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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中西方小学标志图形设计不同的根源及其产生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吸收西方小

学标志设计的理念，并提出中国小学标志图形设计的提升建议。方法 以案例搜集、分类整理、对比分

析为手段，从小学标志图形设计的外形、图形表意内容和文化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结论 通过对

中西方六百多所学校标志设计案例的对比分析得出，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校园特色文化的差异性是

影响中西方小学标志图形设计不同的主要因素。以此为基础，针对我国小学标志设计的不足，吸收西方

小学标志图形设计的表现方法，进一步从丰富标志外形形态、提高图形表意的准确性、拓展编排方法的

多样化、体现文化传承等方面为我国的小学标志设计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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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Graphic Design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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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different graphic desig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rimary schools 
and their influences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s, imbibe the concept of Western primary school logo design, and propose 
the sugges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 logo design. Case collec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ra-
tive analysis were used as the means to elaborate on the shape, graphic meaning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primary 
school logo design.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re than 600 school logo design cas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history, culture, social values and campus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rimary school logo designs. On this basis, the expression methods 
of Western primary school logo design are absorbed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primary school logo design in China, 
thus providing some ideas and inspiration for our primary school logo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riching the logo 
form,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graphic meaning, graphic meaning diversification, expand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ay-
out method and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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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50 年代产生企业标志为核心的“CIS”

体系以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一

场轰轰烈烈的品牌形象设计运动。在这种商业行为的

强烈驱动下，中国在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了现

代标志意识[1]。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体制

的改革，教育市场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因此，

创建或提升学校品牌是促进学校发展和增强竞争力

的必要措施[3]。闫德明教授在学校品牌研究中指出，

学校品牌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

形成并为公众认可的，具有特定文化底蕴和识别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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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无形资产[4]。学校标志在校园品牌形象设计中

占据首位，一个优秀的学校标志设计不仅要视觉美，

而且还要充分体现学校的校园文化和教育理念，从而

增强教职人员的凝聚力和学生的积极性，提升社会关

注度。西方学校标志设计肇始于欧洲中世纪[5]，其标

志中图形的选择以其自身固有的社会文化特点和蕴

含的浓郁宗教色彩为主要出发点，形成了特有的艺术

特征。而我国的小学品牌形象设计，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才开始得到相应的关注，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

在品牌形象设计中，标志是一所学校整体形象的浓缩

和集中表现，也是一所学校的精神理念、历史积淀与

文化内涵的凝聚和载体，是学校对外展示其教育理念

与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 
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小学标志

这一特定话题，通过对中西方小学标志图形的比较和

分析，归纳其图形规律与艺术特征，阐述中西方文化

差异对其小学标志图形设计的影响。吸收西方小学标

志图形设计的优长，为国内相关设计提供借鉴。 

1  中西方小学标志图形分析 

本文选取了英美等西方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

校，随机选取三百多所小学进行抽样调查。借助互联

网资源收集此项调查所需的主要文献，通过浏览学校

官方网站的一手资料，截取学校标志图式样本，将收

集到的资料编入 Excel 进行整理与分析。 
首先，从标志外形特征来看，在三百多个西方小

学标志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外形规则化图形的标志占

大多数，约为总数的 63%，主要有圆形、盾形、倒三

角形；不规则及无边框的不规则造型的标志占比相对

较少，约为总数的 27%，西方小学标志造型分析见图

1。西方的圆形标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历史可以

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钱币形象，通常采用圆

形线框为外轮廓，文字环绕于圆形线框内，主图形居

中编排。一方面，盾形纹章是欧洲视觉体系的主流象

征性符号，早期的盾徽由拥有主权的王侯授予，并对

扶盾、隔带、铭文的内容设计有严格的要求。盾牌的

形象设计起源于骑士的手持物，如站立鸢形盾牌，形

状为上宽下窄，以几何形为主。在图形表现方法上，

以盾形为主体，有的盾形标志两边有扶持作用的纹样

（亦称扶盾者）以起到填充空白，平衡及美化两边的

作用，下部为隔带，饰以缎带或锦穗，文字内容排列

其中，一般包括学校名称、建校时间和校训等。另一

方面，小学标志的盾形形象和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家族

徽章有着很深的渊源。由于西方早期很多学校是由私

人、家族修建或赞助兴建的，如在古希腊时代一些著

名的学者各自创立的学校或欧洲中世纪时期教会所

办的学校，这类学校的标志会直接采用象征庄重、荣

耀、高贵与典雅等的贵族家徽。 
其次，标志图形的内容方面主要有宗教文化符 

 
 

图 1  西方小学标志造型分析 
Fig.1  Modeling analysis of Western primary school logo 

 

 
 

图 2  西方小学标志图形形象分析 
Fig.2  Graphic analysis of Western primary school logo 

 

 
 

图 3  Alleyn’s Junior School 标志 
Fig.3  Alleyn’s Junior School logo 

 
号、动物形象、字母图形、科技形象、教育符号、代

表性建筑等，其中，又以动物元素、字母图形元素、

科技元素居多，西方小学标志图形形象分析见图 2。

各国也因文化差异在图形选择上有所不同，英国小学

标志图形多以宗教或传统文化符号为主，美国小学以

动物图形居多。以 Alleyn’s Junior School 标志（见图

3）为例，Alleyn’s Junior School 是一所具有四百年历

史的实力派学校，该学校标志中央的盾形图案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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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Northern Lights Abc K-8 School 标志 
Fig.4  Northern Lights Abc K-8 School logo 

图 5  中国小学标志造型分析 
Fig.5  Modeling analysis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 logo 

图 6  中国小学标志图形分析 
Fig.6  Graphic analysis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 logo 
 

典型的传统元素，标志上方在火苗中高举着一只托起

爱心的手臂象征着希望，标志下方是飘动的绸带，将

学校的校训——God’s Gift（上帝的礼物）置于飘带

中，寓意着每一个学生都与众不同，是上帝送来的礼

物。坐落于美国阿拉斯加的 Northern Lights Abc K-8 
School 使用的标志见图 4。此标志中最显眼的是美国

国鸟白头海雕的图形形象。此外，标志还采用了北斗

七星、书籍、羽毛笔等图案，标志背景运用发射构成

的手法，从而增强画面的聚焦性与空间感。 
通过上述研究，选用相同的采样方法来收集三百

多所中国各省代表性城市中的小学作为样本进行调

查分析，并归纳出圆饼数据分析图，中国小学标志造

型分析见图 5。不难看出，中国小学也以规则外形为

主，其中以圆形作为标志造型的高达总数的 3/4，该

数据远高于西方小学采用圆形标志造型的数量，其余

四种类型合计仅占总数的 1/4。圆在中国传统审美中

有天圆地方、团圆美满之意，古人们会在圆内画上纹

样作为装饰，如铜镜、古币等。自古以来，在中国传

统设计中运用圆形图案创作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标

志基本上以圆形复合框的印章模式进行设计，并含有

校名、主体图形等内容，因此中国小学标志在形式上

往往呈现出形式雷同、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现象。 
在图形设计方面，主要以动物、人、教育符号等

图形为主，中国小学标志图形分析见图 6。由于标志

图形受各学校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影响，并且如鸟

类、爱心、书本、手和小树苗等图形被反复利用，导

致多个学校标志图形相似度较高，给人表现单一、设

计雷同、风格平庸、缺乏创意的感觉。通过对中国小

学标志按地域归纳，得出“鸟”形象较多应用于江浙

地区的小学标志；汉字“人”或人体符号较多应用于

北方小学标志；“海浪”形象较多应用于沿海城市小

学的标志。例如，杭州市胜利小学是浙江省办学历史

最长的学校之一，学校标志采用了飞鸟的元素，见图

7，以体现学校注重生命关怀，且提倡“学校是孩子 

 
 

图 7  杭州市胜利小学标志 
Fig.7  Hangzhou Shengli Primary School logo 

 

 
 

图 8  北京建华实验学校标志 
Fig.8  Beijing Jianhua Experimental School logo 

 
们的天地，是师生共同成长的精神乐园”的理念。北

京建华实验学校标志是较为典型的圆形标志。在此标

志中，设计师将其学校的中英文名称环绕于同心圆

中，巧妙地运用了正负形手法将汉字“人”与书本相

结合以作为标志的主要图形，从而体现了学校以人生

中心教育的发展定位。北京建华实验学校标志见图 8。 

2  中西方小学标志图形设计中的文化内涵

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文化因素在中西方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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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图形差异上起到了决定性因素。每个国家在发展

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理

念引导下，由于每所学校的办学理念、规则规范和校

园环境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导致这些学校创造了各

具特色的标志设计。 

2.1  历史文化在中西方小学标志图形设计中的体现 

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在时间的沉淀下，会形成

独特的校园传统。这种传统形成了该校的文化底蕴，

从而成为标志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英国小学标

志的设计上，传统文化元素和宗教文化元素运用较

多，其标志的图形元素内涵丰富多样，在图形的选择

上，通常受到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艺术风

格的影响，这既体现学校对其历史的尊重和肯定，也

是其办学理念和指导思想的凝聚。 
英国文化对近代中国香港影响颇深，因此中国香

港小学标志具有浓郁的英国风。英国小学标志与中国

香港小学标志图形对比见表 1，中国香港小学标志与

英国小学标志元素有很多相似之处。 

2.2  社会价值观在中西方小学标志图形设计中的体现 

教育是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的，因此在小学标志

设计中融入社会价值观因素更加容易引起公众的共

鸣。由于美国建国时间较短，所以历史文化元素在学 
 

校标志设计中占的比重相对较少，社会价值观因素占

比较大，个人英雄主义和现代感成为其学校标志主要

表现内容及方式。作为移民大国，美国推崇勇于开拓、

自由争取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因此，美国的主流文化

很难受其他移民文化的影响，且始终保持着对个人英

雄主义的向往。这也贯穿了美国主流价值观，反映了

美国社会英雄情结等意识形态，它不仅是美国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文化对外渗透的主要方式之

一[6]。例如，Stafford Primary School 的标志（见图 9）

运用的图形是斯巴达勇士，《斯巴达 300 勇士》讲述

的是一位勇敢正直的斯巴达国王坚持为自由而战，经

历多次磨难，依然坚强地斗争，最终为自由而牺牲[7]，

该校的标志设计将学校文化理念通过斯巴达勇士的

精神传递出来。 
从标志造型来看，在抽取的样本中，美国小学标

志一般分为四类，分别是纯字母、简易图形、字母加

图形和复杂图形，其中有 3/5 的标志采用无边框形式

来进行外形处理，既冲破了外边框的束缚，也使标志

更具现代感，且视觉冲击力更强，例如 Veterans Park 
Elementary School 的标志（见图 10）。此标志采用了

美洲豹的脚印作为标志的主要图案，错落有致地填写

了“PRIDE”，将学校名称排列于脚掌中，脚印的形

状在无形中对标志进行了边框的界定。 

表 1  英国小学标志与中国香港小学标志图形对比 
Tab.1  Graphic comparison of British primary school logo and Hong Kong elementary school logo 

学校名称 Abberley Hall School 喇沙小学 Guildford High School 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 
地理位置 英国 中国香港 英国 中国香港 

学校标志 

    
造型分析 盾形 盾形 盾形 盾形 

图形分析 
飘带、鹿、星星、 
绿叶、书本、火炬 

飘带、树枝、 
星星、油灯 

标志性建筑、 
飘带、文字 

飘带、文字、 
标志性建筑 

 

 
 

图 9  Stafford Primary School 标志 
Fig.9  Stafford Primary School logo 

 
 

图 10  Veterans Park Elementary School 标志 
Fig.10  Veterans Park Elementary School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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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东京学芸大学附属世田谷小学标志 
Fig.11  Setagaya elementary school logo 

 

 
 

图 12  东张中心小学标志 
Fig.12  Dongzhang Central Primary School logo 

 

2.3  民族与地域文化在中西方小学标志图形设计中

的体现 

充分展现民族与地域特色也是小学标志设计的

一大亮点，能够让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更直观地传

达学校所在地所特有的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受地

理与气候的影响，日本自古就形成了崇尚自然的理

念，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美学支

撑的[8]。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此外，五芒星有驱魔、

献身的含义，日本平安时代的日本军队、皇家等都会

在帽子上绣上五芒星，寓意着除去恶魔。从抽取的样

本中可以发现，日本小学标志运用樱花元素较为广

泛，其占抽样总量的 48%。例如东京学芸大学附属世

田谷小学秉承了日本化繁为简的设计理念，将五芒星

和樱花两种元素以线的形式叠加组合，增强了标志的

视觉效果，其标志见图 11。福清东张中心小学标志

则将中国青铜器文化“鼎”的造型与“东”字相结合，

外围两支优雅绽放的山茶花体现了福清东张中心小

学美丽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象征着福清东张中心

小学的莘莘学子远大的志向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2.4  校园特色文化在中西方小学标志图形设计中的

体现 

作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物，小学标志设计随着时

间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处在不同时期及社会环境下，

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宗旨也会有所不同。例如，新

民六街小学在素质教育的境遇下，整改中加入象棋图

形元素以凸显学校“棋文化”的特色，标志中心的符 

 
 

图 13  新民六街小学标志 
Fig.13  Xinmin Sixth Street Primary School logo 

 

 
 

图 14  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标志 
Fig.14  Beijing Zhongguancun No.3 Primary School logo 

 
号以“德”、“得”的甲骨文同构变形为主纹样，总

体上彰显该校“新民正德，臻于至善”的教育理念和

棋类特色营造校园建设氛围。新民六街小学标志见图

13。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第三小学，是一所年

轻的充满活力的学校。设计师在“人”字的字体设计

基础上，赋予了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标志渐变的彩

虹色系，使其承载了“以梦想引领成长，以人的发展

需求引导教育内容”的理念。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

标志见图 14。 

3  中国小学标志图形设计的发展和思考 

经过对比分析六百多个中西方小学标志样本，归

纳其风格特征，从中得出文化差异是影响风格形成的

最主要因素，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社会价

值观、民族与地域文化等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吸收

西方小学品牌形象设计的优势，从图形形象、语义传

达、编排方式、文化传承等方面来探索表现方法，以

期为今后中国小学标志图形设计提供借鉴。 
1）丰富标志外形形态。小学标志图形要具有独

特的个性，在外形结构上需要丰富拓展多样化的形

式。圆形标志可以充分利用复合框、隐形内框、单框

解构等形式展开，盾形可以融合西方盾形标志的空间

分割方法及纹样搭配的形式进行中国式改造，菱形、

椭圆形、三角形、花瓣形、扇形、以及不同形状的复

合图形都是古典结构的很好选择，而自由形态也是能

体现现代审美的重要手法。在形象的选择上，小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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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儿童对颜色特点、联想、象征分析 
Tab.2  Analysis of color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ions and symbols of children 

颜色 特点 联想 象征 
红色 最强烈 火焰、太阳、红旗、血液 吉祥、喜庆、爱情、权威、危险、革命、战争 
橙色 最温暖 橘子、橙子、晚霞、秋叶 温暖、快乐、炽热、时尚、青春、甜蜜、活力 
黄色 明度最高 香蕉、黄金、菊花、向日葵 光明、活泼、尊贵、优雅、财富、权利、注意 
绿色 人眼最适应 树木、春天、安全信号 清新、平静、青春、希望、和平、理想、成长、安全、舒适

蓝色 最受欢迎 海洋、天空、湖泊 
轻快、自由、安静、宽容、博大、凉爽、 

忧郁、消极、冷漠、理智、纯净 

紫色 明度最低 葡萄、茄子、紫罗兰 高贵、神秘、浪漫、庄重、优雅、嫉妒 
白色 反射全部光线 冰雪、白云、白纸、医院 明快、无瑕、明亮、虚无、朴素、冰雪、圣洁 
黑色 吸收全部光线 墨水、夜幕、木炭 深沉、庄重、冷漠、死亡、执着、邪恶、严肃 

 
标志在形象方面要给人积极、热情、强烈的感觉，并

以人、动物、教育符号等图形为主。 
2）符合儿童的色彩喜好。标志色彩要选择符合

儿童的年龄特点。根据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人随着年

龄的增长，色彩的审美特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色彩

对个体所产生的内涵和联想也随之改变。笔者曾针对

各个年级的小学生分别进行了“对图形及色彩的选择

性”的调研，并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即小学生总体的

色彩偏爱顺序为红色、黄色、绿色、橙色、蓝色、紫

色、白色、黑色、褐色。随着小学生年龄的增长，他

们对色彩的偏好也随之改变，在色相范围上，他们对

色彩的偏好由单纯地喜爱暖色调而转变为对冷暖色

调的兼爱。 
3）标志图形表意准确。大量的小学标志图形存

在着表意泛化或不确定性，有的因为被要求承载太多

的寓意而强行“同构附义”[9]，使图形变得似是而非，

最终变成只有自己知道的抽象形。标志图形作为标志

设计中一个重要的视觉符号，要密切结合学校文化，

合理运用具有鲜明特色的办学理念、历史文化、社会

价值观、校园文化、地域文化、中国汉字等方面的某

一元素来进行创意设计，使学校标志区别于其他学

校，且能够准确承载该校的理念和办学精神、个性特

征，使观者能够快速地通过符号识别解读学校的办学

定位。将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之图像寓意与西方现代

设计之表现手法相融合，沿着民族优秀文化的文脉，

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志。 
4）编排方法多样化。我国小学标志图形在编排

设计中，对组成结构运用的严谨性和图形风格的形式

感缺乏深入的探讨。标志图形除了需要吻合变化与统

一、对比与调和等一系列形式美的规律和法则外[10]，

还要塑造富有“形式感”的现代风格。版式要活泼，

增加曲线和直线的对比，强调柔和的情感及强烈的明

暗对比，以便于儿童直接感受明朗的调式。 

4  结语 

现阶段中国小学标志设计需要改进设计理念，鼓

励创新，挖掘自身学校特色。应该结合我国的传统文

化和民族文化，用独特的图形语言设计出具有民族魅

力的标志图形。另外，积极尝试不同的设计编排方法，

用更多样的形式来表现，从而展现出不一样的精彩，

创造出更具深意和文化内涵的小学标志。在汲取西方

小学标志图形设计理念和编排方法的同时，也不能盲

目地追求国际化与现代感，以免丢失其本身的文化与

特色。应该挖掘文化元素，并将其应用到小学标志的

设计中，以此将学校的精神表达出来。在小学标志设

计过程中，还应注意其与大学标志设计的区别，由于

小学教育在办学性质、受众学生年龄等方面有其特殊

性，所以在图形的选择上、形式的编排上要相对轻松

活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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