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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设计开发具有情感性的校园卡通形象，以此传播校园文化，凝聚校园精神，进一步增强学

生的归属感。方法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校园卡通形象的对比，以及矿大

校园卡通形象好感度的问卷调研，分析其在个性设计、载体、传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终得出校园卡

通形象设计具体的感性需求和与之对应的设计元素。结论 校园卡通形象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我们应重视校园文化卡通形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充分运用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符号，在校

园文化卡通形象的设计、传播、物质载体等方面进行创造性地再设计，使之深入人心，引起学生对校园

文化与生活的回忆，产生情感共鸣，促进校园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塑造独一无二的大学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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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issemination of Campus Culture Cartoon Image 

SUN Ya-yun, BAI Yu-p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sign and develop the emotional cartoon image of campus, so as to disseminate campus 

culture, agglomerate campus spirit and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

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existing campus cartoon imag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f the favorability of cartoon image in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the prob-

lems in character design, carrier and communication, etc.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specific perceptual demand of cam-

pus cartoon image design and the design elements corresponding to it were found out. As the campus cartoon imag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rriers of campus culture,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ampus culture 

cartoon imag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make full use of the unique campus culture symbol to creatively re-

design the campus culture cartoon image regarding the design, dissemination and material carrier, and make it deeply 

rooted in people’s hearts, so as to cause the students to remember the campus culture and life, produce emotional reso-

nance, and promote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us culture, and finally shape the unique campus culture. 

KEY WORDS: campus culture; cartoon image; university image;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良好的校园卡通形象有助于传播校园文化，塑造

大学精神，增强大学生的凝聚力和校园归属感，是校

园文化创新、传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国

内外现有卡通形象的调研分析，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

从卡通形象的设计、传播和情感表达等方面进行校园文

化的解读，旨在为校园卡通形象的设计提供一些参考。 

1  校园卡通形象的国内外现状与分析 

1.1  国外的现状分析 

国外的大学大部分都拥有自己的校园文化卡通

形象，甚至其历史已经接近学校的历史。耶鲁大学的

校园卡通形象牛头狗于 1889 年闪亮登场，称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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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的丹”。在耶鲁大学重大体育比赛上它都会出现在

赛场。如同校标、校训，成为学校的独特性标志，活

跃于校园的各类活动中，是校园文化最富有活力的表

现形式之一 [1]。犹他大学的校园卡通形象是一只老

鹰，象征犹他州和犹他大学志存高远的气概；斯坦福

大学的校园卡通形象以红杉树为原型打造，表现出学

生的热情以及对校园深沉的爱；埃默里大学会用整整

一周的时间为其卡通形象 Dooley 过节，并举行各种

各样的派对。 

虽然国外校园卡通形象各异，但是整体作用是相
似的。它诠释了大学的身份及文化，体现了大学的独
特性，是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特殊符号。在校园文化
推广中，将一些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作为校园代言
人，通过个性鲜明、语言幽默、行为举止活泼有趣、
色彩浓厚的感性诉求点引发受众的好感，已经成为校
园文化吸引受众的有效途径之一[2]。 

1.2  国内的现状分析 

目前大部分国内院校没有官方的校园卡通形象，
仅有的少数传播效果也不理想，缺乏系统和规范性，
不能很好地被受众认同和接受。部分校园文化产品仅
仅在市场产品上加盖校园标志，没有文化的建设性融
入，传播效果不明显。校园卡通形象要想被公众熟知
和认可，就必须大力宣传，广泛使用，如果校园卡通
形象被采用后就束之高阁，则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能
很好地融入到学生中和学生打成一片，更谈不上塑造
大学精神，传播大学文化，最终将会成为摆设。 

校园卡通形象在校园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中扮演
着及其重要的角色,表现了大学独特的地域特征、价
值观、社会情感，传播了大学文化，塑造了大学精神,
凝聚了人心，增强了归属感[3]，因此，要增强学生凝
聚力，提高学校竞争力，潜移默化地对学校的品牌进
行传播推广，就必须把这些特殊的情感价值、参与价
值结合到校园卡通形象设计中去。 

2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的设计与传播 

校园有其独特的文化体系和存在形式，无论是物
质、精神还是活动方式，皆具一定特质的文化特殊性，
是一种特殊的团体意识与精神氛围，是无形的文化资
产[4]。校园文化卡通形象的设计，是根植于校园文化
的深厚内涵，结合整体的校园精神风貌、人文特征以
及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等多因素，进行反复考察
论证与实践的设计活动[5]。 

2.1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的释义 

大学校园文化卡通形象是有深刻内涵的特殊文

化符号，在设计中，其外观的审美价值、符号价值超

越了使用价值，形象的塑造成为设计的中心[6]。校园

卡通形象扮演着大学文化传承的重要角色，是大学精

神人格化、抽象化、拟物化的一种表现，同时，还是

大学文化品牌宣传的有效手段，彰显了大学的精神与

个性。传递出的文化品格成为大学发展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宝贵财富[7]。 

2.2  “小煤同学”系列校园文化卡通形象设计定位 

2.2.1  “小煤同学”校园文化卡通形象设计思考 

与众不同才是生存之道，不循规蹈矩，个性化的
追求与独特性的呈现是校园卡通形象设计之本。求异
不代表随意，发挥想象，强调个性形象特征的同时保
持本校文化特色。 

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小煤同学”卡通形象设
计以矿大学子为原型，“小煤同学”的名称则是矿大
学子对自己的谦称。首先从“小煤学子”形象设计的
调查着手，校园生活中，学生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词
汇：学霸、学民、学痞、学渣、男神、女神等，根据
这些大学生之间的暗语，创造出了 6 个“小煤球学子”
形象并与校园潮语、建筑物、学习生活对应结合，精
心挖掘矿大元素，并结合校园文化，尤其是煤炭特色，
设计出属于矿大学子自己的卡通代言形象。 

“小煤同学”系列：这是一群勤奋、求实、进取、
奉献的矿大“小煤球”，既有能量，又有梦想，无畏
平凡，充满希望。高效准确地传达了矿大校园文化品
牌，对外宣传了校园品牌形象，对内增强了学生凝聚
力和归属感。把正能量带给大家，把矿大带向世界，
云工作室设计的“小煤同学”系列卡通形象见图 1，
卡通造型延伸见图 2。 

 

 
 

图 1  “小煤同学”系列卡通形象 
Fig.1 "Small coal classmate" series of cartoon characters 

 

 
 

图 2  卡通造型延伸 
Fig.2 Cartoon modeling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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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校园特色元素的提炼与分析 

首先，我们对学校的特色标志性建筑和已有卡通

形象的满意程度进行了调研。目标人群是不同学院的

各专业大学生，目的是通过对学生的访谈调查找到最

受欢迎的卡通形象设计入口，以确保设计的“小煤同

学”形象更能体现学校特点，更能引发学生的情感共

鸣。共发放问卷 400 份，有效问卷 370 份。 

被访学生中有 24.3%的人一提起矿大首先想到的

是煤，选择该选项的人次最多；其次有 16.4%的人一

提起矿大首先想到的是校园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

如镜湖大讲堂、焦作路矿学堂、图书馆，提起矿大首

先想到黑天鹅、东门或日晷的较少，分别为 6.1%、

7.7%、7.7%。 

在所有被访者中，有 28.6%的人偏好以历史主题

风格表现矿大的校园文化形象；偏好以卡通风格表现

矿大校园文化形象的人为 26.4%，排第二位；偏好以

小清新风格表现矿大校园文化形象的人为 22.2%，排

第三位；偏好以简笔画以及其他风格的人较少，分别

为 13.5%和 9.3%。在对校园卡通形象设计时，对于风

格的确定也做到了心中有数。对于已有卡通形象的调

查，大项上或者单项不满意人数最多的都是肤色，其

中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不同形象应该使用不同肤色。

其次是服装配饰，不满意的人数居第二，“体现矿大

特色”、“更时尚现代一些”、“呆萌一点”、“性格更鲜

明”几个选项分布差距不大。有了调查，就可以在这

些校园卡通形象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出新形象

后，再次通过学生群体进行验证。 

设计打破了卡通形象通常只有一个的常规，由几

个形象灵活组合成整体。形象设计与特色校园文化相

结合，内涵鲜明浓厚。设计一组同系列的卡通形象，

更为后期延伸的一系列宣传推广打好了策划和形象

设计的基础[8]。如我们利用“小煤同学”的系列卡通

形象为角色原型，为矿大拍摄微电影宣传片。 

通过问卷调研对矿大校园特色元素进行提炼与

分析，发现矿大的主要特色是煤，学生偏好以历史主

题和卡通形象风格对校园文化进行表达。 

2.3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的品牌传播 

2.3.1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的载体选择 

卡通形象衍生品以什么形式出现更易让学生接

受？什么样的产品更受欢迎？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

必须在学生群体中进行充分调查。在矿大，主要是物

质载体的调查，被访者中 44.0%的人认为手办比较适

合作为矿大形象的载体，认为 u 盘比较适合作为矿大

形象载体的有 5.9%；认为移动电源比较适合作为矿

大形象载体的有 12.5%，这说明在被访者中大部分人

更喜欢以手办的形式体现矿大形象。 

2.3.2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的传播途径 

对矿大的校园文化传播渠道进行调研发现被访

者中通过微信公众号、校园网站了解校园文化形象的

人最多，分别为 26.5%和 27.4%，微信等平台具有受

众群体广泛、传播主体地位高、身份验证精准以及能

实现即时互动等传播优势[9]；通过海报、明信片、微

博了解校园文化形象的人也较多，分别为 16.4%和

15.8%；通过推送小漫画了解校园文化形象的人较少，

只有 9.0%，因此，在对矿大校园文化形象进行宣传

推广时，可以选用微信公众平台、矿大官方网站微博

等。通过这些平台，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全方位互动。

另外，通过对国外校园卡通形象传播的借鉴，我们应

该让校园卡通形象同校标、校训一样，成为独具特色

的标志性符号，并活跃于校园各类活动中，打入师生

群体内部，营造凝聚力和归属感。 

由此可见：卡通形象的载体注重产品的实用性，

而传播途径更倾向微信、网站等自媒体平台。 

2.4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设计的影响因素 

不同性别、年龄的学生对校园文化形象的认知存

在差异，如性格差别，偏好以历史主题风格表现矿大

校园文化形象的男生居多数，占到了 66.3%，比女生

多了将近一半；偏好以卡通风格、小清新风格、简笔

画风格表现矿大校园文化形象的男生虽然比女生多，

但是差距不大。在所有被访男生中有 32.2%的偏好以

历史主题风格表现矿大校园文化形象，而偏好以卡通

风格、小清新风格表现矿大校园文化形象的男生分别

占到了 24.6%和 19.7%；在所有被访女生中偏好以卡

通 风 格 表 现 矿 大 校 园 文 化 形 象 的 最 多 ， 占 到 了

28.9%，偏好小清新风格和历史主题的其次，分别为

25.8%和 23.4%。偏好以手办和 u 盘作为矿大形象载

体的学生中皆为男生占多数，具体比例分别为 63.7%

和 67.6%，而偏好以移动电源作为矿大形象载体的女

生占到了七成以上；在所有被访男生中，有 48.5%的

男生偏好以手办作为矿大形象载体，偏好以 u 盘作为

形象载体的仅占 18.7%；在所有被访女生中，有 37.8%

的女生偏好以手办作为矿大形象载体，偏好以 u 盘作

为形象载体的仅占 12.2%。另外，专业的差异也会对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的喜好产生一定的偏差，偏好以历

史主题风格、卡通风格、小清新风格表现矿大校园文

化形象的学生中理工类学生最多，皆占到了六成以

上，具体比例分别为 64%、74.4%、63.8%，其次为

文管类，比例分别为 16.9%、12.2%、17.4%，其他类

别的学生有此 3 种偏好的人数较少，差别不大；在理

工类学生中，偏好历史主题风格、卡通风格、小清新

风格的人相当，分别为 27.5%、29.5%、21.3%，偏好

其他风格的较少；文管类与文法类学生中偏好历史主

题风格的人次皆为最多，比例分别为 31.3%和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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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卡通风格、小清新风格、简笔画风格的人相当，

文管类学生中分别为 20.8%、25.0%、20.8%，文法类

学生中分别为 23.5%、23.5%、14.7%；艺术类学生中

偏好简笔画风格的学生最多，占到了三成以上，其次

为历史主题风格，为 21.1%，校园文化卡通形象风格

与性别交叉见表 1，校园文化卡通形象载体与性别交

叉见表 2。 
 

表 1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风格与性别交叉 
Tab.1 Style and gender crossing of campus  

culture cartoon image 

矿大校园文化形象风格与性别交叉制表 

性别 
 

男 女 
总计

计数 59 30 89 

行百分比 66.3% 33.7%  

列百分比 32.2% 23.4%  
历史主题 

总百分比 19.0% 9.6% 28.6%

计数 45 37 82 

行百分比 54.9% 45.1%  

列百分比 24.6% 28.9%  
卡通风格 

总百分比 14.5% 11.9% 26.4%

计数 36 33 69 

行百分比 52.2% 47.8%  

列百分比 19.7% 25.8%  

小清新风

格 

总百分比 11.6% 10.6% 22.2%

计数 22 20 42 

行百分比 52.4% 47.6%  

列百分比 12.0% 15.6%  
简笔画 

总百分比 7.1% 6.4% 13.5%

计数 21 8 29 

行百分比 72.4% 27.6%  

列百分比 11.5% 6.3%  

矿大校园

文化形象

风格 

其他 

总百分比 6.8% 2.6% 9.3%

计数 183 128 311 
总计 

总计百分比 58.8% 41.2% 100.0%
 

在矿大印象测试中，以煤、镜湖大讲堂和图书馆

的提及率最高，校园文化风格也是历史题材最受欢

迎。说明在学生心中，矿大的形象应该是严谨治学，

历史感厚重，突出煤炭特色的。而表现矿大的校园形

象的风格应以历史主题和卡通风格为主。适合作为矿

大形象载体的产品以办公用品为主，最终我们能够从

最后的调研与分析中总结到底怎么样的文化形象更受

学生欢迎，进行校园文化卡通形象定位时就有了突破口。 

无论哪个学校，要塑造自己独一无二的校园形
象，就必须对校园文化精神有清晰的了解和十足的把
握。最终将校园文化信息服务于设计，从而营造良好
的校园文化品牌，并进行充分到位的宣传，促进校园
文化传播。 

表 2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载体与性别交叉 
Tab.2 Carrier and gender crossing of  

campus culture cartoon image 

矿大形象载体 a 性别交叉制表 

性别 
 

男 女 
总计

计数 65 37 102 

行百分比 63.7% 36.3%  

列百分比 48.5% 37.8%  
手办

总百分比 28.0% 15.9% 44.0%

计数 25 12 37 

行百分比 67.6% 32.4%  

列百分比 18.7% 12.2%  
优盘

总百分比 10.8% 5.2% 15.9%

计数 7 22 29 

行百分比 24.1% 75.9%  

列百分比 5.2% 22.4%  

移动

电源

总百分比 3.0% 9.5% 12.5%

计数 37 27 64 

行百分比 57.8% 42.2%  

列百分比 27.6% 27.6%  

矿大形

象载体

其他

总百分比 15.9% 11.6% 27.6%

计数 134 98 232 
总计 

总百分比 57.8% 42.2% 100.0%
 

3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设计与传播的思考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是校园文化的精神产物，是学

校特色的提炼，承载了学校浓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

文化内涵[10]，校园形象的设计绝不是简单的视觉符号

设计，必须充分挖掘校园文化，结合学生对母校的认

知与情感体验进行系统规范设计，塑造具有亲和力的

校园文化形象。 

3.1  塑造校园文化卡通形象的独特个性 

每个学校的校园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对

校园生活的体验和回忆也不一样。校园文化卡通形象

不仅是简单观赏的形象，而且要能传递背后的深刻含

义。校园文化卡通形象是与学生、与校园文化相互影

响、相互促进的情感化设计[11]。在进行设计之前我们

必须进行充分地调研，了解学生群体能够认可的校园

文化及喜闻乐见的校园趣事。在设计时必须把这些特

殊的情感价值、参与价值等结合到产品设计中去，这

样设计出的产品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才能真正深

入学生心底引发共鸣，从而达到传播校园文化的目的。 

3.2  用有效的传播途径来传播形象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一定是平易近人、受欢迎、有

生命、有个性、赋予独特的精神品格的，它是我们的

榜样，有无形的号召力，是最鲜活的校园文化，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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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要用有效的传播途径对校

园文化形象进行宣传，没有大力度的宣传，再贴切恰

当的校园文化形象都不能深入学生内心，奏响内心的

音弦，引起共鸣。 

4  结语 

校园文化卡通形象不仅有利于推广校园文化，而

且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知度，增强学生的

认同感，满足多层次群体的需求。校园文化卡通形象

设计必须对学生群体进行深入调研，设计只有深入学

生内心、引发共鸣，才能增强学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发挥高校文化对校园群体的影响，同时塑造校园品

牌，进一步传播大学文化，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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