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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创新设计思维 

刘敏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兰州市分校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协作方式也丰富多彩，思维方式从之前的单一化变为今天的多元化，企业发展讲求共赢的发展，而
设计本就是创新思维的体现，能够融入自己的思想和激情，创新出更加符合人类发展，并且能够根据其材料特点因地制宜。从本质
上改变生活，让设计更多的融入到每一个家庭，这是设计者的初衷，也是使用者的希望。本文利用创新思维在设计中体现出的重要
性来讲述创新设计思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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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协作方式也丰富多彩，思维方式从之

前的单一化变为今天的多元化，企业发展讲求共赢的发展，而
设计本就是创新思维的体现，能够融入自己的思想和激情，创
新出更加符合人类发展，并且能够根据其材料特点因地制宜，
从本质上改变生活，让设计更多的融入到每一个家庭，这是设
计者的初衷，也是使用者的希望。 

一、创新思维 
创新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它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

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而创新思维的解释，
是基于创新之上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设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
的是设计思维的发展，创新设计也就是设计思维的创新。思维
的变化是人们在学习、认知中不断的演变，能够发现问题，找
到问题的关键，想到解决的办法，最终设计产生一个新的更利
于人类的产物。但是创新思维的提高就体现在了创新能力的提
高。创新思维是一种较为跳跃式的思维方式，能够在日常生活
中，往往毫不起眼的事物中寻找到新的设计思维点。设计本身
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创新思维将思想转化为产物，而这种产物
有些时候是在风格上的不同，有些是材料形式的不同、表现形
式的不同。但只要有一点能够有创造性价值，就是一个成功的
产物。 

二、创新思维在工业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所有创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因此需要仔细观察事

物的习惯。所谓日常的就是我们成长的环境，是组成我的所有
因素。但是创意是在同样的时间和空间，面对同样的对象要看
出别人看不出来的，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而且同样的想法也
要表现得不同。这样抱着要发展新东西的想法，仔细观察事物
就能发现很多东西。[1]工业产品设计，所有的创新更多的是为人
的需求，需要设计者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发现问题。可以
是概念设计、可以是实用性设计，也可以是观赏性的创新设计。
在创思思维的方向上可以借用很多的元素、符号、图形等，让
产品能够融入新的元素，融入自己最真切的感受，做出的设计
能够具有美感，具有震撼力。例如仿生设计，仿生设计是通过
对自然界生物机能的观察、分析和类比，创新设计新产品。这
也是一种最常用的创造性设计方法。仿人机械手、仿爬行动物
的海底机器人、模仿动物的四足机器人、多足机器人，就是仿
生设计的产物。由于仿生法的迅速发展，目前已形成了仿生工
程学这一新的学科。使用该方法时，要注意切莫仿真，否则会
走入误区。[2]这种设计思维将自然界中各种动物植物的生存理念
融入到设计中，例如飞机的发明源于对鸟的仿生研究。通过创
意设计，使得各类生活用工业品变得像工艺品一般，即使在家
中闲置时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把创新思维方法和创新设计技
巧结合起来并应用到科学实践和新产品的开发和设计过程中，

能使创新工作取得更高的效率。设计思维，既不同于科学思维，
也不同于艺术思维。它是艺术思维的形象性与科学思维的逻辑
性相互整合的结果。工业设计的实用性比纯艺术性更加显著。 

产品设计中的造型设计，充分使用心得设计思维，对新兴
材料的运用，与设计理念新的切合，从而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
一创新。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统一。创新思维通过纰漏客观事实
的本质，给人们带来新的具有社会价值的产物，是一项极具富
有创造力的思维活动。 

三、创新思维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在平面设计中，往往要对事物反复的观察，系统的分析。

有时我们的思维会被禁锢，没有寻求到新的设计点。但应用创
新思维的演变，对设计的作品发展做出新的思维反思，创造产
品。灵感的捕捉对于设计师来说是职业的敏感与天性的结合。
灵感思维是视觉设计艺术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思维形式。[3]设计中
灵感的发展极为重要，对设计的影响也较大。平面设计是一个
综合的设计，涵盖的内容较多，对点线面的要求也根据其设计
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设计思维基础入手，有造型、色彩、
内容等，实质产生出新的创造结合。让设计更具有其丰富性、
创新性、产生最大企业效益。 

对于视觉传达这一平面性设计，创新思维的发展非常重要，
创新更多的是从本质出发，设计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寻找出新
的设计点。被人们所认同，因此更容易得出精品的设计。优秀
的作品离不开作者对生活的细心观察，设计思维方式的改变直
接影响设计的最终结果。 

四、小结 
把设计融入到生活去，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从实践

中寻找新的设计点，发散思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思维
方式的改变往往直接能够改变产品最后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创
造性思维的培养尤为重要。设计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文化艺
术与科学技术的一种结合形式，因此，设计具有不可逆的传承
性。[4]设计要发扬其创造性，离不开思维的拓展，文化的沉淀来
推行我们的本土设计，真正利用创新思维方式来拓展我们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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