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毕业设计课程总结与回顾 1

高职高专传媒艺术毕业设计指导丛书

视觉传达专业毕业设计指导

主  编：俞  明  罗  玥

副主编：王丹丹  肖必莉  唐  倩  郑  桃  邝家瑞  毛琬月

参  编：肖  洒  陈行亮  庞海洋  谢  恋  杨智慧

Shijue Chuanda Zhuanye Biye Sheji  Zhidao



视 觉传 达专业毕业设 计指导2

视觉传达专业毕业设计指导

主     编   俞  明  罗  玥

策划编辑    张菱芷  蹇  佳

责任编辑：李桂英                 版式设计：黄俊棚

                        责任校对：任卓惠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  字数： 160千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622-1  定价：6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传达专业毕业设计指导 / 俞明，罗玥主编.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3

    （高职高专传媒艺术毕业设计指导丛书）

    ISBN 978-7-5624-7622-1 

  Ⅰ.①视… Ⅱ.①俞 …②罗 … Ⅲ.①视觉设计—毕
业实践—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参考资料 Ⅳ.①J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6702号

高职高专传媒艺术毕业设计指导丛书



第一部分  毕业设计课程总结与回顾 3

主　任：郭  庆

副主任：李国渝、周志钢

成　员：江  涛、吴海东、卢跃生、陈  丹、 张万仪

编审委员会

校企合作学术委员会

谢维娅：重庆市九龙坡区创意产业发展处

肖能定：重庆市建筑装饰协会

刘小楣：重庆市建筑装饰协会

申明远：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夏万爽：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周宗凯：四川美术学院影视动画学院、重庆动画协会

黄　耘：四川美术学院建筑艺术系

孙俊桥：重庆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

向海涛：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李　俭：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文　红：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美术系

符宗荣：南方翻译学院艺术学院

刘怀敏：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杜良文：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

苏大椿：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

文  渝：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

周瑞元：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方志明：重庆博特建筑有限公司

张志强：重庆巨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张润清：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一所

庞海洋：重庆根号二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吴永卿：重庆鹏飞科技有限公司



视 觉传 达专业毕业设 计指导4

这不是鲜花的海洋，但我们分明嗅到了芬芳的花香，这不是大

师的杰作，但我们的确感觉到了师生们在艺术创新中绽放出最真切

的活力。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于高职毕业设计的教学研究

渐次展开。一些成果正在显现，一些命题正在延展。而此套丛书的出

版，正是我们对高职传媒艺术教育毕业设计教学研究探索的成果。

曾几何时，我们在千头万绪的高职教育实践活动中寻觅，在浩

如烟海的教育文献中求索，矢志找到破解高职毕业设计教学难题的

钥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视界最终聚合在三个问题上：一是

高职教育的现代化。高职教育从自身的特点出发，需要在教育观念、

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和

创新，才能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同步发展；二是创意产业的发展和高

职艺术教育的创新。创意产业作为文化、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

凭借其独特的产业价值取向、广泛的覆盖领域和快速的成长方式，

被公认为 21 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从创意产业发展的视野，

谋划高职艺术设计和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才能实现跨越式

的发展；三是对高等职业教育本质的审思，即从“高等” “职业” “教

育”三个关键词入手，高等职业教育必须为学生的职业岗位能力和

序  

言

在艺术创新中绽放活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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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发展奠基，必须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养成。

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开始了实践与理论的探索。师生们乘着我校作为

重庆市示范高职建设项目和国家骨干高职项目建设单位的春风，大力深化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化毕业设计教学改革，在传媒与艺术设计类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总体框架下，构建了“基于项目课程的艺术设计传媒类专业毕

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资源环境、教

学评价及教学管理改革于一体的综合改革。传媒与艺术设计类专业毕业设

计教学历经了多年的不懈创新与实践，在教学理念、教学理论、教学模式、

实施途径等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并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当我们贴近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时，扑面而来的是审美的惊喜和愉悦，

年轻的学子们用镜头和画面、用线条和色彩、用刻刀与笔触、用创意和灵

感点燃了创作的火花，在创新与传承中诠释着职业教育的魅力，以毕业设

计作品为自己的未来寻觅新的起点。

改革与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不断突破自我的表现。重庆广播电视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正踏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和重庆开放大学建设催人奋进

的节拍，还将努力在“转型”发展中不断开启高等教育更多未知领域，怀

着对大学理想与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在创造广大学生美好未来中，创造

高职教育事业的美好未来。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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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提高高职高专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

文件中明确了高职高专教育的培养目标为“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 , 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全面素质

和综合的职业能力。毕业设计既是高职高专艺术设计类专业教育中最

后一个教学环节 , 也是最主要的实践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将综合

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进行实践活动的尝试 , 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增强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可以说 , 

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毕业设计课程是培养学生分析、处理和解决问题能

力的“实战演习”, 也是全面检查教学质量 , 检查“产品”是否合格的

必要程序。在注重“教、学、做”一体的高职教学方式探索中，如何

有效地整合我们有限的资源，找到适合高职教育特色、切实可行的路径，

便是摆在我们面前尤其重要且必要的一个课题。

实践性是视觉设计乃至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的本质性要求，人才

市场对设计类专业具有快速成材的迫切要求，教学规律要求对课程作

精心策划，如何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是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但是，传统的毕业设计实践环节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的综合性不足，

使毕业设计失去了让学生进行岗前锻炼的特定功能。随着高校的扩招

和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传统的毕业设

计教学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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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需求的强烈影响，面对视觉设计类专业教学的实践性

要求，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和探索：高职学校毕业设计教学的方

向究竟应该怎样把握？如何培养学生新的设计理念与实践能力进行

系列探索改革，以期教学的效果跟上时代的发展，符合社会需求？

如何在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毕业设计教学有效地加强学

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以满足社会需要？随着高职高专院校教学改革

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毕业设计的教学研究与改革已成为高教改革

的重要课题。基于毕业设计教学和高职教育特点以及目标，本项目

意在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对现有

的毕业设计教学制定系列改革方案并进行实践探索，以培养出适应

社会需求的、满足生产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编   者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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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总结与回顾
第一部分 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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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简介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传媒艺术学院，在 2004 年开设

的装潢艺术设计专业基础上进行专业转型升级，于 2007

年新增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本专业依托“重庆示范

性高职院校”“全国骨干高职院校”影视动画重点专业

群的建设，通过与行业和企业合作，体现岗位技能要求，

促进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建立围绕艺术设计、影视

制作项目展开的“能力递进”模块化课程体系，并深入

开展项目驱动教学的课程改革。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逐年

提升，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在重庆市 2012 年市属高

校（高职）专业竞争力调查中排名第一。近年来，本专

业招生规模稳步增长，现有在校学生 405 人，学生双证

获取率 100%，初次就业率 98%，专升本录取率 100%。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每年都在省市级及国家

级设计比赛中获奖。在历届全国高职高专艺术设计专业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中，视觉设计类获金奖 1 个、银奖

2 个、铜奖 2 个、优秀奖 2 个、数字媒体类铜奖 1 个。

在历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获重庆赛区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12 个、优秀奖 15 个、全国

赛区二等奖 1 个、三等奖 5 个、优秀奖 16 个。在历届

时报金犊奖全球华文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中，获优选奖

2 个，入围奖 12 个。学院有 4 名教师获全国高职高专艺

术类毕业设计优秀指导教师奖，4 名教师获全国大学生

广告艺术大赛优秀教师奖，2 名教师获时报金犊奖全球

华文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3 名教师获

“我的父亲母亲——关爱老人、关注记忆” 海报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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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指导教师奖等。

目前，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团队

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开发完成院级精品课程 2

门、教改课程 1 门 , 主持或参与市级课题 3 项，

院级课题 6 项，发表论文 40 余篇，已出版教

材《版式设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课

题《高职艺术设计传媒类毕业设计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荣获第四届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成

果一等奖。

为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在学校大力倡导

“发挥专业优势，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以创

业带动就业”的指导思想下，整体推进大学生

自主创业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依托九龙文化创

意产业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集教学、培训、技

能鉴定、技术研发、职业素质培养为一体的理

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实训室。本专业有校内

实验实训室 2 间，已创办创意工作室 2 个，其

中 2010 年由教师指导学生创办的重庆根号二

品牌设计有限公司作为九龙坡区创意产业企

业的排头兵，在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产品设

计研发、项目引进工学结合等方面取得了重

大成绩，受到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市人大、

市工商局的关注，有效地推动了学院创意产业

的发展。

视觉艺术设计专业在人才培养改革与探索

中坚持以职业岗位为本体，针对视觉传达艺术

设计专业特色，重点突出广告设计与制作、网

络动画与网页设计制作（Flash）、视频后期处

理、多媒体设计与展示的培养，使之更加适应

当前设计行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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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设计课程改革历史沿革

第一阶段 (2007—2008)：探索、调整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是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综合设

计能力及其实践为目标。在近几年中，我们不断地认识

到了毕业设计课程的教学是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三年教学

中最关键，因为可以系统整合以前所学课程，还可以全

面培养学生综合设计素质能力。高职院校的设计专业课

时短，学生的文化素质差，如果不充分利用毕业设计课

程对学生进行强化综合训练，那么就是为社会、为企业

培养了一些不合格的毕业生，这对社会和企业，甚至包

括学生，都是一种极其不负责的教学行为。

因此，我们应该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重新对毕业

设计教学环节进行整合设计，改变毕业设计课程的教学

观念。

第二阶段 (2009—2010)：初见成效，课程

体系结构雏形确立

在此阶段，课程组加强进行毕业设计课程教学改革。

以项目实战经验为学习目标，能实施“任务驱动”“项

目导入”的企业化运作模式，满足课程生产性实训或仿

真实训的需要，设备、设施利用率高。按照现代设计公

司业务专案管理，按学生配比划分专案小组，推举一

人为负责人（即业务主管），每人有所侧重，所有项目

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由负责人统筹安排。学生组成客户

服务团队，按职业操作规则要求学生，直接体验企业的

现代业务运作模式，反映了教师和学生角色内涵的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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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构建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学生在小

组中彼此分享各人的意见和独到的见解，共同

研讨、解决问题，通过“小组攻关法”加强学

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交流沟通能力，使学生体

会职业岗位要求的特殊性、具体性。充分体现 

“教学设计与项目任务相融合”,“教、学、做”

一体化的生产、服务现场教学场景。

第三阶段 (2011—2012)：结合市场，

课程体系结构基本成熟

课程教学团队结合地方实际根据顶层设计

理念 , 从知识技能培养的连贯性，毕业设计教

学环节的综合性出发，采用全培养周期系统设

计策略，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

资源环境、教学评价及教学管理进行了一系列

综合改革实践。

根据培养目标，以学生为本位，以能力为

核心，对课程教学进行整体优化，加强实践教

学。建立了校内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接触实际

工程搭建了高起点的平台，学生可以在这里零

距离地了解工作岗位，构建了“基于职业岗位

与就业导向”的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设

计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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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毕业设计课程模式改革与实践

毕业设计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

指导下 , 根据教育目标和任务 , 对毕业设计教学内容和

教育活动的方法、手段等各种因素进行优化组织、最佳

设计所形成的相对稳定而又系统化、简约化的教学模式。

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从艺术设计类专业培养目标出

发，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项目课程理论等，确立

“培养学生所学专业及岗位需求的职业能力为核心”的

教学指导思想，构建了基于项目课程的高职教育艺术设

计类专业毕业设计教学模式。

这个模式分三个层次 :

上层 , 即指导层，指学习理论的指导。 

中层 , 即核心层和教学活动层。核心层包括毕业设

计课程内容体系及序化、教学过程、教学交互和教学

评价。

底层 , 即基础层和支撑层。基础层包括校企合作和

实训基地的支撑、教学管理等，是教学模式实施的保障。

（一）基于“职业岗位与就业导向”的毕业设计

教学理念

面对社会需求和课程教学的实践性要求，基于视觉

传达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设计课程和高职教育特点以及目

标，通过教学有效地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对现有

的课程教学制定系列改革方案并进行探索与实践。总结

一套行之有效的、以强化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

教学实施方案；在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视觉

传达艺术设计课程教学模式和课程教学体系，并加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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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运用。探索高等职业教育艺术设计和传媒类

毕业设计多元化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设计务实综合能力，达到人才培养与市场

需求的最佳结合，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

通过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在视觉传达艺

术设计专业课程中开发具有高职特色的毕业设

计实践教学平台；探索和形成视觉传达艺术设

计专业毕业设计多元化教学模式，促进学生设

计务实能力与创新能力双向发展。

建立基于“职业岗位与就业导向”的毕业

设计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平台的方法与途径。

以毕业设计促进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与校企

合作一体化过程中具体环节的实施途径。

切实增强高职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学生

的职业技能，提升学生就业竞争能力，使社会

需求、教学体系、学生技能达到统一。

（二）基于“职业岗位与就业导向”的

毕业设计教学模式

在“高职艺术类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下，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构建了基于“职业岗位

与就业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

项目课程 1——毕业设计策划。学生在第

四学期暑假，以个人或小组形式，根据毕业设

计选题范围，在老师的指导下，构思、确立毕

业设计主题。根据不同类型设计主题，把控整

个设计流程，进行多角度分析、调研，大量收

集相关资料，最后形成完整的策划案。    

项目课程 2——毕业设计执行。大量绘制

与

基于“职业岗位与就业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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