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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品牌视觉形象，在充分尊重学校品牌建设特殊性的基础上，探寻更加适

合学校品牌标识设计的实现手段。方法 基于模块化设计理论，运用调研、文献回顾、聚类分析等手段，

对学校品牌标识设计的一般规律进行探究。结论 构建起了适合普通大、中、小学校品牌视觉标识设计

的模块化设计模型，以真实的设计案例验证了该模型的适用性与指导价值。学校品牌标识的模块化设计

方法在构建和完善学校品牌视觉形象设计方面能够提供快速、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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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ar Design Method of School Brand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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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further boost the school brand visual image, and find out the means more suitab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chool brand logo design on the basis of fully respect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school brand building. Based on 

the modular design theory, the general rules of school brand logo design were explored by means of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luster analysis. The modular design model suitable for the visual logo design of brand in colleg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s constructed, and the applicability and guidance value of the model are verified by real de-

sign cases. The modular design method of school brand logo can provide fast,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chool brand visual im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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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品牌具有一般品牌的基本特征，又有其特殊

性[1]，它在教育市场中形成、发展，伴随学校文化的

积淀逐步成长[2]。学校品牌不光是消费群体对教育质

量、教育消费附加值高低的判断依据之一[3]；作为学

校的无形资产，还是当下乃至今后教育品牌竞争的重

要内容[4]。在学校品牌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

学校品牌视觉形象设计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它不仅

可以浓缩展现一个学校品牌建设的高度、文化积淀、

人文素养、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的内涵，还能对学校品

牌建设起到引领的作用[5]。 

国内探讨有关学校品牌视觉形象设计的文献多

以高等院校为对象，基础教育学校品牌研究的相关文

献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学校标识的造型分析

与归纳[6]，中外校徽设计异同类比[7—8]，设计元素提  

炼[9—10]等方面。由于学校品牌视觉标识设计没有通用

的规范和标准可依，广大寄希望于完善或提升学校品

牌视觉形象的新、老学校只能通过导入企业识别（CIS）

系统来完成[11]。在众多学校推行此举的过程中也催生

出了相关理论的研究，如学校识别系统 UIS（University 

Identity System）[12—13]；校园识别系统 SIS（School 

Identity System）[14—15]等。这些理论研究中都包含学校

视觉形象部分，但都未能从学校主体的特殊性出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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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照搬了企业识别系统中的视觉识别系统（VIS）。

专门针对学校品牌视觉标识设计的指导性方法还依

然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模式、规律上的进一步总结。 

1  品牌形象设计的模块化设计构架 

20 世纪 50 年代，欧美学者相继提出了“模块化

设计（Modular Design）”概念，我国则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开始模块化设计方面的研究[17]。随着模块化

设计理论研究范围及深度的不断拓展，其作为一种设

计思维被引入到建筑设计[18]、产品设计[19]、工作流

程设计[20]、以及大规模定制设计[21]等领域，模块化

设计理论体系得到了丰富和完善。 
 

模块化设计一般指使用模块的概念对产品或系
统进行规划和组织，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不同功能或相
同功能不同性能、不同规格的产品进行功能分析的基
础上，划分并设计出一系列功能模块，通过模块的选
择和组合构成不同的产品，以满足市场不同需求的现
代设计方法[22]。其本质是产品结构分析与重组，根据
客户具体的产品需求确定产品的配置参数，由产品的
技术特征进行模块的合理选择，对产品进行组合化设
计与装配，形成模块化设计方案[23]。 

研究发现，视觉识别系统 VIS 与模块化设计 MD
在理论构建和实践组织上存在高度重合。VIS 系统通
常包括基础和应用两大子系统，其下又可分解为若干
个子模块，见图 1。 

 
 

图 1  VIS 系统的模块化组织构架 
Fig.1 The modular organization of VIS system 

 
在应用中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品牌，选取或增减

两个子系统中的子模块，以应对品牌业务范围以及品

牌形象建设所提出的期许。因此，在组织原理、标准

化模块构建、设计方法等方面完全符合模块化设计理

论的要求。基于此，本研究将模块化的设计思想进一

步引入到品牌视觉形象设计的关键环节——品牌标

识设计，以探寻学校品牌标识设计的有效手段。 

2  学校品牌视觉标识的模块化构建 

2.1  样本选取 

本 研 究 以 学 校 品 牌 视 觉 形 象 建 设 相 对 完 善 的

“985 工程”和“211 工程”本科高校作为研究对象。

做出上述考虑，一是“双工程”高校在较长一段时间

内是我国教育品牌建设的榜样和标杆[24]；二是其学校

品牌建设的历史更悠久，建设力度更强[25]。因此，对

其进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更突出，所得到的结论也会

更具指导价值。 

经统计，“985 工程”建设高校总计 39 所，“211

工程”建设高校 112 所[26]。其中 4 所“211 工程”高

校：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

华北电力大学均有两个校区，除华北电力大学两个校

区使用同一标识外，其它 3 所高校的两个校区的视觉

标识存在较大差异，故将其全部纳入到研究范围内，

最终确定的样本数为 115 所。 
所选取的样本高校几乎都在官方主页上对学校

视觉标识进行了介绍，同时提供标准的矢量图（AI
或 CDR 格式）或位图（JPEG、PDF、PSD 格式）源
文件下载，确保了本研究的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为便于统计与分析，以 CorelDRAWGraphics Suite 
X6（64 位）为图形分析工具，对部分仅获取了位图
格式的样本进行矢量图转换，以统一所有的样本文件
格式，并对所有样本进行尺寸规范（等比例缩放：高
度为 100 mm）。该环节严格遵照从样本院校官网获取
的高质量位图文件，等比例地精确绘制，并请相关专
家进行评估和辅正，降低绘制过程中产生的偏差，确
保最后样本分析的信度与效度。 

2.2  样本数据分析及模块化设计规则构建 

2.2.1  外形（Shape） 

观察发现，所有样本的外形基本分为两类：正圆
形与非正圆形。正圆形占 84.4%。非正圆形包括椭圆
形、正圆形与其它形状结合，见图 2，占 4.3%；盾形，
见图 3，占 6.1%；特殊形（圆角矩形、多边形及不规
则形等），见图 4，占 5.2%。因此，将正圆形（C）
与非正圆形（UC）作为学校品牌标识外观设计的基
础模块；椭圆形（o）、正圆与其它形状结合（c+x）、
盾形（s）、特殊形（ss）作为非正圆形的次级模块来
对学校品牌标识设计的外观造型进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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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椭圆、部分正圆与其它形状结合的标识 
Fig.2 Logo combined with ellipse, partial roundness and other shapes 

 

    
    

 

图 3  盾形外形的标识 
Fig.3 The shield shaped logo 

 

  
    

 

图 4  特殊外形的标识 
Fig.4 The logo of special shape 

 
2.2.2  结构（Structure） 

组织结构方面，整体样本呈现以中心点向外发
散，形成内、中、外环式同心结构，占 94.8%；并呈
左右对称式（或均衡式）、图底、层次、封闭与开放，
4 种布局特点，见图 5。外、内环所形成的空间与内
环空间呈现“外实内虚”与“外虚内实”两种图底对
比构成形式，这两种形式占样本总量的 43.5%，见图
6；另外，“无底色式”或“纯线条式”结构占比过半，
达 51.3%，见图 7。因此，环式同心结构（CR）作为 

 

学校品牌标识设计的结构基础模块可以明确下来；

“无底色式（nb）”与“图底对比（ub）”式结构作为

次级模块来支撑。 

2.2.3 信息分布（Information） 

信息组织中，中文全名或中文名缩写、英文全名

或英文名首字母缩写、象征图案、创立时间、校训等

为主要信息源。所有样本在关键信息布局上所呈现的

总体情况，见表 1。 

   
a 图底 b 层次 c 开放式 

 

图 5  标识结构特点 
Fig.5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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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底对比式”结构 
Fig.6 “Up-bottom contrast” structure 

 

 
    

 

图 7  “无底色式”结构 
Fig.7 "No background" structure 

 
表 1  标识中信息源分布统计情况分析 

Tab.1 Analysis of distribution and statistic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logo 

位置分布 
信息源 样本数 

外环 占比 内环 占比 
总体占比 

中文名全称及缩写 111 97 87.4% 14 12.6% 95.6% 

英文名全称及缩写 114 108 94.7% 6 5.3% 99.1% 

象征图案 115 5 4.3% 110 95.7% 100% 

创立时间 90 19 21.1% 71 78.9% 78.3% 

校训 6 2 33.3% 4 66.7% 5.2% 

 

分析得出，信息分布的内、外两个主要区块，内

环信息区主要体现学校品牌的象征图形、创立时间、

中文名及校训；外环信息区则主要体现英文名、中文

名、创立时间及校训。因此，学校品牌标识的信息基

础模块便可依此划分。 

校训是否适合作为识别信息的基础模块需要做

进一步深究。首先，校训往往字数较多，难以布局且

容易喧宾夺主；其次，不少学校的校训都经历过一个

逐步提炼、充实、完善的过程，而学校品牌标识一旦

确定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两者并非

在同一时间成熟，若后加上去则较难融合在一起；再

次，从识别的完整性角度来看，有校训的标识在最小

应用尺寸上较普通标识更大，并对印刷精度要求更

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品牌标识的应用范围。因

此，将校训作为关键信息嵌入到品牌标识中的做法有

一定的风险，且本研究中，有校训的样本数较少，无

法支撑其作为基础模块来使用。 

1）内环信息区（Inner Information Area） 

这里主要体现学校品牌的象征符号或图形，这一

类符号或图形既有物态属性，也有文化属性，且多是

两者兼具。 

首先，物态符号比较直接，一般是运用学校的发

展进程中逐步构建起的器物、建筑、景观、空间格局

等标志性实物元素。研究发现有 3 类情况比较突出，

见图 8：（1）以代表学科的器物塑造个性，譬如“榔

头”符号在理工科院校标识中的应用，如北京、上海、

西安、西南四所交通大学以及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

业大学等。经统计，有出现“器物”图形的样本，占

33.9%；（2）以校内具体建筑物或雕塑增强辨识度，

如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占

13%；（3）以学校特殊景观引发品牌联想，如东北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等，占 9.6%。

因此作为物态属性符号（ps）的特殊器物（u）、标志

性建筑或雕塑（a&g）、独特景观（l）就作为内部象

征图形的次级模块。 

其次，文化属性的象征符号表现得相对含蓄，需要

识别者理解时带入联想。突出表现为文字（中、英文）

的图形化组合与变形设计，如贵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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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占 40.9%；动物（鸽子、

鸿雁、鹰、凤凰等）、植物（橄榄枝、杨柳枝、麦穗等）、

日月星辰、波浪、火炬、经纬线等物象图形，占 33%，

见图 9。因此，作为文化属性符号（cs）的次级模块，

在内部象征性图案的设计运用上可以采用文字变形

（t）、物象图案（i）以及两者结合（t+i）使用来实现。 
 

 
    

 

图 8  物态属性的象征符号运用 
Fig.8 The symbolic use of the matter state attribute 

 

 
    

图 9  文化属性的象征符号运用 
Fig.9 The symbolic use of cultural attributes 

 
2）外环信息区（Outer Information Area） 

中、英文校名呈环绕式布局是外环信息区的主要

表现形式，分别占到 87.4%和 94.7%。文字排列方式

上：（1）中文名在上，英文名在下，占 65.3%；（2）

英文名在上而中文名在下，占 28.7%；超过 1/10 的样

本使用了间隔符号（圆点、星号）来对处在同一环绕

结构中的信息进行分隔。字体的选择上：（1）中文，

名人书法题字及书法字体，占比 83.4%，标准印刷字

体占比 10.4%；（2）英文，以标准印刷体为主（除 3

例样本为大小写结合外，其它全部为大写字母），选

择 有 衬 线 和 无 衬 线 字 体 的 情 况 分 别 占 比 46.1%和

51.3%。综上分析，环绕式校名的外环信息区内，中

文名在上英文名在下（c/e）、英文名在上中文名在下

（e/c）、间隔符号（g）作为次级模块；并将手写与标

准印刷书法中文字体（HF）和标准印刷英文字体（EF）

作为文字的选择模块来共同支撑。 

3）共有信息（Shared Information） 

创立时间在内、外环信息区中都有出现，使用率

也较高，占 78.3%。研究发现，样本中有出现该信息

的学校品牌，其历史均在 50 年以上，有些甚至更长。

有相当一部分历史悠久的学校品牌并没有在标识中

体现该信息（如苏州大学创办于 1900 年、厦门大学

创办于 1921 年等）。因此，创立时间并不一定要出现

在学校的品牌标识里，新建立的学校或者创办时间较

短的学校在该信息的使用上也是平等的，只是具备一

定历史条件的学校品牌可以更倾向于选用该信息。本

研究认为将创立时间作为条件选择模块来补充更为

恰当，根据具体学校品牌背景情况来分析，且内、外

部信息区可共用。 

除此之外，样本中还有一些特殊文字信息出现在

内外环信息区。有彰显学校前身及历史的，如天津大

学的标识中有篆体“北洋”二字，表明其前身是中国

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也有强调学校地

理位置的，如东南大学的标识中出现的“南京”字样

等等，见图 10。 

2.2.4  颜色搭配（Color） 

颜色使用上，每个学校都对标识所使用的颜色赋

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整体分析发现，单色运用较为

突出，黑、白、灰等无彩色单独选用较少，通常作为

搭配出现。单色的选用更多体现了印刷和日常使用上

的优势，从文化角度出发也吻合了中国传统篆刻印章

的内涵[7]，但也有少数样本使用多色或渐变颜色，见

图 11。 

经统计，所有样本的颜色构成情况，见表 2。 

由此看出，3 种颜色以内的搭配占比超过了九成，

俨然成为学校品牌标识色彩设计的主导性规则。因

此，单色（1C）、双色（2C）、三色（3C）3 种色彩

使用形式合并作为色彩设计的基础模块。之所以这 3

种色彩使用形式合并讨论，是因为研究中发现大多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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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或三色搭配方案的样本，所用到的 2~3 种专色都有

相应的单色应用方案，因此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而多

色（含渐变）（MC）由于其色彩使用形式的特殊性，

将其单独作为一项基础模块。 
 

   
   

 

图 10  标识中出现的部分特殊文字信息 
Fig.10 Some of the special text messages that appear in the logo 

 

 
    

图 11 单色、双色、三色、多色标识 
Fig.11 Monochrome, two-color, three-color, multi-color logo 

 
表 2  色彩构成数据统计 

Tab.2 Color composition data statistics 

色彩 单色 双色 三色 多色（含渐变）

样本数量 81 15 8 11 

总体占比 70.4% 13% 7% 9.6% 

 
为详细探究颜色选用的整体情况，借助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X6（64 位）软件中的颜色分析工具， 
 

对所有样本采用的每一种色彩进行取样（CMYK 值），

最终 115 份样本共获取色彩 160 种（含无彩色，因白

色无色彩信息，故白色除外）。受篇幅限制在此不再

一一对色相做深入分析，仅就冷暖色彩区间进行讨

论。结果显示，见图 12，冷色调色彩选择较为集中

（蓝色系为主）且占多数，达到 66.4%；暖色调色彩

选择较为分散（红色系为主），占比 30.5%；另有 1

种黑色和 3 种灰色（总体占比 3.1%）的无彩色分布。 

 
 

图 12  色彩选择情况的冷暖分析 
Fig.12 Analysis of color choices 

 

基于以上分析，蓝色系（bl）、红色系（re）在学

校品牌标识色彩选用中可明确作为色彩搭配的次级

模块；而绿色系（gr）、黄色系（ye）、黑灰色系（b&g）

可作为辅助色彩模块在设计中进行选择，或搭配使用。 

2.2.5  限制性条件 

1）外观方面 

主要分析除标识外形的长宽比例为 1∶1 以外的

其它造型，表 3 示出这类标识外观的长宽比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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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非正圆外形标识的比例 
Tab.3 The proportion of non-positive circular shapes of logos 

样本 形状 长宽比 样本 形状 长宽比 

中国农业大学 盾形 1∶0.79 北京医科大学 盾形 1∶0.94 

北京外国语大学 盾形 1∶0.8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不规则正圆形 1∶1.1 

中央音乐学院 圆角矩形 1∶0.80 东北师范大学 椭圆形 1∶1.17 

哈尔滨工业大学 正圆+矩形 1∶1.18 上海大学 正圆+矩形 1∶0.79 

南京大学 盾形 1∶0.80 西南交通大学 盾形 1∶0.82 

华南师范大学 盾形 1∶0.93 海南大学 盾形 1∶0.81 

南京师范大学 圆角矩形 1∶0.95 华中科技大学 椭圆形 1∶1.35 

 
1∶0.79~1∶1.35 之间，中位数为 1∶0.875。 

2）信息分布区方面 

主要分析外环（R1）与内环（R2）之间的比例

关 系 。 由 于 对 所 有 样 本 进 行 了 格 式 与 尺 寸 统 一

（H=100 mm），所以借助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X6（64 位）软件中的度量工具对所分析的样本进行

逐一取样，为便于统计，所有参数取整数。统计结果

表明：分布在 0.5∶1~0.922∶1 区间内，中位数为

0.682∶1。该范围同样适用于其它同心结构式来构建

信息分布区。综上所述，将外观和信息分区两项比例

关系分别作为限制性条件置入相应的模块中。 

2.3  学校品牌视觉标识的模块化设计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起学校品牌视觉标识模块化

设计模型，见图 13。其中：实框灰色条为限制性条

件；虚线框灰色条、虚线框白色条为条件选择性模块。 

 

 
 

图 13  学校品牌视觉标识设计的三级模块化设计模型 
Fig.13 Three-level modular design model of school brand visual logo design 

 
基于该模型，在应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学校

需求做相应模块的选择，设计者可从学校品牌标识设

计的任意角度切入，逐级展开，实现学校品牌视觉标

识设计的全面、个性化要求。为此，本研究在福建省

内的 3 所学校品牌标识设计上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3  学校品牌视觉标识的模块化设计实践 

3.1  福建省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案例 

本案例显示的福建省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标识

见图 14，选择正圆形外观模块，以图底对比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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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外虚内实）分开内外信息区；在内部象征性图

案的设计上，以文字与物象相结合的方式构成，大写

的“T”字除呼应第三（The Third）小学的校名外，

还将火炬、小孩的形象共同融入其中；中文校名在上、

英文校名在下的外环信息布局；控制内外环的比例为

0.75:1；最后确定选用蓝色的单色模块来完成。 
 

 
 

图 14  福建省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标识 
Fig.14 The logo of The Third Primary  

School of Chengguan, Datian 
 

3.2  福建省大田县第一中学案例 

福建省大田县第一中学作为当地品牌知名度最

高的一所学校（福建省重点中学），其前身可追溯至

明嘉靖十五年（1536 年），县府兴教儒学祭拜孔子的

文庙学堂。1926 年在此基础上筹建大田县第一中学，

并成为当地文物保护建筑。福建省大田县第一中学标

识见图 15，标识以正圆外形，图底对比同心环式组

织结构（外实内虚），内环象征性图案选择标志性建

筑模块，结合物象符号“凤凰”，并选用创立时间来

进一步凸显学校品牌的悠久历史。单一色彩选取偏暖

且沉稳。 
 

 
 

图 15  福建省大田县第一中学标识 
Fig.15 The logo of The First High School of Datian, Fujian 

 

3.3  厦门理工学院案例 

厦门理工学院作为一所年轻的本科院校，其前身

为厦门鹭江职业大学，其标识见图 16。标识选取了

正圆形与正圆角矩形结合的同心结构，以图底对比式

组织结构（外虚内实），内部校名中文缩写以中国传

统的书法篆刻印章的图案形式作为象征性符号，外环

信息区组织则以英文校名和创立时间结合布局的形

式，选择创立时间模块，是为了突出显示学校创立时

间与厦门特区建立时间（1980 年 10 月）同步的特殊

意义，并传承延续了学校原标识的整体风格。 
 

  
 

图 16  厦门理工学院标识 
Fig.16 The logo of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4  结语 

学校品牌视觉标识的模块化设计模型（MDMSBVI）

的构建是对我国当下主流高校标识设计的一次有针

对性的梳理，所总结的方法一方面能够比较快而准地

解决学校品牌视觉形象设计面对的关键问题——品

牌标识设计；另一方面，能够比较有效地抓住学校品

牌标识设计的一系列关键认同要素。最后以处于学校

品牌视觉形象建设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述求的

3 类具有典型代表性学校品牌标识设计的实例，验证

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学校品牌模块化标识设计方法的

指导价值，设计方案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一定程

度上印证了学校品牌模块化标识设计方法在普通大、

中、小学校品牌视觉标识设计上的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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