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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扁平化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一种新型管理

模式，尤其是在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管理上。扁平化设

计实践教学就是在原有的垂直管理式的设计实践教学方

法上进行改进，在数字信息时代借助新的信息传播手段

让学生在参与设计实践的过程中直接与设备的提供者和

设计的需求者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扁平化沟通学习，

教师成为实践学习的监管者而不是信息的传递者。其核

心是放弃修饰，突显信息和学习方式，减少干扰，排除

认知障碍，减少信息传播过程。让学生在设计实践中迅

速掌握知识。下文依次分析之：1

1.设计实践教学为什么会有扁平化趋势？

扁平化是一种趋势，“扁平化”设计实践教学之所以

会有这个趋势归结于如下几点：

1.1 数字信息时代的推动

扁平化设计实践教学之所以成为一种趋势，其中最

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数字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数字信息

技术的发展让远程授课、远程视频成为可能，当前设计

实践教学中数字信息化的成度越来越高。随着时代的变

化，一方面是传统的层级管理实践教学方法的指引作用

越来越少而逐渐退出主流，另一方面是扁平化更适应新

时代科技设计实践产品学习和设计实践教学操作应用的

需求。

而这种新时代的需求伴随着各种新潮设计实践工具

产品的更新给传统的层级管理实践设计带来冲击，这一

定程度上是与思维的发展和“最小化”原则相关的。扁

平化设计实践的直接沟通性更佳。联系到学习的过程中

减小误读图形的可能性，使相对的抽象的图形也有了区

分的特征，并且对于相对复杂的图形或图像，从认知形

状的角度看大脑对于这种简单图形处理时面对的信息量

更少，也更为迅速。在我们这个分工细化、资讯发达的

年代，扁平化适应了同学们对信息进行快速分类处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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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需求。所以说，扁平化设计实践借助于数字信息

技术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知识接受能力。

1.2 新时代学生的设计实践习惯

“扁平化”设计实践教学符合数字信息时代学生的

设计实践的习惯。首先当前学生们的学习习惯喜欢使用

数字信息媒介产品，扁平化的学习方式使学生们的的学

习成本、理解难度，操作经验都可以在拿到数字信息设

备后的短期时间内轻松快速掌握它的用法。其次，“扁平

化”设计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在学生设

计实践应用上，信息的整合与提炼无疑是给学生提供了

方便。这样，应用效率也随之提高。其三，信息层级方

面：每讲授进入下一个阶层，层级越多，设计实践体验

性越差。当采用“扁平化”设计实践教学让学生直接接

触信息的载体的关键信息时，都是平级学习，因此学习

效率就提高了。此外，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数

字产品的审美趋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具

有丰富的细节、逼真质感的界面令人感到真实、熟悉、

亲切。“扁平化”设计实践简洁朴素的设计方法让人耳目

一新，而且这种设计实践教学可以更直接清晰的呈现关

键信息，自然容易受到青睐。

2.“扁平化”设计实践教学是什么架构？

以上论述了扁平化的趋势，但扁平化设计实践究竟

是如何让同学们普遍接受呢？①我们到底是选择扁平化设

计实践还是一成不变的去接受熟悉亲切的层级管理实践

设计呢？ 2013 年 6 月 10 日，苹果发布了 iOS7，一改以往

的扁平化风格，将扁平化设计实践体现的淋漓尽致。虽

然让学生对 iOS 的审美疲劳得到了缓解，通过颜色、线

条、色彩等极简元素图标并体现鲜明的特色，让设计者

们开始关注扁平化设计也让教师们开始关注扁平化设计

实践。

2.1 扁平化设计实践的教学研究分析

数字信息时代的扁平化设计实践教学细化了具体工

作分工，缩减作业布置下传时间，提高了设计实践的时

效，并且能够及时有效的对同学们的设计实践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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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学习结果进行反馈。在实际的实践教学中它的

好处是能够使设计实践内容变得简洁明了，可以更加简

单的直接的将信息和事物的工作方式展示出来，减少同

学们的认知障碍。

扁平化设计实践趋势的优势与它带来的问题是什

么？

相对于传统实践教学中层级管理实践设计，扁平化

设计实践教学自身有其明显的优势：第一，它可以更加

简单的将所需要传递的信息通过更少的语言表述出来，

减少认知障碍的产生效果，提高认知成本为代价，使得

其设计能够以更少的语言更简单的形式传递信息。当今

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什么都将就效率。从讲授者的角

度而言，扁平的设计实践教学，更能摆脱物体本身的依

赖，创作发挥的自由空间更大。从学生接受者而言，一

些不必要的装饰效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累赘。第二，

相较于层级管理实践设计，扁平的设计实践教学使它的

设计成本更低。

2.2 扁平化的设计实践成为设计教学潮流

扁平化设计让我们体验到简洁、直接、高效。扁平

化是适应我们数字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快节奏生活需要，

是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去适应社会发展原则进程的结果。

大自然与人类活动的从无到有，发展出了高度合乎逻辑

与高效的运转体系。适应这个过程的生物才能顺利繁衍，

背离则只有等待灭绝。因此，我们的认知便很自然地限

制在一个较为安全与合理的象限之内，并一代代地遵循

与完善这个象限。反映到数字信息交互中，所有符合我

们认知交互的扁平化动作有助于学生以较低的成本理解

功能并满足需求。

电子设备，尤其是智能移动设备是具有日常交互性

的。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任务，获取信息，在生活的每

个环节中都有体现，便不应该只是靠一块冷冰冰的屏幕

来与我们交流。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扁平化设计实践更

容易实现的是通过交互与视觉上的改善来达到让其情感

化的目的。

以苹果为代表的一些跨国公司的助推作用。潮流伊

始，控制台与命令行是当时的主流，信息以一种不合乎

普通学生逻辑的形式被直接展示了出来。Xerox 为图形化

界面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之后更有了未来两大巨人

的苹果与微软的强力助推，图形化、扁平化时代到来了。

随着谷歌影响力的增强，让大家注意到未来信息的

接收与管理会更加复杂与频繁，极简的扁平化设计视觉

风格不会让人感到凌乱，这与上个世纪出现在建筑业中

的极简主义风潮是类似的，“形式服务于功能”的扁平化

设计会让数字信息时代的学生更易于接受。

回到最初的问题，扁平化设计实践更符合数字信息

时代的学生体验？在这里我只能说面对怎样的情景（使

用场景、使用时段、学生预期等），适合用扁平化设计实

践教学的方法。多年来我们似乎都是层级管理设计实践

给学生以填鸭式教授，以至于学生们有些厌倦，然后对

扁平化的设计实践教学赞赏有加。

本文的观点是，扁平化设计实践适合当下的数字信

息化时代。做设计越是简约越难设计，越考验设计师的

整体水平和驾驭能力，如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

题，并且让大众接受这是非常有难度的。扁平化设计实

践教学就是在探索这样一个临界点，就自然而然想追求

更具深度，更独特更简洁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特定

的设计实践教学风格。扁平化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的主要

原因不是基于美学，而是基于信息学的需要。简单扁平

化设计实践在信息学上也有很大的优势。

3.结论

设计实践教学本身就是多元化，“扁平化”设计实践

教学亦是如此。选择扁平化设计实践教学固然有它的道

理，但是本质上和传统的层级管理设计实践一样，只是

设计实践教学中的一种方式。其根本目的还是让学生们

在设计实践中收获知识、培养能力，扁平化设计实践的

优势在于让学生迅速的接触到学术前沿和设计实践的一

线专家、学者、操作人员。这种信息的表达和传递的过

程才是扁平化设计实践教学最重要的体验。

笔者认为数字信息时代扁平化设计实践教学，更为

重要的是，要不断探究设计与交互这个核心命题，让设

计更加人性化，更易于学生们接受设计实践教学信息，

我们的所设计一切服务对象是人，我们给学生提供最优

良的学生体验效果，并不是人服从于设计那样子人就等

同于机器一般，这样就损失了人的创造力，我们必须让

学生的设计实际更优更加适应创新，扁平化设计实践教

学要在利弊中反思去创新让设计更加人性化。总而言之，

好的设计实践教学就是让设计服务于人，在设计实践中

让学生迅速、高效的认知的事物。数字信息时代的“扁

平化”设计实践教学就是如此。

注释：

①李营《扁平化教研组管理概说》，《教育育人》

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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