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设计分析报告

文化创意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将红色文化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办好能体现湖湘文化的职业设计教育，校企共同开展具有湖湘文化特

色毕业设计作品展。向学校师生展示艺术设计专业和广告设计专业的

展示设计教学成果，重温红色历史，弘扬经典湖湘红色历史文化。

一、毕业设计过程回顾

自 2023 年 9 月起，2024 届艺术设计专业的学子们便踏上了一段

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创意设计征程。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态度，

投身于这场历时数月的学术盛宴之中，其规模之宏大，意义之深远。

艺术设计专业的设计作品的设计内容应围绕时代主旋律，凸显三

高四新、乡村振兴、服务“三农”、服务“双高”服务“三湘”（湘

菜、湘旅、湘商）。艺术设计专业选题范围包括 1、住宅空间设计，

2、展示空间设计，3、餐饮空间设计，4、休闲娱乐空间设计 5、办

公空间设计，6、商业空间设计，7、酒店空间设计等。

毕业设计工作伊始，便面临重重挑战与难得机遇。学生们不再拘

泥于传统思维束缚，而是勇敢探寻未知领域，将视角延伸至社会热点、

科技前沿、文化传承等多元维度。在选题工作落定后，学生们又迎来

了开题报告的重要时刻。他们满怀激情地阐述设计理念、创新亮点及

预期成果，与导师和同行们展开深入的思维交锋。导师们则凭借丰富

的经验与敏锐的洞察力，为学生们提供中肯的建议和指导，助力他们

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明确研究方向。



进入设计阶段，学生们更是全身心投入，全力以赴。他们忙碌于

图书馆、网络资源库之间，广泛汲取灵感，不断激发创作灵感。同时，

他们还积极运用现代设计软件与技术手段，将脑海中的创意付诸实践。

从草图绘制到三维模型构建，从色彩搭配到材质选用，每一个环节他

们都力求尽善尽美，努力在细节中彰显个性与特色。

2023 年 11 月，2024 届毕业设计布展环节为这场毕业设计之旅增

添了更多亮点。学生们精心策划展位布局，巧妙运用灯光、音乐等元

素营造氛围，力求将作品以最佳状态呈现给观众。展览现场熙熙攘攘，

观众们纷纷驻足欣赏这些充满创意与智慧的艺术作品，不时发出由衷

的赞叹。

回首整个毕业设计历程，从选题到开题、从设计到制作、从布展

到答辩，每一个环节都见证了学生们的辛勤付出与智慧结晶。他们以

实际行动践行“创新、实践、合作、分享”的艺术设计精神，为未来

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选题分析

本次毕业设计的选题丰富多样，广泛涵盖了办公空间、酒店设计、

餐饮空间设计、展厅设计、博物馆设计、家居设计等设计领域的多个

方面。学生们依据个人兴趣与职业发展规划，同时紧密结合市场需求

与社会热点，精心挑选了既具挑战性又富有创新性的选题进行深入探

索。

无论是展示设计、餐饮空间设计还是室内设计，都充分展示了学

生们敏锐的创新思维与深切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彰显了文化创意学院



紧跟时代潮流、注重实践应用的先进教学理念。

（一）展示设计方向

在展示设计方向，有学生巧妙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作为设计主题，通过对非遗传统元素的现代化诠释与演绎，创作出既

蕴含深厚文化底蕴又不失现代时尚感的杰出作品；而在博物馆展厅设

计方面，则有学生独具慧眼地聚焦于“红色”“中国元素”等主题，

这些毕业设计选题不仅充分展示了学生们敏锐的创新思维与深切的

人文关怀，也彰显了文化创意学院紧跟时代潮流、注重实践应用的先

进教学理念。

（二）室内设计方向

在室内设计方向，学生们同样展现出了独特的创造力与对传统文

化的深刻理解。他们巧妙地运用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打

造出既具有历史韵味又不失现代舒适感的居住空间。从古典家具的现

代化改造，到传统图案与现代材质的融合运用，每一件作品都透露出

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同时也展现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

这些毕业设计不仅体现了学生们在室内设计领域的专业素养，更彰显

了文化创意学院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的坚定信念。

三、成绩分析与存在的问题

经过严格的评审与答辩，本次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得到了显著提

升，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成绩分布来看，虽然大部分学

生的作品达到了合格及以上水平，但高分段作品比例相对较低，反映

出学生在创意深度、技术实现及作品表现力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毕业设计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

1.创意不佳：部分学生在选题与设计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导致

作品创意相似度较高，难以脱颖而出。

2.软件短板：部分学生在技术实现上遇到瓶颈，如软件

（cad\3dmax 等）操作不够熟练、材料运用不当等，影响了作品的最

终效果。

3.市场调研不足：少数学生忽视了对市场的深入调研，导致作品

与实际需求脱节，缺乏市场竞争力。

4.文字功底不强：少数学生在撰写毕业设计的过程中，不注意文

字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常常出现错别字、语法错误和表达不清的

问题。这反映出他们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对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

不够重视，缺乏足够的练习和锻炼。

四、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1.加强创新思维培养：通过增设创新课程、举办创意设计竞赛等

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鼓励学生敢于突破常规、勇于尝试新事

物。

2.提升软件操作教学能力：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引入更多先进的设计软件与工具，提升学生的技术操作能力。同时，

定期组织技术交流会与分享会，促进学生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3.强化设计的落地性：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市场调研

能力的培训与指导，引导学生关注市场动态与消费者需求，确保作品



能够贴近实际、服务社会。

4.加强文字功底训练：文字功底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字表达的能力

范畴，它实际上是思维逻辑、文化素养以及情感表达等多方面能力的

集中展现。在未来的课程教学中，我们应对学生的课程作业进行更为

严谨的审核，以此来鞭策他们深刻认识到文字表达能力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