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023 年第 5 卷第 1 期

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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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园文化资源的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探索
崔锦华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经过长期的发展，高校为彰显历史、精神、形象特点，打造了一系列物质文化载体，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通过提炼校园

文化元素、挖掘校园特色资源，教师可引导学生深挖学校特有的文化形象、文化理念，设计具有校园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既能够将校

园文化转化为物质产品，宣传校园文化精神，又能丰富文创产品开发和设计题材，激发大众购买欲。基于此，本文分析校园文化内涵，

阐述校园文创产品设计定位与原则，介绍基于校园文化资源的文创产品表现形式，带领学生探索具体开发和设计路径。

关键词：校园文化资源；文创产品；开发；设计

受地域文化、发展历程的影响，不同学校形成了独特、非凡

的文化资源，在无形中滋养着学生的精神世界，成为学校精神文

明的旗帜。通过挖掘校园文化资源，引导设计专业学生将其融入

文创产品中，拓宽校园文化的传播形式，为校内外沟通搭建新桥梁，

使更多人了解校园文化、办学理念，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同时，依托校园文化阵地，学生们可尝试凝聚校园文化力量，打

造具有校园特色的文创产业，形成从开发到加工，从加工到销售

的产业链，实现产教融合，既能够满足学生的使用需求，又能形

成一道鲜明的校园文化风景线。当前，诸多学校已经认识到校园

文创产品对塑造学校形象的作用，纷纷挖掘设计元素，开发地方性、

地域性的校园文创产品。但是，在开发文创产品的过程中，部分

人员未能精准地提炼文化资源，设计品质有待提高。对此，在开

发和设计校园文创产品时，教师应立足学校实际，让学生结合校

园文化特色和文化资源类型，开发触动人们情感、迎合年轻一代

喜好的文创产品，促进文创市场发展。

一、校园文创的内涵

基于办学理念，再加上校园活动空间、学生行为的影响，学

校形成了多样化、时代性、独特性的校园文化。不同学校的发展

方向、历史背景、建校历程存在差异，所以校园文化不仅沉淀了

历史气息，又体现了新时代内涵。文化创意产品的关键在于创新、

创意，在大众创新的时代下，要想提高产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设计人员需要树立创新意识。文化与产品的融合，能够给人带来

多方面的体验，给人留下回味无穷的感受。校园文创产品集中体

现了校园文化的精神内核，只有将校园文化资源与产品创新有机

结合，才能赋予产品第二次生命。教师可引导学生提炼校园文化

资源、凝练校园符号元素，推出校园文创品牌，提升校园的影响力、

辨识度，提升学生、教师和职工的归属感。

二、校园文创产品的设计定位与原则

（一）日常用品

在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加强校园文创产品设计具有重要

意义。在校园生活中，学生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一系列日用品，

这也是校园文创产品设计的主要方面。在设计日用品时，教师可

提示学生选择具有普遍性的物品，尤其要选择具有消耗属性的物

品。以学习需求为例，设计专业学生可从文具、作业用品设计入手，

创新设计传统的文具用品，将学校整体的校园文化或院系文化融

入产品中。如此，既能够提高校园文创产品设计的美观度，又能

提升文具产品的使用价值。

（二）装饰物件

在大众审美水平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师生越来越关注家居环

境、宿舍环境、办公环境中的装饰物。所以，设计专业学生可根

据受众需求，设计适用于各种环境的装饰物件。以宿舍环境为例，

因宿舍空间先对有限，学生应尽可能地设计尺寸较小的装饰品，

可设计壁挂结构的大尺寸产品，更好地满足空间需求。对于办公

环境，学生不应限定尺寸，要根据办公桌、书橱、角落或墙边的

装饰需求，设计尺寸多样、外形美观的物件，需要注意到设计风

格的庄重性、严肃性。与办公环境不同，家居环境的装饰物件应

强调愉悦、轻松、活泼的风格。

（三）纪念品

纪念品在校园文化产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无论是即将入学

的新生群体，还是即将进入社会的毕业生群体，纪念品都拥有着

非凡的价值和纪念意义。所以，在设计纪念品时，设计专业学生

应充分考虑学校新生和毕业生数量，把控好产品设计数量。同时，

纪念品的重要属性是纪念意义，为提高收藏、珍藏价值，学生应

注重纪念品的包装设计，联系时代特点、校园整体文化氛围，设

计具有深刻纪念意义的外包装，并体现包装的实用性。对于校园

文化纪念品价格，学生应坚持灵活性原则，根据不同消费人群需求，

设计价位不同的纪念品，适当地增强纪念品的保值功能，如纪念

信封、纪念邮票、纪念徽章、金属纪念币等。

三、基于校园文化资源的文创产品表现形式

（一）符号性的产品语义

在新时代下，符号学衍生了产品语义学，为设计人员分析产

品信息提供了导向。在产品语义学下，设计专业学生需要采用无

意识设计理念，借助材料、使用方法、产品形态，向消费者传递

信息，而不是只依靠语言。在向外界输出信息的过程中，符号是

一个重要的媒介。学生应重点分析产品需要传达意义和内涵，采

用特色的符号性语言，设计校园文创产品，向产品消费者和使用

者传递文化内涵，增强其文化、情感、精神体验。

（二）转化和衍生多重形态

基于校园文创产品的原始形态，设计专业学生可从多维度入

手，采用多种形态的表现手法，尝试不同的肌理、造型、材料，

转化和衍生多种产品。在不同形态下下，产品功能体现也存在差

异。所以，教师可提示学生运用转化方法，将产品与不同载体结

合，打造新颖的文创产品。以“第一口南大的滋味”为例，设计

人员将甜品蛋糕与南京大学建筑物结合，打破了视觉设计的限制，

能够带给人回味无穷的体验。从产品开发角度看，要在原有产品

的基础上，实现全新的突破，设计专业学生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大，

且生产成本较高。所以，在校园产品原始形态的基础上，学生能

够提升文创产品设计的可行性。在设计校园明信片时，学生可选

取牛皮纸、透明塑料、白卡纸等材料，给受众开放的选择空间。

在不同的设计维度下，设计专业学生能够将学校代表性建筑融入

明信片中，打造立体性强的产品。

（三）渗透多层次情感价值

基于认知心理学，唐纳德·诺曼提出了情感化的设计理念，

主要包含本能、行为、反思三个方面。从本能方面看，产品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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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能够触动大众的感官或情感系统，带给其愉悦的情绪体验；从

行为层面看，产品的实用价值、功能价值能够影响大众的使用体验；

从反思方面看，产品的某种特性能够引起大众深层次的思考，使

其产生独特的情感反应。根据大众以上三种心理层次，设计专业

学生可采用情感化设计理念，根据不同产品的本质功能、各方面

需求，协调各个方面的功能设计，渗透多层次的情感价值。以坠

马髻颈枕为例，设计人员采用奇特的方式，突破博物馆原有的形象，

使消费者在使用中出现独特的体验，既体现了产品的趣味性，又

保证了产品的使用功能。在设计校园文创产品时，学生能够发挥

产品的文化宣传价值，满足广大校友在反思层面的需求，使他们

能够不自觉地回忆共同时光，寻找校园时光的影子。对此，教师

应带领学生详细整合校园文化和故事，将叙述性内容渗透于产品

中，设计多种主题的产品，让消费者在使用时，与产品形成良性

情感交流关系，从而达到传递校园文化的目的。将各种典型形象、

典型事件转化为文化符号，学生可将特有的文化属性融入文创产

品，让消费者成为二次宣传的群体。

四、基于校园文化资源的文创产品开发与设计途径

（一）充分运用校标和校训

在校园文化资源中，校训和校标是两大标志性的元素。校标符

号识别度高、个性鲜明。在运用此元素时，设计专业学生可从构成

形式入手，采用结构重组、重复排列的方式设计文创产品。同时，

校训元素在校园文化中也十分常见，学生可单独使用校训元素，将

多种材质的文创产品与校训结合，也可尝试校训与校标结合起来，

探索多种组合形式。校训高度凝练和概括了学校整体学风，所以，

在运用过程中，学生应规范应用载体，不应随意调整和变动。例如，

通常校训拥有固定的艺术字体或标准字体，在运用校训时，教师应

规范媒介、色彩和书写的组合形式，严谨地考虑适用的文创产品。

同时，为避免篡改相关汉字和词组，设计专业学生应深入研究校训

背后的文化故事，更加精准、有效地运用校训元素。

（二）挖掘校园人文元素

从基本组成角度看，校园人文元素主要包含杰出校友、优秀

教师、学科建设历程等。在学校校史中，知识渊博、治学严谨、

个性鲜明的教师是代表性的人文元素。一些学校将历史上出现的

校友、学者、教师铸成雕像，引导广大师生向榜样学习。同时，

在挖掘校园的人文元素时，设计专业学生可从当代青年学生、教

职工群体入手，选取时代风云人物和典范，提炼积极进取的形象

和精神，设计和转化为视觉元素。

（三）选取校园标志性建筑物

校园建筑景观是学校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

体现了学校硬实力，还反映了学校整体的环境风貌。所以，教师

应让学生细致地观察不同区域的建筑景观，根据产品设计需求，

提炼宿舍、办公、活动区域的特色景观。在设计文创产品时，学

生们可从大处、小初着眼，分析环境地貌特征、园林景观、特殊

的建筑物布局，采用灵巧的方式，将这些元素融入文创产品中。

（四）挖掘校园花卉植物元素

在学校的四季，校园植物和花卉是装点校园环境的重要部分，

具有极强的地理属性。受限于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

各个学校会选择地域性的花卉植物，也会根据学校文化、历史发

展过程，栽种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外来品种，如武汉大学盛开的

樱花，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人、学者驻足。所以，根据受众的偏好，

设计专业学生也可选取校园中特色的植物和花卉，将其图像化，

选择与之吻合的产品材质。根据校园中标志性建筑物、特色花卉

和植物，学生可尝试多种构成和组合方式，彰显校园文化独有的

魅力。

（五）拓展利用校园生活记忆

在受众的脑海中，除了校园建筑相关的实体印象，往往还有

多种情境、事件的记忆投射，如具有集体纪念意义的宿舍、操场、

教室、图书馆等，甚至是校园餐厅中某道特色菜……这些事物都

承载着人们的校园记忆，为设计专业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文创素材。

无论是校园生活的未来、过往还是现在，都能够给人带来触景生

情的体验。所以，学生应从受众的校园记忆入手，寻找具有校园

生活记忆的元素，将这些元素融入设计环节。同时，对于来自不

同地域的受众，设计专业学生可拓展记忆和生活元素，提炼学校

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元素，如历史往事、人物，将历史画卷与现代

城市发展相结合。所以，在挖掘校园文化资源时，教师应有意识

地关注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联系，让学生将二者融合起来。再者，

从主要受众来看，校园文创产品主要面向青年学生，教师引导让

学生分析当代受众的兴趣、爱好，紧跟最新的流行文化、流行元

素，如青年一代喜爱的服饰、影视作品、流行歌曲，以及具有时

代意义的社会热点事件。在搜集、分析、提炼流行元素的过程中，

教师应严格地筛选和甄别，让学生提炼方向积极、主题向上的内

容和元素，更好地宣传和呈现主流的文化价值观。比如，量子卫

星发射成功事件、“一带一路”经济快速发展实例、古典优秀传

统文化素材，学生可将这些元素与校园文化资源结合，设计时代

性强的校园文创产品。此外，在高校大力探索国际化办学模式的

背景下，中外人员、资源交流日益密切，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国际

化元素。

五、校园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展望

伴随“新丝绸之路”建设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具有中国特

色的文创产品将进入国际视野。校园文创产业的发展，不仅孵化

了类型多样的文创产品，还为国家文化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

力。目前，在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支持下，诸多工艺美术大师

开始走进校园，将非遗传统工艺、工匠精神带入校园中，为工艺

美术的传承和创新搭建了平台。今后，在工艺美术大师的指导下，

校园将出现具有技术和时代特点的文创产品。相关学校可邀请地

方、省级、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建设校内

文创产品工作室，让更多大师能够进入学校授课、指导学生。如此，

更多有创新精神、爱动手操作、有创意才能的青年人能够尽快接

触文创行业，主动参与校园文创产品创新活动，将身边的校园文

化资源转化为文创产品设计创意，既能够促进文创产品创新发展，

又能够壮大工艺美术传承人队伍。因此，相关人员应认识到校园

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需要立足时代

需求、扎根校园文化阵地、关注校园文化内涵，通过采用现代化

设计方法与理念，以创新设计的方式彰显不同校园文化的特点，

打造契合校园文化氛围和气息的文创产品，进一步提升校园文创

产品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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