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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系简介

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

系现有在校本科生近500人，专职教师

17人，兼职教师20余人，包含有“视

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

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共4个专业及

“摄影工作室”“模型工作室”“数码

图文工作室”“服装缝纫实验室”“服

装制版实验室”5个专业实验室，已建成

一个拥有高学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

团队与专业方向多样的艺术类系科。前

后参与完成了云南省社会哲学科重点课

题、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等

各类科研课题近10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全系教师编写全国高校艺术设

计“十二五”规划教材5部，其中，《构

成设计基础》被评为“云南省精品教

材”；“艺术设计基础教育创新教材编

写出版”项目获“云南民族大学第十二

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院设计系在办学之初便秉承云南

民族大学艺术学院“传承与发展民族

艺术”的特色教研思路，并发扬了文

化创意产业中开拓与创新的理念，力

求结合艺术设计的应用型学科优势，做

到产、学、研相结合的市场化效益，通

过物化的形式将云南民族艺术得以传承

与发展。我院设计系教师立足于“民族

艺术”的切入点，以研促教，设计系将

特色的科研思路渗入到民族性极强的特

色教学环节中。现开设有“云南民族图

案”“云南民族旅游产品设计”“云南

民族元素创意”“云南建筑装饰”等创

新性与时代感兼具的民族艺术特色课

程，将现代的设计原理和专业技术有效

地运用到了云南传统的民族民间工艺中

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年来，我

院设计系的教学活动凸显优势，在省

内外的各大专业赛事中也彰显特色，

学生作品获得国家级或省级奖项已达

50余件。

2013年6月，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

院设计系在云南省图书馆成功地举办了

“2009级毕业设计展及现场招聘会”，对

我校的民族特色办学理念与高水平教学

质量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与推广作用，并

且深受各企事业用人单位的广大好评。

时隔一年，200多名莘莘学子又即将告别

校园踏上工作岗位。为进一步贯彻我们

民族特色的教学思路，以云南丰富多彩

的民族文化作为设计主题，为2010级毕

业生出版《族·迹》主题毕业设计作品

集。这既是对多年来各位专业老师含辛

茹苦教书育人的回报，也是对云南民族

艺术超越式传承与创新的现代演绎。

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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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过四年的寒窗苦读，转眼又到2014届艺术学院环境设计专业毕业的季节。毕业季也是收获季，

本作品集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本作品集是对同学们学业的检验，凝聚着老师和同学们的心

智，是师生们共同为教与学精心策划打造的一份成果。

2014年是学校发展中不平凡的一年，学校吹响了“建设高水平民族大学”“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

设”和“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校”的号角，这三大任务已成为全校各族师生的共同目

标和共识。艺术学院环境设计专业在拟定今年毕业设计时，就紧扣学校的三大任务，结合学业，将民

族艺术的传承创新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以云南民族大学雨花校区为设计场地，围绕“民族筑景”

的主题，调动发挥师生的聪明才智，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可以说，作品集

的出版，是艺术学院师生响应学校号召，主动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果，同时也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保

护、传承与创新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

虽然有的作品不尽完善，甚至略显稚嫩，但从中仍然体现出了同学们良好的精神风貌，那就是充满

了不畏困难、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气概。我相信，这种民大学子的气概，必将成为同学们在今后人生

旅途中战胜一切困难、取得非凡成就必备的优秀品质。

相信自己，明天，母校将以你为荣。

2014年5月

杨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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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主  轴  区
002　书香镜道
006　至善明德
010　涅槃新生
012　文韵·族筑
014　道
016　格致楼＼弘道楼A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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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与其他学生、教师、艺术作品、书本及非常规

活动的即兴交流，校园规划的功能不仅仅是为教学活动提供物质环境，只

有当校园规划具备激发好奇心、促进随意交流谈话的特质时，它所营造的

校园氛围才具有真正最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内涵。”（《人性场所》）以营

造文化氛围为指导思想，创造最适学生学习、游戏的学习生活空间。

书香镜道

作　　者：蔡家涛　杨建伟　黄　丽

指导老师：欧阳磊

_
1.空间与概念；
2.人流与建筑关系分析；
3.分层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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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1.主入口景观带；
2.民族元素景观带；
3.9.剖面分析图；
4.5.6.7.主轴景观效果图；
8.广场景观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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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明德

作    者：黄张萍　李艳青

指导老师：韩光渝

正门景观设计

_

设计说明：

大学空间有很强的公

共性。本设计方案主要采用

民族与现代结合的方式进行

设计，提取少数民族文字元

素，以实用美观为核心的设

计理念为主，尽最大努力站

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设

计，有着较强人性化。本设

计能够缓解9月1日开学时

的部分压力，也增强了民族

大学的文化氛围。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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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1.区域定位分析；
2.交通用地分析；
3.功能分区、活动系统分析及景观结构；
4.植物系统；
5.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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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1.平面图与设计要点；2.3.4.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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