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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职业本科艺术设计基础课教学改革思路
冯盛彬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广东 广州 510550）

摘要：随着设计理念的发展，高校纷纷开设了艺术设计专业，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职业本科艺

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情况不容乐观，尤其在基础课程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解决和提高。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

分析我国职业本科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改革，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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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

人们以大数据这个名词，来形容海量数据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但

事实上，大数据并非大量数据的堆叠，而是需要对数据进行一定

程度的筛选、重组，并为预设问题提供参考和帮助。大数据的真

正意义，在于填补那些还未实现的空白领域。

一、艺术设计基础课教学的问题

（一）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传统教学模式一般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课上占据主导地

位，不仅掌握着课堂节奏、提问，也掌控着作业讲解等。一般来讲，

大家认为学生是来学习的，所以学生主要以听讲为主，而教师的

职责是教授知识，教师作为主导者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对于艺

术设计专业，这种集创意、操作为一身的专业学科，其培养的并

非生产线一般的学生，如果只是被动教学，学生最终的社会适应

性必定很差。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还需要对市场高度的敏锐性和创意。较为单一的教学模式，不仅

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还可能埋没人才，甚至会导致学生出现厌

学情况。

（二）教学方向落后

在传统教育方式下，老师要重点讲什么，忽略什么，都是学

校高层、教师在会议上决定的，这些会议不会出现一个学生，而

教师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以考试内容来制定学习内容。在艺术

专业的教学过程中，这种落后的教学模式，很容易导致轻空间、

重实体的情况出现，换言之，就是教学方向出现偏差。这种较为

被动、片面的教学方向，会阻碍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发展，也会

影响专业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目前来讲，职业本科的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仍以现成的工艺

美术系统为基础，总是习惯于传统艺术造型，而对空间场所等问

题认识不够，或者认识不明。艺术设计专业空间构成很复杂，形

态也是多种多样，这是传统艺术教学无法达到的。所以，必须要

摈弃这种轻空间、重实体的教学方向和教学模式。

（三）对学生的评价过于片面

传统的评价方式主要依靠定期考试、作业、课上提问、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等等，一般来讲，期中、期末考试占据了大多数评

价参数。这种评价方式太过简单，也太过粗暴，它不仅不能评价

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明晰是什么原因

导致学生掌握情况的不同。比如，有两个学生都考了 90 分，如果

从表面上看，会以为这两个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一样，但事实，

有可能一个学生是通过理解和逻辑来解答问题，而另一个学生，

或许在逻辑思维方面比较弱，是依靠记忆来解答试卷的。诚然，

两者虽说取得了一样的成绩，但他们的差异仍然很大。那个依靠

记忆力来解决问题的学生，过一段时间之后，这名学生就很容易

忘记这些知识，而依靠理解和逻辑来解决问题的学生，则不容易

遗忘。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评价方法的呆板，导

致教师搞不清楚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为此，教师需要以多元化

方式进行评价，从多方面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看清学生的真实

学习情况。

二、大数据给艺术设计专业带来的改变

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档案室里，很可能有大量的试卷和调

查问卷，以及学生的各种设计作品。不可否认，这些资料都是有

价值的，但我们不清楚的是，这些资料能否说明成绩之外其他问

题？那么，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调查问卷和试卷呢？除此之外，我

们还应问两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资料可信吗？这些数据如何为决

策提供依据？看似复杂的问题，但只要合理运用大数据技术，就

都能找到答案。倘若我们掌握了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就能从纷繁

复杂的资料中找到有价值的内容，比如从考试试卷中发现学生的

兴趣点在哪里，从调查问卷中，发现学生的性格问题和爱好，除

此之外，甚至还能预测学生的就业问题，了解教学方式的优劣。

职业本科的艺术设计专业是个很具挑战性的专业，专业的特殊性

要求老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要设法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创新

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自然不能依靠传统的教学方法，而要依

靠多元化、个性化教育。传统的教育理念，只需要通过上课、考

试来评价，试卷都是一样的，考试的标准也是一样的，这样一来，

老师就无法真正了解每一个学生，也不清楚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

自然更难以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大数据的出现，可以很好地

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各种表现，可以得到每个

学生的学习情况和个人特征，从而可以实现个性化教学。所以，

大数据可以改善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一方面，可以让老师找到

作用明显的教学影响因素，另一方面，还能明晰学生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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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个性化教学提供理论依据。

三、艺术设计基础课教学的改革思路

（一）要将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就是要先收集学生在课上的各种

数据，比如微表情、动作等等，分析出学生的兴趣点、参与度、

敏感性，接着在通过多次同样的数据收集，找到最合理的教学方式。

大数据技术在微观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比如在医疗类领

域，就已经有了体验数据方面的成就，这个案例在美国硅谷。在

很早之前，经尔纬数据公司就已经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了斯

坦福大学员工的体检报告，进而对每个员工的医疗费用进行预测，

接着，再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制定的相应的健身计划，从而帮

助员工改善身体状况。

在教育领域，同样可以这么做。通过相关的终端设备，大数

据可以在课堂上采集到学生的各种动作和微表情，比如微笑、点

头、皱眉头、翻书，看书的时间，交头接耳的情况，还包括做题

的停留时间、和同学的交流频率等。尽管说这些数据十分零散，

貌似也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这些数据都有过程性和原因，

这些过程包括授课过程、写作业过程、提问的过程、回答的过程、

互动的过程等等。数据的收集要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保

证学生自然状态。针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就能得到，什么内容是

学生喜欢的，什么内容更容易取得教学效果。

（二）教学方向向因材施教转变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基础不同，除此之外，这些学生也不一

定都是成绩优异，所以，很可能有一些学生得不到教师的重视，

因此，可能会造成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缺乏自信、文化知识水平

不足的问题。而作为专业教师，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不论学生

的基础如何、学习成绩如何，教师都有义务教授学生知识，并让

学生喜欢上这个专业，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明白这个专业的作用，

未来的发展，还需要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需要和每个同学沟通、交流，并要了解学生的梦想、性格、

经历等方面因素，在了解了这些因素后，教师再有针对性的设计

教学方案，进行个性化教学。教师可以针对不同的学生，布置不

同的作业，并以此为依据，促进差异化督导，这一样来，就可以

提高榜样的作用，并让学生互相帮助，进而减少学生的水平差异。

除此之外，教师可以根据兴趣的不同，将学生分为一个个小组，

再进行集体讨论和实践教学，不同的小组，设计出来的作品是不

同的，主题是不同的，一方面可以促进差异化教学的实现，另一

方面各个小组之间的交流，也是对学生的一个督促。作为教育工

作者，教师要做好“导演”这个角色，通过宏观、围观的指导，

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知识获取

的能力。从宏观走向微观，是教学改革的必经之路，而且大数据

技术恰好可以帮上很大的忙。

（三）对学生的评价向多元化转变

通过对考试的多元化评价，可以得到很多东西，比如学生的

思维能力、学习方式、解题方式、记忆方式等等，因素不同，会

导致学习成绩的差异，如果教师能弄清楚其中的联系，就可以针

对性地进行教学，从而大幅度提高教学效果。大数据技术可以让

教师看到成绩背后的东西，让教师更清楚学生的各种问题。由此

可见，大数据可以让教师全方位地了解学生，并发现成绩以外的

诸多个问题。对于艺术设计专业，不存在优等生、差生的区别，

只要培养得当，每一个学生都能塑造成优秀的设计人才。除此之

外，通过大数据分析，教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常态，发现学生

各种异常。对于学生的发言量、作业完成情况、课堂表现等数据，

教师也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汇总，使得对学生的评价更客观。

（四）利用大数据寻求实训资源，拉进职业与教育的距离

如今，借助大数据技术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已经是一种较

为常见的手段。尤其是混合式教学、微课教学等软件以及平台已

经比较常见，其学习模式越来越成熟，借助大数据教学模式的优势，

可以弥补学校教学的不足。比如，在艺术设计的师资方面，教师

可以借助大数据来给学生讲解具体的案例，传授市场经验，还可

以借助大数据找到经验丰富的职场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或实践教师。

在学生就业方面，学校可以借助大数据与企业共同建设较为全面

的实训基地，可以帮助毕业生的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除此之外，

在为公众号、微博以及各种招聘 App 上有众多企业资源，可以给

学校提供一些企业资源，帮助学生实习。由此可见，艺术设计专

业利用大数据技术与企业合作，是可行的。对于如何寻找合适的

大数据平台以及企业，大数据同样可以提供帮助。通过大数据可

以跟踪学生的实习情况、学习情况、就业情况，将学生学情与企

业实际发展情况起来，再经过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合作企业

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学生能否在企业实训之中受益。

四、结语

大数据技术不一定能解决艺术设计专业所有教学问题，也并

非是什么灵丹妙药，但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开发，可以帮助

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效。总之，在保

证隐私的前提下，大数据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

量，学生可以得到更快的成长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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