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3, 8(3), 836-841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3102   

文章引用: 张思琪, 魏梦圆. 基于认同理论的校园文创产品设计分析[J]. 设计, 2023, 8(3): 836-841.  
DOI: 10.12677/design.2023.83102 

 
 

基于认同理论的校园文创产品设计分析 

张思琪，魏梦圆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3年5月22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6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24日 

 
 

 
摘  要 

目的：从以认同理论中的群体归属、群体认同、文化身份三个维度入手提出基于“认同”理论校园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策略，以期为当前高校校园创意文化产品设计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校园文

化创意产品概念特征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同时基于认同理论中的群体归属理论分析了学校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对群体归属与群体归属感的影响。结论：认同理论是校园文创产品设计的重要指导方法。

基于“认同”理论的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能良好地满足大学生对归属感、集体意识、自主意识的渴望，

提高高校的文化软实力并打造出学校品牌高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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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he purpose is to propose a design strategy for camp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the “identity” theory,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roup belonging, group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identity theor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design of 
campus creative and cultural products in universities. Method: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of camp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desig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group belonging theory in identity theory,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choo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n group belonging and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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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roup belonging. Conclusion: Identification theory is an important guiding method for the de-
sign of camp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campus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identity” theory can well meet the college students’ desire for the sense of belonging, col-
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improv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reate a high influence of the school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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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文创产品的概念和范畴 

随着国家教育体系改革，国家高校扩招，高校提高品牌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需求逐渐迫切，校园

文创产品作为高校独有的精神产品，在传播高校文化精神和精神理念方面发挥了影响力，并在以校园生

活为载体进行设计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校园文创产品种类繁多，以往的研究中分别有以下几种定义： 
苏州大学的罗娟在《高校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与研究》中提出：“高校文化创意产品是校园

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了校园的文化内涵，也传播了校园的精神理念。高校校园的品牌

形象是一所大学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1]  
张伊婷等对校园文创产品的定义则是：“校园文创产品是以校园文化为基础、汇集创意创新理念设

计的文化产品，是传播校园文化内涵、弘扬校园文化精神以及发展校园文化特色的重要载体，也对塑造

学校视觉形象有着重要作用。”[2]与此同时，杨静等人又提出：“文创产品指以文化为根基，发挥创造

性思维对产品进行研发设计，同时具备“文化”和“创新”双重特征。校园文创产品以自身文化积淀为

出发点，强调产品创新与传承式再造，让校园文化“活”起来，对内增强师生的归属感，对外传播校园

文化精神。”[3] 
高校在对校园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会将学校的历史传统、发展历程，以及学校办学理念通过具

体的形式展现出来。 
综上可见校园文创产品是以高等院校校园生活为载体，对学校文化内涵进行开发与创新的过程中所

产生的具有特色性、具有一定规模以及影响力的文创产品，常见的种类包括录取通知书、文具类、家居

类及首饰类。 

2. 校园文创产品的设计核心 

校园文化创意产品的产生是对学生群体需求与高校校园生活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它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大学生对归属感、集体意识、自主意识的渴望。同时校园文化创意产品也是学校对社会文化和生

活方式进行反馈和创新的载体，它具有鲜明的校园特色并与学生群体需求相结合，具有传播、教育功能。 
对于一所高校而言，校园文化是其独特的品牌特色，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对校园文化情感上的积淀和

精神诉求等内容。 
校园文化创意产品是一种学校独有的精神产品，能够很好地体现校园文化特色，其核心价值是在丰

富校园文化内涵的同时使大学生更加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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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大学而言，其不仅要发挥育人功能、传承历史传统和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打造高校专属

精神产品、提升大学文化软实力、强化学校品牌影响力。 
校园文创要突破，设计应将重心放在塑造用户的校园文化认同感上，挖掘文化意蕴，并以用户需求

为导向，转化为设计要点，打造出有故事的产品。 
在产品设计时应考虑用户的使用场景、使用目的等，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产品功能实用性与美观性，

以及产品的情感需求，帮助学生和教师在校园中建立起文化认同感。 
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的特点，注重产品的功能实用性和易用性，例如可以考虑设计一些学

生可以直接使用的产品，并注重用户使用时的体验，帮助用户快速定位到目标产品。校园文创设计要充

分考虑到用户在校园中的使用场景和使用目的等，充分考虑到高校师生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挖掘校

园文化内涵。 

3. 认同理论概述 

肯尼斯伯克通过《关于动机的原理》及《关于动机的修辞》正式确立了“认同”理论这一新修辞学

概念，颠覆了旧有修辞学上“以修辞者为中心”的单方面施压，而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强调修辞者

与受众互动“求同”。而通过修辞者与受众努力建立“认同”，并最终达成说服，体现相互尊重，积极

健康的修辞观[4] [5]。我们将以三个维度为切入点。 

3.1. 群体归属理论 

所有民族国家都拥有平等的主权，就如同所有个体拥有至上的尊严或等级，差别仅仅在于主权是群

体意义上的权利。罗纳德·德沃金的作为自我决定的尊严概念——其蕴含着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都负

有特殊的责任这一原则——也能轻而易举地应用于群体层面[6]。 
群体归属是指个体对群体所产生的心理认同，它是社会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 
群体归属与认同感之间有着密切地联系，当某一群人产生了集体归属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群体

归属情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群内成员的认同感。 
从群体归属角度出发，可以对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对校园文化创意产

品的态度以及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对校园文化创意类产品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有助于更好

地促进校园文化创意的发展、进步、完善与提升。同时还可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自己所选择的高校

所具有的特色及优势。 
从而建立良好沟通渠道从而建立有效、稳定、牢固的情感交流机制，为以后相关学生作品创作提供

良好条件和基础。 

3.2. 群体认同理论 

人们通过分类认知世界和创建秩序，个体被安排在对应群体中。基于社会分类的群体意识使早期人

类个体完全嵌合在群体之中，当符号体系与社会分类进一步发展后，个体性从群体中逐步脱离出来，个

体开始反思与群体的关系，“认同”问题得以出现。明确的社会分类能够有效地达到社会秩序稳定，但

理性思维支配下的现代社会，社会分类既能维护秩序，也会造成失序，即由分类所引发的认同困境和失

序焦虑日益显著，这使得现代社会中的认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7]。 
群体理论认为，对群体认同的形成有三个主要因素：共性需求、社会认同和内在价值。共性需求是

指个体倾向于与他人分享共同的经验和需求。社会认同是指人们希望被他们所认同的群体接受，这可以

帮助他们建立自我认同。内在价值是指个体认为参与某个群体是有价值的，因为这可以促进个体的成长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3102


张思琪，魏梦圆 
 

 

DOI: 10.12677/design.2023.83102 839 设计 
 

和发展。 
在群体认同理论的框架下，个体的认同感可以通过加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来增强。例如，群体

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可以帮助个体感知到他们在群体中的重要性和价值。此外，个体所处的群体也可

以通过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来增强个体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群体认同理论为我们理解个体在群体中形成认同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框架。通过加

强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提高个体的认同感，同时促进他们在群体中的成长和发展。 

3.3. 文化身份理论 

文化身份理论是将个体自我形象、态度及行为等心理因素与团体成员所组成的社会情境联系起来。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个人或群体在文化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关于身份的认知，它为人们提供一

种归属感和同盟感。文化身份在历史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且没有本质、核心、固定的

内涵，它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8]，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群体内部的群体归属性与群体认同。 
校园文化创意产品作为一种高校独有的精神文化产品，从校园生活出发，将学校独特的生活环境以

及人文历史、学校文化等融入到校园文创当中。同时通过这种具有特色化的方式进行校园文化宣传，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校学生对于学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基于“认同”理论对高校校园特色创意产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 当前高校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2) 高校具有一定的专业特色，但不够鲜明；3) 当下我国大部分大学生对于高校生活缺乏了解感，

缺少对学校归属感与认同感。 

4. 校园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认同”符号塑造 

学校在日常生活中，会通过校园环境营造、文化艺术活动、校园特色宣传等方式，来达到学生对学

校生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学校在校园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上除了将其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形式之外，还需要通过一些创意来对

高校文化产生一种影响力。 
首先通过从相关资料中获得关于“创意”与“认同感”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定义，可以发现，两者之

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表 1 可知，大部分的校园文创产品不会脱离这几个大类，以文具类居多，并多以描绘校园风景、

学校特色建筑、学院历史等来吸引认同。 
而部分的高校仅仅局限于录取通知书上的平面绘画形式，稍好的则是作出些空间上的变化，是不具

有让人产生群体认同和群体归属感的作用的，并且，录取通知书不具有长期保存的特点，是通过人们在

社交平台特定时期传播来达到宣传高校的目的。 
赵冬梅在《高校校园文创设计与价值》[9]中将高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方法分成三大类： 
1) 挖掘高校的校园文化元素：大学校园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其实就是对校园文化进行设计，对校

园文化元素进行深度挖掘。在大学校园文化中找到恰当的切入点是创新设计产品所必需的要素。提炼高

校本土元素一般为地区性大学化的表现形式，体现了学校的精神文化内涵，也体现了学校的悠久历史遗

产。 
2) 高校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系列化：大学文化创意产品是一种文化和物质的载体的组合，一个好

的文化创意产品一定要有文化和物质载体有机组合。对大学进行了细致的挖掘和梳理，在拥有了校园文

化资源之后，就需要对产品体系进行界定，也就是适用于该产品的环境。建立一个产品系统，传递价值

与生命的方法论是决定产品功能定位的最佳方法。通过建立产品系统，实现全校上下的共同目标，让校

园文化变得更加统一和系统，有各种产品实现差异化的功能定位，从而对产品进行更多的功能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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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ign analysis of camp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表 1. 校园文创产品设计分析 

序号 分类 图片 产品 符号 文化认同 

1 文具

类 

 

【浙大文创】一眼求

是园透明活页笔记

本 

建筑， 
校园环境 

通过将浙江大学的建筑以及校园环境用插

画的方式呈现，能够引起学生之间的文化认

同。 

2 文具

类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二校门金属烤漆

钥匙扣 
建筑 

通过将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建筑以立体

方式呈现并制作成金属钥匙扣，能够获得文

化认同感。 

3 文具

类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但不可太用

功”文件袋 
文字，建筑 通过特色的文字以及建筑的线描来引起同

学们的文化认同。 

4 文具

类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手账本 + 金属书

签二校门 
文字，建筑 同样通过文字来引起学生们的共鸣，以学校

特色建筑作为文化载体引起认同。 

5 
录取

通知

书 

 

南京艺术学院录取

通知书 建筑 以立体书的方式再现了学校的标志性建筑，

以此获得文化认同。 

6 
录取

通知

书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录取通知书 建筑，花卉 用中国风“嘉园”标志性建筑，以及校园内

四季的花卉来设计，引起学生的认同感。 

7 家具

类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二校门文化创意

木质小夜灯摆件
DIY 

建筑 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一标志性建筑制

作立体小夜灯，引起共鸣。 

8 家具

类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二校门八音盒 建筑 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一标志性建筑制

作立体八音盒，同样具有文化认同。 

9 首饰

类  

中央美术学院校徽

纪念品礼盒 学校标志 以学校的标志以及文字制作校徽，可以引起

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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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造高校校园文化创意产品品牌化：大学文化产品是大学文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要有载体，

要有媒体，与大学的校园文化相结合，以校园的创意生产为载体，学校协助，提高学校的品牌影响力。

校园文化是一种文化载体，大学校园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到位能对学校的精神文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能

够作为在高校中进行品牌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途径，这对于提高大学的社会影响，提高大学的品牌价值

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认同”理论，我们可以得出校园文化创意产品的社会价值取向：校园生活需要健康向上、富

有活力的校园文化氛围，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健康向上的学习氛围。 
通过设计校园文创产品可以将学生与大学生活连接起来，增强学生们对生活的感知，在校园内形成

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乐趣。 
同时，从社会价值取向方面来看，高校文化创意产品是一种特殊教育手段。 

5. 结论 

本文从认同理论的三个维度出发，对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从群体归属、群体

认同、文化身份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最后基于“认同”理论的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策略对高校校园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首先，校园文化创意产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对高校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具有

促进群体归属感的作用。 
其次，文章分析了“认同”理论下学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所体现的群体归属与文化身份两个方面。 
最后，基于“认同”理论及校园历史底蕴与当代审美需求为基础提出了校园文创设计中的四个建议： 
第一，结合传统元素，提炼现代审美特征。 
第二，结合地域特色和历史沉淀进行文化创意设计。 
第三，以学校为基础，体现了学校发展特点与历史韵味。具有较强的独特性。是一所大学最有价值

的地方，更是学生们的“精神家园”。 
第四，“认同”理论下，从社会价值取向方面出发结合当前校园生活环境来进行高校文创设计，从

而体现了高校对学生群体以及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及引导作用，使社会得以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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