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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企业对高校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提出导师可以从善于发现、善于激发和善于疏导三个方面来提高学生的

创新意识，以应对企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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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对创

新和创造型人才的需求已极为迫切，要求高校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创造能力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面对这种要求，就高校艺术硕士设计专

业人才培养而言，如何积极应对，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

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方方面面，限于篇幅，在这里，笔者主要谈谈导师在指导艺术硕

士设计专业学生开展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的过程中，如何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创新意识，以适应未来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1 当前高校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存在的问题 

1.1 及时发现学生的创新意识不足 

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能够发现，有的导师在指导艺术硕士设计专

业学生开展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的过程中，不善于及时发现和捕捉学生

的创新意识火花，他们或由于指导的研究生太多，如有的学校 1 位导师

指导的在读研究生数量达到 15 人，再加上繁重的科研和本科教学任务，

精力上完全不够，于是，就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没有精力去了解和发现学生在开展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过程中闪现出来

的创新点；有的导师由于个人艺术理论素养、技术水平等有限，又想树

立个人学术权威，怕丢面子，对研究生批评的多，肯定的少，如，要么

批评学生的作业太潦草、用词不恰当，要么批评学生的设计作品缺乏新

意、老套创新不足，而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导师又拿不出有效可行

的意见和办法来，更不要谈发现学生在开展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过程中

闪现出来的创新意识火花，等等。 

1.2 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不够 

在指导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开展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的导师对如何有效激发出学生的创新意识重视不够、办法

不多，具体表现在：一是有的导师由于自身缺乏强烈的问题意识，于是

就对学生在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过程中闪现出来的创新火花觉查不到，

或者觉查到了却视而不见，不愿提醒或不会提醒。二是有的导师由于自

己也习惯于唯传统、唯书本、唯所谓的学术大咖，缺乏质疑意识，如自

己设计出来的一件产品，处处都要讲究出处与来源，生怕不正宗，学术

上随大流，设计上东拼西凑，少有自己的见解和艺术语言。在这种惯性

思维的影响下，于是就完全忽略了对学生质疑意识的培养，也不知道如

何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三是有的导师怕学生天马行空浪费时间，很少鼓

励学生做标新立异的学术思考，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不同的

观点去分析思考同一个内容，努力多做“一题多解”，不断开阔思路，以

此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1.3 积极疏导学生的创新意识不强 

在艺术硕士设计专业教学中，我们发现，有的导师对学生开展理论

研究和艺术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积极有效的疏导，具体表现在：

一是有的导师或由于工作太忙，或专业不对口，或不太负责任，平日里

对学生关心指导较少，很少主动帮助学生分析他们在理论研究和艺术设

计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惑和问题。二是有的导师图省事、怕麻烦，习惯

于传统的填鸭蛋教学方法，采取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方法少，不太善于

引导学生做独立的思考，激发学生的艺术设计激情。三是有的导师比较

年轻，指导学生缺乏经验，如毕业设计的选题范围太大，学生做到一半

进行不下去影响到毕业。 

2 提高高校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创新意识的对策 

2.1 犀利敏捷：善于发现学生的创新意识 

所谓创新意识，是人们对创新与创新的价值性、重要性的一种认识

水平、认识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待创新的态度，并以这种态度来规范

和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向的一种稳定的精神态势。没有创新意识的人难以

产生创造思维、掌握创造方法和获得创造成果。学生创新意识培养是指

培养学生能够独立自主思考、灵活综合的利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

术，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意识，

是一种新的先进的教育价值取向。 

创新意识是创造的前提和关键。在指导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开展

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导师要善于发现和捕捉学生的创新意识

火花。导师要清楚，创新的东西往往就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听过的，

因此，就应该静下心来，一方面认真加强学习，充电补齐短板，不断扩

展自己的知识视野，了解清楚行业内已有的创新设计，以敏锐的思想和

深厚的学识启迪学生。一方面积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以生为本，多

与学生交流沟通，特别是与那些看似不太“认真”的学生多交流沟通，

在交流沟通中发现和捕捉学生在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中闪烁出来的创新

意识火花和有价值、有新意的东西，为他们将来进行的课题研究打下良

好的基础。事实上，许多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学生，往往都不太因循守

旧，喜欢标新立异，对事物的看法也与众不同，而经验丰富的导师往往

能够了解学生的性格，肯定学生的创新观点，与学生深入沟通与交流，

在学生的研究中找出与众不同的创新意识闪光点，学生也会有一种柳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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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明又一村的感受。 

2.2 煽风点火:善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一是导师要善于培养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

矛盾，有了问题就说明存在矛盾，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存在问

题，就需要思考，就需要解决，才有了发明创造。因此，问题意识是激

发学生创新意识的动力。学生学习中要肯于动脑，善于提出问题，如印

象派绘画的产生，就是由于莫奈等艺术家发现古典绘画对光与色彩之间

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而产生的；抽象派绘画的产生也是由于蒙德里安等

艺术家发现人们对抽象世界的研究太少而产生的，可以说，这些绘画艺

术流派的产生都是问题意识的结果。那么，导师应该怎样培养学生的问

题意识？那就是要鼓励学生做到凡事问个为什么，不断发现问题，达到

“看过问题三百个，不会解题也会问”，引导学生在设计的过程中做到积

极、主动、探索和耐心，逐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孕育创新精神。如，

针对目前市场上的儿童医疗器械、儿童玩具、儿童电子读物等产品过于

成人化问题，让学生提出问题所在。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的过程中，

导师要给学生以足够的独立思考问题的时间。独立思考是理解和掌握知

识的必要条件，牛顿说：“如果我对于世界有微小贡献的话，那不是别的，

只是由于我的辛勤而耐久的思考所至。”爱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善于

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独立思考是发

现和创新的前提，没有独立思考，那只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毫无创

新的可能，平时一些学生的设计作品缺乏新意，就是没有养成独立思考

的习惯和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在具体的指导过程中，导师不要

急于揭“谜”而把自己的理解和意识强加到学生的意识上，压缩了学生

独立思考的时间。不要因为学生提不出“高质量”的问题而压服和讽刺

学生，因为真正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二是导师要善于

培养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的质疑意识。古人云：“学贵有思，思贵有疑。”

疑，是探索新的知识的开始和动力，有疑才能思考问题，有所发现和创

新。质疑意识就是不盲从，就是要勇于挑战权威和书本。在现实中，我

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学生对书本上的字、对权威说的话不敢质疑，其实，

大可不必，俗话说得好，人无完人事无完事，如一些以前看似科学正确

的研究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就需要我们有质

疑意识和精神，有了怀疑，再去求证，再去请教。导师在指导艺术硕士

设计专业学生的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要求他们每一个学期都要针对设

计艺术现状提出一两个有价值的新问题，经常性将疑难杂症记录下来，

热情鼓励学生质疑，积极思考，辨伪去妄，使学生从不敢想到敢想，从

不敢质疑到敢质疑，把学生的积极性引入教学中来，营造一个激发学生

创新意识的良好氛围。导师要对学生的质疑及时做出评价，对有创新点

的问题要及时给予肯定，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敢于思考和勇于提

问。三是导师要发挥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他们的

求异思维。求异是创新意识的核心体现，它要求学生在理论研究和艺术

创作中能够凭借自己的想象、判断、智慧和能力，积极主动、独立自主

思考问题，发现、探索、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导师不要怕学生天马行空

浪费时间，不要怕“牛头不对马嘴”，因为那是创新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要支持和鼓励学生从一个点做发散性思考，异想天开，寻求“一题多变”

和“一事多写”，让学生不满足于固有的方法而寻求新方法，启发学生探

索多样的结果，这样，不仅有利于将学生所学的各种知识联系起来，而

且还能使学生的思维变得流畅、开阔、变通和富有独创性。如: 或有意

识地给学生设置一些障碍，提出一堆问题，增加技术难度，或让学生自

编新颖独特课题，让学生感到压力产生困惑，然后再鼓励学生大胆探索，

在探索的过程中导师逐步加以正确引导，导出更合理的答案，澄清原来

似是而非的模糊意识， 终使“障碍”得到排除，这种方法不仅让学生

体会到胜利的喜悦，更树立了创造信心，激发了创新意识。   

2.3 因势利导：善于疏导学生的创新意识 

疏导，就是开导、打通人的思想之意。《朱子语类》有云：“正如疏

导沟渠，初为物所壅蔽，才疏导得通，则水自流行。”一是要善于观察学

生在研究中流露出来的种种困惑和不解，帮助他们从谜团中逐一分析，

层层剖析，找出关键问题点和核心问题点，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二是

要改革课堂教学方法，变导师的课堂为师生的讨论室，课堂上教师不要

讲得太多，要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提问；倡导互动式、讨论式

教学，变单纯的教师提问教学为诱导学生主动质疑，大胆假设；鼓励学

生积极发言、辩驳，特别是对学生发出的那些“奇谈怪论”要理解与宽

容，要鼓励学生以独特方式来解决；要以学生为主，以学生为先，采取

“学生先思考，导师后指导，师生共同探讨、实验寻求答案”的教学过程，

循序渐进不断引导，激发学生创新欲望。三是结合实际，有的放矢。学

生的思维意识有时候如无约束之野马，若任其放纵，则混乱不堪；有时

候又激情四射，过于理想化，但条件不允许，以至 终失败。如一个完

全没有学习过航空航天知识的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毕业设计想设计

一个全新的宇宙飞船，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难于实现。因此，导师既要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尊重、鼓励、支持学生创新，也要善于因势利导，

让学生脚踏实地，让创新在现有的条件下有实现的可能。 

3 结语 

作为一名新时代导师在指导艺术硕士设计专业学生开展理论研究和

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激发和疏导学生，培养他们的创新意

识，创新意识是创造的前提和关键，有了创新意识，才能获得创新能力，

推动创新实践，才能满足企业对创新和创造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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