作出符合建筑礼序的体量统筹，以充分尊重建筑的等级序列避免突兀。充分融

入韩城民居浑厚朴实的建筑风格，将门楼、影壁、拴马墩、砖雕等元素同样体现

在导视的形制上，不仅是实现视觉的层次感，更是为了增加空间的精神意味。

韩城古城公共导视系统设计始终坚持礼貌而恭敬的遵循这座原生古城的和

序法则，最大程度地还原这座古城的历史印记，唤醒先祖遗传在我们血液里的那

份情怀。



图 3 韩城古城视觉导向系统

（五）教学过程

案例分析法：

（1）以西安地铁视觉导向系统为例，西安是“世界历史名城”，是中华文

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

历史文化背景。西安地铁视觉导向系统设计以“传承与交融”为设计主题，采用

一线一式、一站一景的设计手法，同时结合沿线城市特征、地域风貌，既体现了

独具特性的地铁公共空间，又呈现了西安的悠久历史文化。

（2）以江门开平碉楼视觉导向系统为例，广东开平碉楼是世界文化遗产，

位于广东江门开平市，碉楼的设计风格也极大程度地受到国外建筑的影响，形成

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视觉导向系统的设计上结合当地建筑特色与历史背景，使

之得到融合，进一步提升江门开平的整体品牌形象，实现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以成都宽窄巷子视觉导向系统为例，在成都的诸多城市名片中，宽窄

巷子是最具风情的一张，是成都现存规模较大的清朝古街道，成都三大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街区之一。其视觉导向系统设计从灰瓦、砖墙、窗扇、雀替垂花柱等建

筑构件获得灵感，汲取川西民居的窗格与灯笼元素，从细节上勾画出老成都浪漫

悠然的生活韵味。传统的中式方正形状，配以南方特有的青砖色，使其与宽窄巷

子的建筑融为一体，启功字体作为主体字样，格外彰显了中国的文化底蕴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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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上海交大视觉导向系统为例，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

位于直辖市上海，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上海交大校徽为圆形，校

徽中的几种要素互相呼应，象征学校倡导古今融汇、中西兼容、文理贯通、工读

并重、知行合一。上海交大视觉导向系统设计上结合了交大的校徽设计，以及校

园颜色布局，提取了以交大红为主色，浅灰、深灰为辅色作为视觉导向系统的标

准色彩，在统一与整体的基础上，出色地展现了校园历史背景、精神文化与文化

特色，提升了交大校园的整体形象，使人印象深刻。

讨论法：

以案例对比的方式讲解如何在视觉导向系统设计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从而

达到视觉记忆的效果，以学生小组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对案例提出自己的感想和

建议，再回到案例分析讲解中国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性特色元素的提取方式，

从而将思政意识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并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专业自

信。

本章课程作业：查找与调研地匹配的视觉导向系统设计案例，以文化为导向，

对其视觉导向系统设计进行分析，体会其视觉导向系统设计的优势与不足，总结

以文化为导向进行视觉导向系统设计的积极意义。

（六）思政点睛

1、课程引入以文化为导向的视觉导向系统设计案例，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的传承，到现代新兴文化的创新，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与文化自信；

2、了解不同类型的视觉导向系统案例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传统文化，让学

生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学生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3、视觉导向系统借助视觉传达设计实现文化寓意的传达，在树立文化传承

的信念与决心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 视觉导向系统设计 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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