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Vol. 2 No. 04 2019Adva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背景下的
环境设计专业建设与研究

韦宇航

（广西科技大学 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摘要：随着人们对居住环境要求的提升，居住环境、办公环

境的艺术性、舒适型、环保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设计

专业就是专门研究居住、办公、公共环境设计的一门专业，属于

新兴的艺术设计门类。很多本科院校都已经开设了环境设计专业，

在专业教学中要把艺术、文化、建筑知识融为一体，结合建筑新

材料，让环境设计专业为人类居住、办公等提供最大的舒适性。

环境设计专业要立足于地域环境特点，让建筑与装饰和环境相得

益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为环境设计增添民族印记，结合个人

居住需求，合理划分建筑物功能区，让我们的居住、生活环境越

来越人性化、舒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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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计划 2019~2021 年，建设 10000 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点和 10000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全面落实“以本

为本、四个回归”，坚持立德树人，积极推进新工科、新医科、

新文科建设。紧扣国家发展需求，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着力深化专业综合改革，优化专业结构，结合学校特色，

推动学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涵盖面是非常广的。例如建筑设计、室内

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景观设计等，主要是专门培养设计公共和

私人空间、室内和室外空间的设计人才。环境设计专业建设还是

要紧跟城市规划和政策导向，这样能设计出符合地域环境特色，

满足人们居住需求，把景观艺术和建筑艺术融合起来，让私人居

住空间更加个性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为

城市增添一抹亮色，成为了环境设计专业的就业热点。笔者认为

本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在专业建设中，应该积极引入传统文化，

让环境设计更加具有人情味和中国风；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注重专业课程群的完善，让建筑、景观、艺术设计融为一体；合

理布局专业课程体系，让学生掌握综合环境设计能力；积极组织

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到环境设计企业进行顶岗实习，让学生体验

环境设计专业知识的具体运用。

一、本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建设中存在的不足

（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

环境设计专业属于综合性强的实践型专业，主要是通过人为

设计让公共环境、居住环境、办公环境更加赏心悦目。该专业的

课程定位应该是环境与人为设计融合的途径，利用环境自然美来

突显出不同的设计主题。环境设计专业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需

要从业人员具备建筑、艺术设计、景观设计等多学科知识，但是

目前大多数环境设计专业体系，主要是以建筑类课程为主，忽略

了艺术课程的教学，这对于复合型人才培养是非常不利的。此外，

专业定位不清晰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很多学生对艺术课程

都是抱着敷衍了事的态度，在实际环境设计中缺乏了艺术性和创

造性，这和环境设计专业的初衷是相悖离的。

（二）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

虽然环境设计专业起源于国外，但是国内院校的环境设计专

业依托的还是国内大环境。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国

本科院校的环境设计应该和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很多本科院校环

境设计课程体系都是沿袭国外的教学体系，例如讲解西方建筑艺

术，典型的欧式室内设计风格，大多讲地中海、巴洛克室内装饰

风格，但是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讲解得比较少，像苏州园林的

环境设计，就是利用亭台楼阁形成了一幅幅画卷。很多学生对于

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现实环境设计中少了一丝灵感，这

是专业建设中的一大损失。

（三）专业基础课程设置比较单调

环境设计专业培养的是为环境和个人空间设计的专业人才，

是建筑和艺术的完美融合。目前大多数本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基

础课程主要是包括了设计理论、基础素描、色彩、设计基础、计

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等，我们从这些课程中不难发现主要是侧重设

计知识的讲解，对于环境和自然景观的讲解与运用涉及得比较少，

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窘境。单调的专业基础课很难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在素描、色彩、构成等基础课程训练中，学

生需要完成写生、色彩搭配运用等实践，学生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这些学生即使掌握了一些设计的基础知识，但在环境设计的实践

运用中还是一头雾水。

二、本科院校开展环境设计专业建设的影响

环境设计专业可以说是目前就业前景比较好的专业之一，也

是众多本科院校想要主打的优势专业，做好这一专业的专业建设，

有利于提升就业率，打造良好的社会口碑。环境设计专业属于典

型的人文类专业，它的专业建设可以看作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

分支，这一专业不仅可以为本校进行景观设计、各个教学楼设计、

空间设计、雕塑设计，营造校园内良好的学习和艺术氛围，打造

独树一帜的艺术氛围。此外，环境设计专业建设可以打造一支专

业素养高的教师队伍，让学校教师在专注学术研究的同时，开始

转向专业实践研究，在教学中融入环境设计实践理论，为其他专

业教师建设提供一个标杆，促进教师队伍的专业学习。专业建设

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不仅仅涉及到课程、教学的改革，也涉及到

了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实干型人才，在这一

点上本科院校要积极向职业院校学习，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让本科大学生在具备扎实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也能具备专业

的实践技能。环境设计专业的建设，可以说是本科院校的一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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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工程，把这一专业建设为本校的优势专业，带动其他专业教师

的学术研发热情、教改热情，提升整个教师队伍的学习氛围，带

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本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建设策略

（一）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凸显专业教学特色

本科院校要树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制定多元化的人才

培养和教学计划，突显环境设计专业特色。学校在专业建设中

要结合不同地域环境特色，培养学生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良好设

计习惯，树立全局设计观念，把建筑、自然、人类需求完美融

合在一起，让学生无论在何地就业，都可以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抓住环境设计的重点和亮点。学校在专业建设中要合理布局实

践课程，积极联系相关环境设计企业、单位，组织学生定期参

加社会实践，或者是邀请专业建筑师、室内装潢设计师、景观

设计师等担任客座教授，参与环境设计专业课程建设，为环境

设计专业学生传授实际环境设计中经常运用的设计理念和技术，

建筑和园林景观设计的衔接，进一步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学校还要打造本校环境设计专业的亮点，例如凸显室内装潢设

计亮点，融入中国风设计元素，在环境设计中几何景观设计元素，

提升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此外，教师在教学中要结合地域环

境特色开展环境设计，例如针对江南水乡，环境设计要符合当

地小桥流水、青砖黛瓦的自然环境，这样设计出的作品才能贴

合消费者需求和审美。

（二）构建校本传统文化设计课程，培养学生环境设计灵感

我国古代环境设计风格独特，这一点从我国留下的古建筑中

就可以看出，例如古典宫殿建筑群故宫，实现了建筑、自然景观、

人类居住、办公的和谐统一。环境设计专业教师在教学中，要结

合传统文化相关课程，构建校本传统文化环境设计课程，让传统

文化和现代环境设计实现美妙的碰撞，激发学生的设计灵感，继

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把建筑、自然、人类

融合为一体。教师可以结合经典中国建筑案例，例如蜚声国际的

苏州园林，运用中国传统的门框、亭台楼阁，把园内的自然景观

进一步分割，可以说是“十步一景”，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

园内不同的风景，体现了环境设计的艺术性和人性化。此外，教

师可以开始中国风室内装潢设计课程，讲解现代家居设计中经常

运用的中国风元素，比如对称设计，传统文化讲究对称美，我们

看到沿着房屋中轴线上进行对称设计，房间中心位置摆放桌椅等，

其他位置摆放八仙桌等中式家具。祥云纹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吉

祥如意，在环境设计中也可以利用这些独特的图腾，例如在室内

石膏顶装饰中，可以采用祥云纹、鱼纹等，既可以起到装饰作用，

也可以为房主讨一个好彩头。

（三）合理布局专业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全局观

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涵盖了美术、建筑、环境、美学等学科，

教师在教学中要合理布局专业课，让各个课程之间相互补充、相

互促进，提升专业课教学有效性。例如，教师在教授《素描》这

门课程时，可以结合中国美术史、色彩学、AutoCAD 制图等课程

开展教学，首先指导学生对校园内建筑物进行写生素描，培养学

生对建筑物素描的基本功，能快速抓住建筑物的特点。教师可以

结合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向学生展示一些国内外经典建筑的图片

视频。例如，展现华人设计大师贝聿铭的设计作品，让学生感受

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碰撞，运用色彩、线条、阴影的对比进行建筑

素描练习。素描练习完成以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利用 AutoCAD

绘图软件进行练习，把二维的素描作品转化为三维图像，这是环

境设计从业人员的必备能力，学生能够把设计图纸进行转化，培

养学生的全局观。此外，教师还可以在景观设计课程教学中，融

合当地城市规划建设的作品，例如公共广场、博物馆的景观设计，

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设计，掌握城市规划和园林环境设计

的要领，掌握景观设计的实践能力。

（四）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环境设计课程需要依赖于客观环境，结合建筑学、艺术学原理，

进行主观创造，主要是以建造理想存在空间除法，通过专业的建

筑设计、室内装潢设计来协调自然、工艺、人类的关系，整个过

程不仅需要理论支撑，也需要实践训练。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加

社会实践。例如，组织学生到相关设计单位进行实习，室内设计

公司、景观设计公司、市政园林单位等，让学生跟随专业环境设

计人士进行学习，学生可以亲自参与环境设计，室内设计方案制定、

室内采光设计、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等，掌握环境设计一线岗位工

作技巧，这对学生以后的就业是大有裨益的。学生在社会实践中

不仅接触到了环境设计专业的精髓，在跟随师傅学习的过程中，

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得到了积累，设计灵感和能力也得到了有效的

锻炼。

四、结语

总之，环境设计专业是建筑、自然、人类结合的结晶，本科

院校在专业建设中，要把握好建筑、艺术、自然、景观设计之间

的衔接关系，深化专业课程改革，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教

师在教学中要结合不同地域环境特点开展教学，引导学生抓住地

域环境亮点开展设计，让传统融入现代环境设计，提升学生的专

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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