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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多方位为人服务的，是有针对性的、有条件地满足广大民众的

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活动。因此，教育培养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和综合

实践

能力的设计专门人才是我们服务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光荣而艰巨的

任务。教学、科研是高等艺术院校的核心任务，加强教学研究、实践研究

和理论研究是提高设计工作者学术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

为了更有力地推进设计学的蓬勃发展，为了更有效地发挥设计为社会

服务的功能作用，为了更直接地提高设计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经过多方

努力，我们筹办了《设计学研究》。《设计学研究》为大家提供一个研究

和交流的平台，使设计工作者在教育教学中、在设计实践中、在理论讨论

中的所想所做的文字和作品更多一些机会见诸于版面。以实现共同研讨、

共同提高，最终实现共同推进设计学发展的目标与作用。

《设计学研究》是在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天津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和

天津美术学院的指导下，由天津包装技术协会设计委员会、天津美术家协

会设计艺委会主办的。宗旨是普及与提高设计教学、设计实践和设计理论

研究，为高校的设计教学与研究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设计学研究》拟暂设四个专栏，如“教学经纬”（基础教学研究；

专业教学研究；教学理论研究；艺术院校先进教学理念、特色介绍；教学

管理研究等）、“设计纵横”（设计实践研究等；设计基础理论研究；设

计专业理论研究；设计管理理论研究；设计批评与争鸣等）、“学子论坛”

（研究生学术论文等）、“名家风范”（设计名家介绍；设计作品刊介等）。

《设计学研究》将根据教学、科研等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增

减若干专栏，适时推出新的专栏。

《设计学研究》的服务对象是广大艺术院校的师生。我们将广泛征求

跟兄弟院校专家、同仁的意见，改进栏目与刊载内容，努力提高水平与质

量，努力维护《设计学研究》的信誉，搭建好这个研究和交流的平台。

《设计学研究》是学术百花园中初次绽放的新花，希望能在各个兄弟

院校和本校师生的支持、关心、呵护下逐渐成长，能在大家的辛勤耕耘中，

办出特色、办出风格，为万紫千红的设计大花园增添一色秀美！

《设计学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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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吉祥物、宣传画设计一等奖并被采用，“第

六届东亚运动会”吉祥物设计一等奖并被采用，“34 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会徽一等奖，

招贴画《国难兴邦》十一届全国美展优秀奖暨首届中国美术创作奖，水彩画《变奏》

十一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提名奖，艺术设计《第六届东亚运动会视觉设计》十二届全国

美展优秀作品提名奖。

         先后获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天津展区金奖、2005 中国设计之星最佳设计

奖，2011 中国设计之星最佳设计奖 , 华北设计大赛银奖，天津设计艺术优秀作品展最佳

设计奖等奖项。先后设计并发行《海南博鳌》、《海外中华情》、《2002 年世界杯足球

赛》、《沙漠植物》、《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中国》、《二滩水电站》、《国际老年人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运动会》、《社会发展·共创未来》等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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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交通工具 吉祥物应用 吉祥物

吉祥物应用 场馆 1 场馆 2

场馆 3 场馆 4 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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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 海报 海报 -运动

邮资 b 邮资 c

邮资 d 邮资 e 邮资 f

邮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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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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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2002 年世界杯足球赛
   《2002 年世界杯足球赛》纪念邮票一套两枚。分为两个主月，一是新起点，而是团

结拼搏，面值分别为 80 分和 2 元。这是我国首次发行的圆形异形邮票，香港、澳门、

大陆两岸三地分别发行圆形异形邮票小全张是我国邮政史上的第一。

    新的起点：以大力开球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富于动感的彩条、绿色草地、足球及中

国队队旗五个视觉元素，组合起来实现本枚邮票设计之主题，表明本设计之四意义、视

觉品位、文化内涵。团结拼搏：以中国足球运动员与国外运动员拼抢的动作、足球、富

于动感的彩条、绿色草地及中国队队旗五个视觉元素，组合去实现本枚邮票设计之主题。

票面采用两运动员奋力拼抢的动作，以反映出中国队在赛场上团结一心、奋力拼搏的场

景。一方面增强了比赛的激烈程度，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了中国足球队的英姿。在设计表

现形式与手法上，力图展示中国足球的风采。给国人以触摸世界杯的感觉。与此同时，

在表现手法上又结合了象征的表现形式，使主题的表现更趋于完整和丰富。足球、绿地、

彩条及背景观众均采用动感模糊的表现手法，增强了画面的动感与层次感。以表现出足

球运动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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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
—2012 壬辰年生肖

邮票—海南博鳌

邮票—海外中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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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亚太经合组织 2001 年会议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



名师风范 / 设计学研究 /  013

唐
国
树 

1
9
5
6

年8

月
生
于
天
津

1
9
8
2

年
毕
业
于
天
津
美
术
学
院
，

现
任
天
津
美
术
学
院
工
艺
美
术
系
教

授
、
硕
士
研
究
生
导
师

中
国
雕
塑
学
会
会
员
、
中
国
雕
塑
专

业
委
员
会
会
员
、
中
国
金
属
专
业
艺

委
会
常
务
理
事

发表论文

《在“边缘”生存》 北方美术 2000 年第 4 期 CN12-5027/J

《雕塑的形体与空间》设计教育教学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ISBN 7-5305-2905-6J.2905

《在变革中求生存  在探索中谋发展》北方美术 2005 年第 3 期 CN12-1287/G4

《继承与发展——谈金属材料与工艺》艺术与设计文集  河北美术出版社 ISBN7-5310-

2732-1

《装饰艺术设计专业泥塑教学》 北方美术 2006 年专刊

发表作品

参展作品及获奖情况

《新的纪录》获天津美展优秀作品奖并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北京），中国

美协收藏

《怒潮》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               提名奖

《共建》获阿克苏情结——中国当代雕塑家作品展 优秀作品奖

《梦》获第二届中国（国际）雕刻大赛           银奖      

《新纪录》获新北京 新奥运中国体育雕塑作品展  公众艺术奖 中国体育博物馆收藏

《春之舞》第十届全国美展天津展区               铜奖        

《明珠》参加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成就展           

《童年》08 奥运景观雕塑方案                             

雕塑作品《空》                           《艺术家》

雕塑作品《盼》                           《艺术家》

雕塑《欢乐》《梦》                     《北方美术》

雕塑《奉献》《永恒》《鲁迅》      《北方美术》

雕塑《爱心》                              《天津美术学院教师作品集》

雕塑《新的纪录》                        《新北京 - 新奥运雕塑作品集》

雕塑《春韵》《梦》等作品               美术研究杂志收编《中国当代雕塑家图录》

《友谊·交流》城市雕塑方案                                 

《欢乐》中国当代雕塑家作品展                              

《红飘带》第三届全国城市作品展 北京                

《欢乐》《友谊·交流》入选深圳市雕塑工程方案作品展

另有多件公共艺术雕塑作品相继被河北、山东、辽宁、天津等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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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德技术学院 《共创》新疆阿克苏 《新的纪录》唐国树 1994 年 仿铜

《刘茀祺》天津水趣园 《怒潮》天津义和团纪念馆 《思源》天津引滦工程纪念馆

《奉献》 天津天塔街 《哈荔田》天津中医药大学 《品》山东武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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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欢乐》2013 年雕塑 天津津南区人口文化园 《杨柳青青》 天津西青区

《永恒》天津 《茅以升》天津科技馆 《礼、廉》

《百年水史》浮雕天津水趣园 《春之舞》

《民族魂》 河北省义和团纪念馆

《茅以升》河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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