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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新时期设计学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on Training Strategy of Design Talents in the New Era

胡劲峰　冯白帆　Hu Jinfeng　Feng Baifan

摘要：目前，我国的发展战略以强国为主

线，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发生了相对应的转变，高

校设计学对人才培养策略亟需革新。本文以设计

学多维度融合的学科特质作为切入点，依据国家

提出的“守正创新”的人才培养思路，本文对相

应的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梳理。对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集中讨论：首先从国家“供

给侧改革”理念对人才培养新要求入手，结合

“四新”理念分析了设计学人才培养的新变化。

其次从恪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入手，梳理了课

程思政在设计学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融合模式。最

终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目标，从树立文化

自信、数据增效改良、实践培优增强核心竞争力

等方面对当下的人才的培养变革模式进行了分析

和梳理，以期为新时期设计学人才培养路径进行

一定的探索。

关键词：守正创新，新时期，设计学，人才

培养策略

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strategy focuse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and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talents has undergone a corresponding change. 

The university design school urgently needs to innovate the talent training strategy. This 

paper tak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design sci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ccording to the talent training idea of "keeping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proposed by 

the state, it researches and sorts out the correspond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starting from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training under the concept of "supply-side reform" in the 

count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four news" to analyze the new changes in 

the training of design talents. Secondly, starting from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abiding by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t sorts out the integration mod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training of design talents. In the end, with the core goal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orts out the current talent training and 

reform model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mproving data efficiency 

and improving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design 

talents in the new.

Keywords: keeping upright and innovative, new era, design discipline, talent training 

strategy

内涵。以沃尔夫林为代表的艺术风格学理论

家们，将各类艺术流派、思想、理念的出现

成因归纳为时代精神的表达和合乎时代背景

的文化阐述。与此同时，设计的服务对象多

为普通大众，其选择设计产品多建立在物质

与精神的双重需求——即实用与审美，设计

师的作品美学内涵及表达则来源于其文化修

养和艺术格调。

其次，设计与社会高度融合性。2015

年国际设计组织WDO对设计进行了重新定

义：设计是一种策略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应用

在产品、服务、系统等中的活动，其目的为

引领创新、促进商业发展和为人类提供更美

好的生活。这是一门协同创新技术、研究和

商业于一体进行创新活动的专业。所输出物

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有促进作用，为

了世界更加美好［4］。这一定义是将设计上

升为解决社会问题、改变生活质量的学科，

凸显其与社会的关联程度。

再次，设计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性。

近十五年里，教育部印发的各年度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布的设计学专业

名目更是显现出设计学的多学科交融性。其

一，学位授予的交叉性。艺术学在2011年

升级后，原有的“设计艺术学”则由二级学

科升级为“设计学”一级学科，并在教育部

“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2011）》的通知”中指出设计学硕士、

博士可以授予“艺术学、工学”学位［5］，

充分体现了其在人才培养高级阶段的定位与

其他艺术学学科的区别，体现其理工属性。

其二，学科本科新增专业与科技的融合。

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0）”和各年新增的专业目录中所显

示的特设专业中皆显现出设计学与科技的关

联，学科间的跨界融合，如：2016年新增

的“新媒体艺术专业130511T”“包装设

计专业130512T”，2021年增添的“珠宝

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130513TK”，都体

现出了艺术与科技的关联、学科间的跨界融

合态势。与此同时，艺术学下辖的各学科新

增的本科特设专业，如：艺术管理、影视技

术、跨媒体艺术等，更是呈现大量的学科交

叉的特征。

由此可见，设计学学科呈现出集艺术、

科学、人文、技术、社会等多重属性为一体

的特质。因此，设计学人才培养应按照其多

维度融合的特质进行升级完善，并以守正创

新的思路优化和整合出适应服务国家需求的

人才培养方向、模式及路径。

二、遵守学科特质，优化培养体系

设计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与国家经

济、文化、大众生活紧密联系。设计学自升

级为一级学科以来，随着国家发展的步伐，

加上自身专业特质和优势使其获得了巨大的

发展空间，并把握住学科发展机遇。随着国

务院《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纲要》

的出台，为今后的设计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新

方向，设计学如何再次把握良机获得发展空

间，应本着坚守多维度融合的发展趋势，以

人才培养服务国家供给侧改革、紧跟“四

新”学科建设为导向，优化各专业的人才培

养体系。

（一）“立足”服务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理念源于经济学，原

本适用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领域。2015

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

需求时，应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和效率［6］。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在于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

活性，即：劳动力符合社会需求，有效的人

才培养是实现劳动力素质提升的关键路径。

因此，设计学各专业的人才培养也应当注意

到整体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国家需求为

导向、行业变化为指针进行相应的调整。

精准化：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现阶段，

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设计学的人才培养

必须明确人才供给的类型，实现培养导向的

精准化，如：服务创新驱动战略的科技创新

型设计人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行业的实践

应用型设计人才、服务规划战略与理论的学

术研究型设计人才等，对人才培养导向实施

靶向分类，提速各专业人才培养。

特色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当前，人

民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消费结构

明显变化，追求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优质的

设计是满足和实现这一诉求的有效手段，因

此设计学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注重特

色化、个性化的引导，使设计作品特色化、

个性化。如：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鼓励学

生设计思维的创新性，提倡设计语言的个性

化、设计完成的高效化等，引导学生成为极

具设计风格的设计人才，服务社会、大众的

精神生活。

（二）紧跟“四新”建设

21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实力显著提

升，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为保持和加快国

家发展的速率，使人才培养供给与国情需求

相匹配，国务院、教育部推出了极具针对性

的“四新”学科建设：新工科、新文科、新

医科、新农科。2019年4月，多部门共同

发布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正式拉

开了“四新”学科建设的大幕，在“四新”

建设的各项文件中，显示出对人才培养的共

性要求：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紧缺人才的精

确培养。因此，设计学学科应贴合新形势下

“四新”学科建设要求去谋取发展空间，有

效提升各专业人才培养水平，符合时代的人

才诉求。“四新”学科以交融性、创新性、

跨界性、发展性等为建设和发展要求，而设

计学各专业可以此为标准，对其下属二级学

科专业的建设展开革新，细化各专业建设要

求和未来发展走势，调整人才培养思路。

厘清专业属性，调整课程体系结构。

“四新”的学科建设重交叉、重融合，而设

计学下属多个二级学科，各专业属性皆为多

学科交叉属性，课程体系可以其学科交叉的

组成关系，对课程结构和比例重新分配，调

整课程体系的内在结构关联。例：“以工为

主”的产品设计、服装设计与服饰等专业，

按照专业中“工与艺”的交叉关系对工科

类、艺术类的课程群重新划分，增加学科交

叉类课程的比重，打破学科壁垒，强化各学

科属性课程群串、并关联共用，突出专业属

性特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厘清专业特质，调整人才培养定位。

“四新”的学科建设提倡对紧缺专业的人才

培养，设计学各专业可依此对专业的人才培

养进行调整，分类定位。例：工艺美术专业

的人才培养以工艺传承型设计人才为主线，

着力于对中华传统造物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并对人才进行分类培养。一方面，注重对优

秀传统工艺的继承，加大校地合作力度，聘

请各级别工艺传承人作为主讲教员，增强对

“技”的掌握力度和精度，力促优秀设计人

才进入传统工艺的传承序列，提高传承概

率，减缓该类人才的紧缺现状；另一方面，

以“技”促推广，培养过程中对“技”的讲

授，了解和掌握其科学规律，助推传统工艺

近年来，为保持和加快我国综合国力

的发展速率，国务院、教育部出台了多项文

件，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指

示。早在国务院2015年第28号文《中国制

造2025》中明确指示：“坚持把人才作为

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

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加快培养制造业发

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

能人才”［1］，即人才的“专与精”，该文

更是被教育界视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

第一个行动纲领。2021年3月，国务院《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从国

家发展规划的角度对高校人才培养作出了学

科改革和调整的指令，其中第十三篇提出要

求：“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特色发

展引导机制，增强高校学科设置针对性，推

进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对各

学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方向，促

进各学科人才培养的革新进程。为响应和服

务国家的强国战略，教育部更是有针对性

地细化高校各学科建设要求及人才培养目

标，出台多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文件。例：

2017年6月《新工科指南》，强调工科与其

他学科间的跨界融合发展；2019年4月更是

与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多部门发文“六卓

越一拔尖计划2.0”，并成立了新工科、新

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工作组，清晰了

各学科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提速各学科的

建设；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

提出了现阶段文科建设与发展的目标。综合

上述国家印发的具体文件内容及精神，设计

学的人才培养应以应遵守学科规律，恪守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明晰人才培养方向，创

新人才培养策略，以此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对

人才的需求。

一、设计学的多维度融合特质

设计学作为一个介于哲学等人文科学

和工学等技术科学之间、具有创新引领价

值的新兴学科，呈现出极强的多维度融合

特质［3］。就此特质而言，笔者认为可从以

下层面进行讨论：

首先，设计的艺工共融性。设计本身

作为一门实用艺术，包含了技术与艺术两部

分。一，就设计的具体实施而言，纵观人类

设计的发展历程，不管是中西方各时期的艺

术品生成、建筑设计，还是当下信息时代的

设计产出，设计的最终完成皆离不开各类技

术的制造支撑、产出辅助。而XR（增强现

实、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的出现，更

是影响了设计的整体流程与方式。二，从设

计与人文关联度来看，设计是以实用为导

向，改善和提质人类的生活状态为目标，其

过程和最终完成更是呈现出所处时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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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弘扬和推广，提高其社会影响力，提高紧

缺人才的培养速率。

厘清专业优势，调整人才培养路径。

“四新”的学科建设目的是服务国家和社会

发展需求，设计学各专业可利用其自身优

势，贴合“四新”，调整人才培养路径，重

设人才培养方案。例：环境设计专业的人才

培养可贴合新文科、新农科的建设思路，立

足美丽中国建设、服务乡村振兴，使人才培

养契合地域发展，以“专业实操促人才成

长”作为人才的培养路径；另一方面，在助

力区域的经济和精神建设的同时，谋取专业

发展空间和机遇。

三、恪守立德树人，强化德育引领

就国务院、教育部印发和颁布的战略

和各项文件的内容而言，无论是国家发展战

略《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还

是推动各学科建设的《新工科指南》《新文

科建设宣言》，皆以坚持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设计学的人才培养应恪守立德

树人，引领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升级，利用

课程思政这一德育育人路径，革新课程思政

的育人思路，强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德育引

领，完善和守筑人才培养体系。

（一）课程思政“融贯”专业课程体系

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紧紧围绕国

家和区域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人

才培养目标，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

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7］。

为课程思政高度融入专业课程提出了全新的

思路和意见，可利用各课程专业体系特点、

课程群样态展开课程思政的串并式融入。

第一，利用各课程层次的递进关系“融

贯”课程思政。目前，课程思政在设计学各

专业课程体系中多以碎片化样态形式出现，

并未形成完整的串联主线，因此，各专业的

基础课程到核心课程皆可从课程目的、课程

内容加强与课程思政关联性，融入课堂教

学，利用课程间的层次递进关系形成完整的

课程思政主线。以产品设计、服装设计专业

为例，其课程可将中华优秀传统造物体系中

的设计元素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通过

溯源文脉传承关系，分析其单个设计元素的

发展过程及特征，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强

化民族自豪感和服务报效祖国的意识。

第二，利用各课程群间的相互支撑关系

“融贯”课程思政。各专业课程体系以专业

能力培养的阶段性目标建立模块化课程群，

并呈相互融汇、支撑、辅助关系。因此，可

利用课程群间的串并关系对学生的价值观引

领层面有效融贯。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为

例，其课程群可将弘扬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要目的，各课程群可按照核心价值

观中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进行

针对性融入，最终融汇于专业课程体系，实

现对学生的价值观引领，强化课程思政育人

功能，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防火墙。

（二）课程思政“融通”教师教学意识

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具体研究和实施

者，其教学意识决定教学效果。当前，国家

教育部、各省教育厅对课程思政进行全面实

施，颁布相关文件和政策，使高校设计学教

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有了显著提升，其教学

意识得到极大优化，但仍有少量教师以专业

的特殊性为由，简单应付了事。为健全人才

培养体系德育效能，可通过融通教师教学意

识来提高教师的育人水平。

第一，以课程思政专项教研项目、课

程的优先立项，融通教师的课程思政育人意

识。各高校内部可通过设立单独的设计艺术

类课程思政类专项教改项目、精品课程项目

且优先立项，项目的设置可按照各设计专业

的属性和特质进行定位，并细化到各专业具

体课程，且支持结项方式的多元化（如：论

文、软件、讲座等）激励教师主动研究课程

思政，拓展教学研究视域，使其积极融入课

程思政体系。

第二，以革新教师教学评价体系、职称

评定方法，融通教师课程思政的育人意识。

首先，各高校可在教师评教体系中设立课程

思政的单独模块，并由教学管理、同行、学

生进行评价，作为年度绩效、教学质量等各

类考评的重要依据；其次，在高校教师职称

评定方法中可对课程思政层面制定指标及量

化标准，并作为职称评定的单独环节；再

次，上述二者可相互融通，提高教师对课程

思政的重视程度，使教师真正做到专业知识

传授和课程思政的相互融合，使其成为专业

课程教学单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护守培养质量，应对时代变化

5G时代的来临，加快了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科技和

产业变革的刷新速率，衍生出大量的新型行

业、经济样态。时代变化之快，促使高等教

育改变培养思路，转换培养模式，合理运用

先进技术助力人才培养。设计学的人才培

养质量应立足时代变化，兼顾自身多属性特

征，提档升级培养模式。

（一）理论提质，立文化自信

全国政协委员朱乐耕教授认为“艺术

是一国文化的可视性表达形式……艺术总是

在为其他领域提供新的文化的表达形式，并

会转化成当代艺术设计。”［8］现下，设计

学的人才培养对艺术理论的关注较以往显著

提高，各类别设计展上的作品内容也呈现出

对文化的寻索和依赖趋势。设计学顺应新时

代的变化，就人才理论能力的培养进行提档

升级，使产出人才具备较强的人文素养。首

先，在加强原有的理论课程群的建设基础

上，配合各类别理论公共选修课程，如：美

术史、设计思潮、美学原理等，划破设计学

与其他艺术学的学科隔膜，提升人才的理论

知识储备。其次，通过高校现有的通识教育

体系、各类别的专业教学实践、比赛等方

式，全方位地学习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爱国情感，觉醒学生的民族血脉。再次，

在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中，要求学生利用撰写

设计说明完成作业，梳理和阐述其设计作品

的创意来源、设计理念、设计意图、制作过

程及实际完成情况，在完善其设计线性逻辑

关系的同时，提升其诠释设计作品的理论功

底。最后，课下践行“全方位”育人的理

念，完成对人才理论素养的提升，建立学生

的文化自信，促成其以文化促设计、以设计

弘扬和传播国家文化的设计思维，为文化强

国战略服务。

（二）数据增效，改学研思路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各类信息以数据

化的形式，多元化的传播路径呈现在大众面

前，对各类数据的获取、分析、处理易于过

往，给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设计学）的学

科研究给予了全新的思维，给人才培养带来

了全新的样式。设计学的课程教学在大数据

时代的支撑下，学生专业知识获得、专业展

示、就业的思路焕然一新，提高了人才培养

成型的效率。首先，专业知识获得多元化。

目前，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样式已从书本形式

转换为数字化形态，图书馆、博物馆的数字

化（如：上海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故宫博

物院“全景故宫”“数字文物库”等）方便

学生自主查阅各类知识的原始数据信息；各

类教科书的数字化、图片化（如：各类电子

书的售卖、借阅平台涵盖了几乎所有教科书

籍），而电子书、教材使学生加快了阅读速

率，拓宽了对专业知识选择的口径；专业知

识讲座的网络化，腾讯课堂等网络教学平台

的兴起使学生直接聆听业界大咖、前辈的知

识传授，此类传授皆为经验提纯、个人感悟

及心得体会，提速设计作品完成的能效；各

类专业制作视频的传播（如：设计制作全过

程类型的视频等）缩短了学习制作的时间，

规避了制作过程犯错的可能；由此可见，多

样化的知识获得渠道增快了成才的效率。其

次，设计作品展示的多维化。信息数据化，

不仅便捷了信息的存储和提取，更是给学生

提供了展示专业成果的平台。就设计专业而

言，个人专业能力的展示已不再是赛、展、

奖等传统的专业训练和展示形态，可传输至

各类数字平台进行呈现，随着关注度的增

加，增强学生对专业驾驭的信心和学习动

力，提速人才成长。再次，择业、就业模式

的转换。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出现，择

业、就业的概念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背

景下快速转换，毕业生会根据官方平台的发

布历史和实时数据进行选择，避免了就业选

择的盲目性，而网络求职，线上面试使学生

就职机遇更多；设计类学生则因作品多维度

的展示，使其就业、创业的成果概率提高，

人才培养效果受到更好的检验。

（三）技术赋能，强专业实操

2020年教育部的《新文科建设宣言》

中对艺术学科的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要求，

“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与专业深入融合”［9］。近十年来，设计学

课程体系中加强了课堂智能化、信息化的建

设力度，并取得阶段性收获，而如何将新技

术辅助人才培养，转换为专业实操能力，其

对应的培养模式亟需改良。一，信息技术提

高专业课程教学。就设计学各专业人才的专

业传授而言，现有的先进技术可满足改变教

学样态、打造数字教学环境，塑新固有设计

思维，强化人才的专业实操能力。例：XR

技术的应用，可打造虚拟的教学课堂，激发

学生对专业的学习热情，以虚拟的形式构建

整个设计过程，容错率极高，提升课程教学

效果，强化人才专业能力。二，信息技术促

进学生对科学规律的认知。高校在面临信息

时代新技术的升级速率较快的现实境遇时，

往往处于较高的教学投入跟不上技术革新速

度的尴尬境地。设计学各专业通常会遭遇此

类问题（如：3D打印技术的设备和材料升

级等），因此，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提倡在

已有硬件的基础上对某类型技术进行教学，

指导学生对其本质的学习、了解，借此获得

对技术升级发展规律的掌握，减弱该技术升

级后对设计的影响强度，提高专业实操能

力；另一方面，此举可促使学生重视对技术

规律、行业规则的理解，建立其在未来面对

新环境、新境遇等困难时的自信，助力人才

成长。

（四）实践培优，增核心竞争

鉴于当下科技发展和学科交叉融合的

发展趋势，传统的设计实践在表现样式、

生成方式、传播渠道等层面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形成了对复合型实践素养的设计人

才需求。设计学各专业应重视对人才实践

应变能力的培养，强化核心竞争能力。首

先，专业导师制，增强专业实践能力。当

下，各高校设计学专业大多实施专业导师

制，强调导师的全方位、全过程育人，要

求导师因材施教对学生专业实践能力进行

提升以及价值导向的引领。如：导师从个

人研究方向的选择到专业比赛的指导再到

毕业设计与就业的指导等，皆以提升学生

个人的专业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其次，

以赛代练，增强跨界实践能力。各专业人

才培养过程中，模糊专业边界，跨专业参

赛，实现对专业本质的主动拆解，提升专

业跨界的设计能力。如：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可参加动画类插画类比赛、广告类海

报比赛、传媒类摄影比赛等，提升学生对

视觉传达专业本体的理解，强化专业实践

的应对能力。再次，融入社会，增强设计

实战能力。通过大学生三下乡，青年筑梦

之旅等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和专业实习，参

与地方文化建设，拓宽专业实践视域，提

升专业实践能力。

综合以上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

的设计学人才培养，应本着守正创新的培养

思路，以服务国家强国战略为首要目标，一

方面主动应对时代和科技变化的伴生机遇，

优化培养导向，并按专业属性细化培养定

位，调整人才培养思路；另一方面强化德育

引领，革新培养模式，提升人才的专业实践

能力，为国家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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