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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包豪斯教学模式的研究,意在探讨“双创”视角下设计专业“学研产创”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性发展路

径,探索高校、行业、企业、个人多赢发展的“平台双轨制”人才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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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Bauhaus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design of 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uble 

innovation", and explore a new model of “platform dual-track system” talent training for universities, 

industries,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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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承载着为社会输送人才、研发等责任,国家未来的

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才,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国家发

展战略下,设计专业作为一门交叉性、应用性的学科,人才培

养的科学性、有效性将直接影响到高校教育改革深度、行业

发展速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广度。新时期,“双创”视角

下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在

原有的产学研理论的基础上,发挥高校教学、科研、行业、企

业的资源优势,有效链接上、中、下游市场,打破壁垒,创新

的提出“学研产创”四位一体“平台双规制”人才培养模式,

有利于促进高校、行业、企业、个人多赢发展。 

1 存在的问题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视角下,高校设计专业人才培养

存在诸多问题,加强教育改革,顺应行业产业、个人的发展需

求,以专业设计技术技能培养为基础,以创意思维艺术设计

为依托,以专业实践实习为特色,为社会培养有创新精神、创

造能力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强的双创人才,成为新时期高

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研究方向。 

1.1目标不明确 

信息时代,社会分工更加明确,专业更加细化,对高校设

计专业要求也越来越专业化。高校教育质量的焦点问题主要

集中在无法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上,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

需求脱节的问题严重。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是提高设计专

业教育质量,满足社会需求的关键。 

1.2课程设置不科学性 

设计专业课程设置不科学体现在各专业课程结构缺乏

整体科学的规划,理论与实践课程脱节,创意设计思维与技

术技能不同步,实践课程因师资力量的影响教学深度广度与

市场需求脱节现象严重,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影响设计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1.3教学内容手段不先进 

信息时代,专业教师授课方法、手段依然是传统的板书、

投影仪,照本宣科现象依然严重,内容主要是专业性模拟课

题,学生缺乏参与性和实战的刺激性,学习的积极性和完成

作业的深度、质量都受到影响,教学质量提高需要先进的思

维、手段、内容支撑与发展。 

1.4教学评价体系不专业 

设计专业评价体系过于感性、宽松,缺乏专业标准和严

格要求,学生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表现出专业核心竞争能

力不强,适应能力较差的问题。 

2 包豪斯人才培养模式 

2.1教育思想 

1919年,格罗皮乌斯在德国建立世界首家完全为发展设

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倡导艺术家、建筑家和工匠合作。在

教学中主张“艺术与技术”“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开放式

教育模式,杜绝纯理论、纯书本的传统教学方法。教学上采

用“双轨教学制度”,即每一门课程都由一位“造型教师”(形

式导师)担任基础课教学和一位“技术教师”(工作室导师)

共同教授,使学生共同接受艺术与技术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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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课程设置 

包豪斯注重学生专业综合创新能力与设计素质的培养。

创设了设计基础教育的构成体系,奠定了设计专业教育的三

大构成的基础课体系、工艺技术课、专业设计课、理论课等

现代设计教育课程,从理论、技术、审美三个方面架构设计

专业知识体系,以适应现代社会对设计师的要求。 

2.3专业特色 

包豪斯创造性提出“工厂学徒制”“工作室制”“工坊制”

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学制三年半,前半年是预

科,主要学习“基本造型”“材料研究”“工厂原理与实习”

三门课,然后根据学生的特长爱好,进入“工厂学徒制”学习

三年。要求学生所做的东西要符合功能和设计思想。“在做

中学”强调学生的直接体验。为贯彻包豪斯的教学体系,学

院内设置了编织工厂、陶瓷工厂、木工工厂、金工工厂、纺

织工厂等,车间就是课堂。 

2.4师资力量 

包豪斯的师资力量雄厚,有影响世界的康定斯基、保

罗·克利、费宁格、约翰·伊顿、米斯·凡·德洛、汉内斯·迈

耶、马赛尔·布鲁尔,威廉·瓦根菲尔德等名师任教。教学

课程基本涵盖了造型基础、设计基础、技能基础等三方面知

识。包豪斯的教学很大程度成为设计专业的风向标,前沿的

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和作品不断从包豪斯推向社会,并引领

着社会的视觉审美、实用艺术的发展方向。 

3 包豪斯人才培养模式的启发 

3.1整合与融合 

包豪斯是设计专业创新发展的灯塔,虽然建校历史不长,

又饱受战争的摧残,但它的思想精神、人才培养模式一直被

设计专业学习和模仿。包豪斯的缔造者和继任者,海纳百川,

融合创新,打破传统纯艺术的界限,开启实用艺术的大门,提

出“集体创作”的理念。发挥集体创作的作坊式教学方式,

将建筑史、艺术家、工匠三者资源整合在一起,共同指导学

生教学,有效而直接的提高了学生实践能力,作坊式教学方

式成为当下流行的工作室制的发展依据。 

3.2实用与使用 

包豪斯建校之初就坚持教育服务于社会的办学宗旨,发

挥名师任教的优势,在校内积极创办各类工作室、工坊,鼓励

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工作室和校外行业、企业举办的活动,在

做中学,学中用。设计理念、技术工艺都按照市场专业的要

求。学以致用还体现在师生的作品推向市场,成为商品,有效

的提高了设计专业的实用性和使用性。 

3.3创新与创业 

包豪斯一直强调技术、技能可以传授,而设计思维、创

作能力可以启发的理念,这种科学的理念奠定了设计专业教

育的基础。包豪斯重视创新,鼓励创业。顺应时代发展需求,

加速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创新建设名师校内工作室保障

“在做中学”的思想的落实,积极推动其作品社会化发展进

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工坊对外营业,体现师生

作品、作业的社会价值。 

4 “双创”视角下设计专业“学研产创”人才培养模式 

包豪斯的人才培养模式启发了现代设计专业教学模式

的创新发展,在“双创”视角下开启设计专业“学研产创”

人才培养模式。在现有的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找准定位,创

建平台,发挥“平台双轨制”培养模式的优势,在国家创新

创业大背景下推动设计专业“学研产创”人才培养模式的

良性发展。 

4.1找准定位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明确人才培养定位、专业定位、学

科定位、课程定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方向决定去向,

先明确人才培养方向,再以点带面,完善教材建设从基础教

学内容、实训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资料等方面

以突出设计专业实践性与创新性能力培养为目标,改变传统

的理论知识教授的模式,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合理地安排

专业基础课程,有效开展专业选修课。按照基础课程、平台

课程、实践课程、素质课程四大板块科学设置,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同步强化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有针对性地设

置实践和素质课程,为创新创业发展培养人才。 

4.2平台制人才培养模式 

4.2.1创建校内教师工作室平台 

“工作室”是1919年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首创,是“知

识与技术并重理论与实践同步”有效载体,在设计专业广泛

应用,效果良好。工作室平台经常采用项目教学、学赛结合、

工坊等方法。“工作室”项目教学最显著的特点是“以项目

为主导、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

学模式,创设了学生互动参与、集体创作的新型教学模式。

通过引进包豪斯“从做中学”的理念,提高学生主动性,参与

性,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有效的培养学生实践操作和

团队合作的能力。极大的锻炼了社会交往、沟通、组织、协

调、管理能力。 

学赛结合是设计专业特有的教学方式。通过组织学生

参与各级各类校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国际专业比赛,

让学生不出教室就可以与世界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了沟通

学习,是激发学生竞争意识,检验学生学习和实践的能力的

有效方式。学生的成绩依据作品质量来进行评定,设计过程

中学生自主讨论、评价、研究、合作,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

兴趣和专业认知。由于竞赛的题目先进、涉猎范围广泛,

极大的促进学生查缺补漏,有效的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

力。 

专业技术工坊是包豪斯期间最为有特色的设计基础的

实践平台,在木工、金工、纤维、玻璃、首饰、皮艺等工坊

中学生跟师傅学习专业技能,掌握专业技能,做中学,做中感

悟。又在动手操作中提升设计水平。 

4.2.2创建校外校企合作平台 

按照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振兴中

国经济发展的精神,借鉴包豪斯校企合作的经验,发挥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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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个人四方优势,资源共享,建立校外校企实践基

地,专业教师和企业设计师共同管理和培养,学生按照企业

行业项目要求,锻炼学生在社会谋生的双创能力。校企合作

方式多样化,学生专业认知实习、顶岗实习、企业代培等方

式,发挥行业、企业资源,在实际的业态下,四方共同参与,

以社会职业人的要求规范教学内容,真正达到做中学的目标,

是实践教学的最后环节。 

4.2.3创建专业基础课程信息化平台 

夯实专业理论基础,针对设计专业基础课中涉及到一些

理论、工艺等学生很难理解,教学效果不佳的课程,加强信息

化教学优势,改革现有教学方法、手段,运用新媒体、工艺教

学视频等直观信息化教学手段,一方面激发学生兴趣,另一

方面帮助学生直观了解和认知,实现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

论之间的转换,实景模拟演示,学生犹如身临其境,更容易达

到共鸣和共情,有利于提高专业能力的提高。 

4.2.4创建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大学生创业平台是有着共同创业目标的学生所组成的

创业群体。大学生朝气蓬勃,思维活跃,行动力强,想象力丰

富,天马行空不受束缚,对商机敏感,创业意识强烈。创建创

新创业平台,鼓励学生追求梦想,以专业为基础,发挥专业特

长,把专业知识变为创业创意产品。以创业促进专业,以专业

设计服务地方经济。学生专业工作室、学生设计公司等开放

式创新模式,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孵化中脱颖而出许多优秀的

设计专业的企业。 

1919年包豪斯的“艺术与技术”“教学与实践”相结

合的开放式教育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与当今

现代设计专业教育有一定的相似性。向包豪斯学习,在“双

创”视角下积极推进设计专业“学研产创”“平台制”人

才培养模式,在双师型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教学评价等

环节上不断强化的基础上。打破行业、高校、社会、行业

界限,整合资源,科学规划,共同培养设计专业高质量创新

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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