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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 1：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

授课章节：第二章 设计符号（4 课时）

（1）符号、设计符号的概念及特性

（2）符号的模型结构

（3）符号的分类

（4）案例解析：基于传统图形符号的家具设计

教学目的、要求：

1 了解设计符号的概念与特征

2 了解设计符号的类型（图像性符号、指示性符号、象征性符号）

3 掌握现代设计符号的运用方法

4 学会欣赏地域文化符号和分析其在设计中的运用，培养文化自信，树立创

新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职业道德

教学重点：

（1）设计符号的特点及分类

（2）现代设计符号的语法运用

教学难点：

（1）符号的二元一体模型和三元一体模型

（2）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性，不同类型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关联性

的差异

教学方法和手段：

1、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辅以板书讲解；

2、采用提问、案例分析、互动交流、设计练习及互评等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及过程

课程回顾：

问题导入：什么是产品语意设计？
总结：产品语意设计就是研究产品所要表达的各个层面的信息和意义，解决从产品
的实际功能到象征意义等各个层面的信息传达问题。

其中包括产品为何物（认知功能）、有何用途（使用功能的形象化）、如
何使用（使用方式的示意）、感受（审美、情感）、意味着什么（象征意义）等一
系列问题。

首先提出符号的概念，请同学各抒己见，可以通过举例来表达自己对符号的
认识，然后总结其概念和特性，以强化大家对概念的认知。符号的两元一体模型和
三元一体模型是本章的难点，主要是运用案例法，通过人形座椅的设计提出符号的
能指和所指的结构模型，能指即座椅的形式，这就是符号的形式，所指即座椅提供
的可以坐的功能方式，运用人体的造型象征亲切舒适，这是符号的意义，能指与所
指，形式和意义构成了符号的两元一体模型，所借鉴的人体元素即为指涉物，这就
是符号的三元一体模型。第三部分是符号的运用，从图像性符号、指示性符号、象
征性符号来分析其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性，最后通过基于中国传统元素的家具设计的
案例解析来加深大家的理解和认识。

1 相关概念

（1）导入提问：什么是符号？可以举例说明，并概括符号的特点。

（2）案例：我国古代的甲骨文、太极图、龙纹以及东巴文等都是一种符号形式。

（3）归纳： 设计符号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工材料构成的实体、空间或者代码，并通

过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体验为人所接受，通过知觉、记忆、思维活动而为人们

所识别、贮存和理解。

2 符号的模型结构

（1）案例导入

（2）归纳：符号二元一体的模型结构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表示成分（能指）

方面组成了表达方面，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则组成了内容方面。

备注：



（3）引申：在二元一体的模型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三元一体的模型结构分析。

3 符号的分类与运用

围绕图像性符号、指示性符号、象征性符号展开符号运用的分析

重点案例导入：贝聿铭在中国设计的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新馆

课堂讨论：贝聿铭的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运用了哪些

传统文化符号？表达了什么文化内涵？对我们的设计有何启示？

归纳：通过贝聿铭将民族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展开的建筑设计实例，来弘扬

贝老的爱国、爱家乡的情怀，以此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并学会运用民族文化符号

来展开设计创意。

小结：从地域文化符号层面、贝聿铭爱国爱家乡的精神价值层面和方法论层面逐层深入，

形成了由各种“符号”点到“文化”线，最后到“方法”面的融合，以课程思政为方法，提升

了学生的设计思维，同时也实现了价值塑造的目标。

作业布置：

分组（选择相同地域文化符号调研的同学为一组），围绕收集的图片资料展



开分析，试设计提取具有地域特色的典型符号，以草图的形式表现出来。

课后小结：

1 符号两元一体的模型结构较为简单，学生基本理解较好，但是三元一体的模型结
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指涉物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认知容易混淆，上课时候
的案例分析还要进一步加强。

2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代表性符号五花八门、各式各样，首先要学会从形式上

欣赏地域文化符号，在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的积累各种符

号的素材，提炼其典型特征，分析其能指与所指，借鉴优秀设计作品，培养传承和

创新民族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设计意识。

3 作业反馈：
（1）主要问题：侧重于平面图形图案的提取，表现较为简单。
（2）对于符号的典型性（代表江西、熟悉感）、表现性（抽象、概括、夸张等艺
术美感的体现）、完整性（不能仅局部、片面的提取，要结合整体特征来展开）研
究分析还有待加强。



教学案例 2：产品内涵性语意的表达

授课章节：第三章 产品的语意（8课时）

教学目的、要求：

教学目的：掌握产品语意的构成结构，及运用外延与内涵的关联性图表来

分析设计作品，学会运用关联性思维展开设计创意，提升设计的文化内涵。

要求：1、理解产品的语意所包含的外延性语意和内涵性语意；

2、掌握内涵性语意产生的机制；

3、掌握地域文化主题的语意分析方法，不仅在形式上认识、欣赏符

号，更重要的是理解文化的象征寓意和精神内涵，陶冶民族文化的道德情操，

掌握传承和创新民族区域文化的途径和方法。

教学重点：

1、外延性语意和内涵性语意；

2、语意分析的图表法。

教学难点：

（1）内涵性语意的层次性及其产生的机制

（2）产品语意传达的模式

教学方法和手段：

1、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辅以板书讲解；

2、采用提问、案例分析、互动交流、设计练习及互评等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及过程

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首先结合案例分析内涵性语义和外延性语义的概念与含义，然后再进一步分析内涵
性语意产生的机制，重点运用案例阐述基于形式的关联和基于意义的关联两种关联
方式。第二大部分人的生理、心理、行为、自然条件、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等方面
来分析语意有效传达所依赖的使用情境，主要采用案例法，结合案例，请同学来展
开分析，加深大家的理解和认识。最后总结概括语意传达的模式，编码解码的过程，
从外延性语意和内涵性语意上总结语意表达的方式。

1 外延性语意与内涵性语意

课程内容与框架

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来展开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所指代的内容

2 内涵性语意产生的机制

从形式上的关联到意义上的关联，列举上一章案例，围绕太极符号、回纹、汉字等

中国传统符号的借用，进一步展开图表化的语意分析，让学生更深入的理解产品外

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的关联性，通过对设计作品的语意解读来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表

达的认知，同时也实现思政教育的目标。

课堂案例分析：针对太极系列座椅、“回”椅、“交”椅等设计

案例，分析这些设计表达了什么内涵性语意？内涵性语意又是如

何产生的？

备注：



归纳：

通过案例从产品语意的构成上分析了产品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的概念及包含
的内容，难点是内涵性语意产生的机制，围绕上一讲的案例进一步分析了其语意设
计的外延与和内涵，深入剖析了传统文化主题的产品语意设计传达方式，通过对文
化内涵的解读，有助于学生不仅在形式上认识、欣赏符号，更重要的是理解文化的
象征寓意和精神内涵，陶冶民族文化的道德情操，掌握传承和创新民族区域文化的
途径和方法。

作业布置：

课堂讨论与练习：
1、如何理解地域文化语意？
2、根据你收集的江西地域文化符号，试分析其语意的外延性意义和内涵性意

义是什么？用图表法展开分析。

课外阅读：

《产品的语意》第三讲

课后小结：

本章节从产品语意的构成上分析了产品的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的概念及包含的内
容，难点是内涵性语意产生的机制，围绕上一讲的案例进一步分析了其语意设计的
外延与和内涵，深入剖析了传统文化主题的产品语意设计传达方式，通过对文化内
涵的解读，有助于学生不仅在形式上认识、欣赏符号，更重要的是理解文化的象征
寓意和精神内涵，陶冶民族文化的道德情操，掌握传承和创新民族区域文化的途径
和方法。



教学案例 3：江西地域文化的调研与再设计

授课章节：第四章 产品语意运用的方法及设计实践（16课时）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产品语意设计表达的修辞手法，掌握产品语意设计的流程并运用产品

语意设计理念完成江西地域文化语意的调研及再设计，并围绕地域文化主题的

调研和设计来了解乡土情、热爱和欣赏乡土情，以及剖析、传承和创新乡土情，

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1）产品语意设计的流程

（2）换喻、隐喻、讽喻等修辞手法在产品语意设计中的运用

教学难点：

各种修辞手法运用时，关联点的找寻方法

教学方法和手段：

1、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辅以板书讲解；

2、采用提问、案例分析、互动交流、设计练习及互评等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及过程

考试大作业：

《江西地域文化（符号）的调研与产品语意的再设计》

1、前期作业：江西地域文化背景下**文化（符号）的研究报告（PPT 形式），选择
某一典型性的、可以代表江西的符号，展开地域特征文化符号（如青花瓷、赣傩、
围屋、马头墙、“英雄城”文化符号、书院文化等）的调研，深入研究该符号产生
的背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符号的特点（如形态、色彩、
材质、结构等等）及该地域文化符号的内涵（指代的作用、象征的寓意等），最后
要求总结和提炼出该符号的典型形式特征及内涵语意。

2、后期作业：要求在继承该地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开发具有能够体现特定产品
语意(包含产品的功能语意和符号的象征语意）的新产品（包括设计草图、建模及
排版）。

教学过程：

课前：布置学生收集相关资料，展开设计调研，完成调研报告。

备注：



课中：学生轮流上台做 PPT 报告，报告结束后有同学点评、老师点

评。

课堂报告结束后，学生围绕主题运用思维导图展开地域文化符号的分析，提取关键词，展开设

计创意，用设计草图将创意表现出来。



课后：完成电脑建模、渲染、排版。



作业情况总结：

考试作业的运用性很强，大部分同学都能较为认真的完成，调研 PPT 的效果很好，图文并茂地

展现了江西地域文化的特色，设计的创新性较好。在实践调查研究和设计过程中提升了学生的文化

素养，通过课程思政教育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激发了他们的爱乡之情，促进了专业课知

识和能力的培养。

但是对于形式如何表现功能、传达功能的这个新的设计理念部分同学在设计中还是未能深刻体

会和运用，部分学生的设计还局限于符号形式的表现，而缺乏功能语意的关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