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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一师一品　实践育人
——湖北商贸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探索

李金莉　薛　果　张亚南

（湖北商贸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湖北商贸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根据学校的总体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依托学校商科的办学特色和优势，积极推

进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艺术类人才培养。积极倡导工作室制教育

教学模式，提出一位教师一个特色、一位教师一个品牌的创新改

革模式，经过近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一系列被社会广为

认可的教师品牌，即“一师一品”模式。

通过“一师一品”创新建设，取得一系列成效，推动从教师

自身品牌实践建设到学生培养、再到学院特色的全面提升，进一

步扩大学院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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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湖北商贸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是我校的“名片”学院，在

教学特色和创新上一直走在前列。是学校办学历史最长，办学声

誉高的优势学院。其中设计学于 2012 年 11 被省教育厅评遴选为

“十二五”省属高校省级重点（培育）学科，为同类院校中唯一

省级十二五重点（培育）学科；“艺术设计”于 2010 年被省教育

厅遴选为湖北省独立院校重点（培育）本科专业。

依靠学校商科优势，着力打造以“文化＋”为核心的设计学

科体系，推进教师教育优势与各专业融合创新，逐步确立全省同

类专业中的优势地位。

基于此背景下，艺术与传媒学院积极探索，打造一系列符合

专业特色的创新教学模式改革，进一步推进学院特色建设，扩大

学院影响力和行业认可度。“一师一品”便是其中颇具亮点的一项。

二、案例实践与创新

（一）“一师一品”主要内容

湖北商贸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坚持特色教学模式，团队坚持

内涵式发展，提出“一师一品”的人才培养路径，鼓励名优教师、

骨干教师，根据自我的优势与特点，申报建设属于自己的教学品牌。

鼓励教师聚焦课堂，在自我积淀的基础上，加强业务能力，完善

自己的观点，高举自己的主张，不断发展，追求卓越，打造品牌，

在一定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学校成立“一师一品”评选工作小组，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

对项目建设的实施方案进行过程性考核，对取得成绩进行评审与

认定，对成果优异的教师进行表彰与奖励。

各专业老师根据自己的专业与优势确定“一师一品”项目，

有“特色博物馆”“传统非遗研究”“文创设计实践”“品牌设

计实践研究”“数字艺术设计”“环境艺术研究”等，有的侧重

于课程专业素养研究，将课程内容进行深挖拓展，有的侧重于专

业赛事研究，研究专业发展动向，掌握专业发展前沿需求，挖掘

学生潜能，培养创新创业意识，打造明星学生团队。通过多学科

和专业交叉使得“一师一品”具有特色亮点。

（二）“一师一品”创新特色

1. 带动实践工作室建设

通过教师品牌的建设带动实践工作室建设，引导学生根据自

身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加入到相应教师的品牌队伍中，形成稳

固的学生团队，通过各类事件实践赛事及项目，在第二课堂强化

学生设计实践意识和能力，通过专业选拔，以老带新等方式，培

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工作室的成长壮大，形成良

好的传承和梯队。

2. 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传统课堂由于课程教学的相关局限，学生无法深入的进行设

计实践。而“一师一品”项目的打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将学

生从传统课堂引入第二课堂，培养优质学生团队，通过项目式训练，

将完整的设计实践常态化、流程化、完整化。学生可以在这个过

程中得到更为全面的锻炼，包括项目沟通，案例分享等团队合作

意识，为未来快速进入社会打下基础。通过传统课堂和品牌实践

工作室第二课堂的交叉教学，相互配合，促进学生设计实践能力

的综合培养。

3. 学生定制化培养，促进学生创新创业

近些年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学生创新创业逐渐得到重视。

通过教师品牌工作室平台对学生的定制化培养，能够进一步地带

动学生“专”“尖”“践”学习，挖掘优秀创新创业项目，打造

优秀创新创业学生团队，使得学生和老师都取得难得的经验，更

易建设个人品牌，促进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4. 搭建校企合作桥梁，提升学院品牌影响力和认可度

借助教师原创品牌和社会行业影响力，搭建与社会企业间的

合作桥梁。将项目引入学校，将优质学生向社会展示，形成双赢。

提升学院的实践办学能力，打造社会品牌影响力和认可度。

5. 促进人才培养更多元、综合性更强

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办学教学水平的体现。通过教师的品牌

实践带动学生更多的动手、参与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拓展学生的

综合素质，让人才培养在本有的专业教育基础上更深入、多元化、

具有实践性，综合性更强。

（三）“一师一品”实践案例

“一师一品”多元化。从特色博物馆、文创设计、品牌实践、

数字艺术等多角度展开。代表性的教师品牌有：薛果院长的“玩

聚博物馆”文创设计，管家庆教授的“视觉艺术”工作室，李金

莉副教授“未然有礼”非遗植物染文创工作室，杨翼副教授的“作

做生活美学”工作室，陶诚老师的“万相”品牌文创设计工作室，

李炎卉老师的“平均律”新媒体艺术设计工作室等。

通过“一师一品”建设和积累，艺术与传媒学院涌现一大批

优秀品牌工作室。工作室导师各式各样的教育理念，教学风格和

实践方向，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挖掘的潜力，同时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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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建设和快速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案例成效及影响

近年来，以教师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品牌，以教师为主导、学

生为主体，将工作室实践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运行获得了教育教学、

创新创业等多个类别的高层次奖项近 300 余项，同时作品被广泛

地应用于社会。其中多个教师原创品牌曾被湖北日报、长江日报、

楚天都市报、湖北电视台、中国教育在线等十余家媒体报道。

多个工作室已经成为故宫文创中心、武汉市博物馆、辛亥革

命博物馆等单位授权的文创产品研发中心。近三年专业在特色课

程文创方向 A/B 类竞赛中获奖 150 余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 8 项、

二等奖 8 项，省厅级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15 项。

2018 年与旺旺集团合作开发的“有味道的文创”——百豆传

新品零食投入市场。教学成果代表辛亥革命博物馆参加国家博物

馆博览会、代表湖北省版权局参加 2018 国际版权博览会、北京国

际设计周。在 2016—2020 年，“互联网 +”“创青春”等创新创

业大赛中获得金奖七项的优异成绩。获批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三

项、省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四项。

（一）教师品牌建设能力提高。

借助教师原创品牌，搭建与社会企业间的合作桥梁，促进双

师型教师的培养，提升学院的品牌影响力和认可度。通过教师品

牌工作室促进带动年轻教师品牌建设意识和积累，在专业能力与

整体素质的协调发展和综合能力上快速提高。

（二）双师型教师队伍稳步发展。

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带动年轻教师挖掘自身优势建立品牌，

同时品牌之间交叉学习合作，拓宽教师的教学能力，逐步培养能

上课能实践的优秀教师队伍。

目前双师型教师达到 71%。2015、2017 推荐 2 名教师以个人

品牌为主题参加校级授课竞赛决赛，分别获得二等奖、三等奖。

其中 1 人获得学校“十佳讲坛新秀”荣誉称号。委派老师参加教

育部“国家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获授课大赛二等奖，获优秀学

员称号。

（三）发挥品牌作用，将设计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通过一位教师一个品牌的打造，通过设计实践的成果积累，

把现有各专业教学团队进行整合，搭建完成“艺术与传媒学院文

化传播中心”。努力让中心成为激发教师和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

平台、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的创意实验室、社会培训和技术服务

的窗口及先进成果的圆梦品牌站。促进教学与实践的良性发展，

形成以点带面、滚动发展的带动效益。并形成系统化、科学化的

具有推广价值的体系。

（四）基层教学组织及专业建设建设成果丰硕。

艺术与传媒学院各基层教学组织成长迅速。其中视觉传达设

计专业团队在 2019 年获批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2020 年获批省

级一流专业称号。团队教师被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聘为导师，团队

成员主持全国教育部青年项目 1 项，在研的省部级以上教科研项

目 15 项，在国内核心期刊及普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2019 年

专业教师课程《综合设计—设计思维创新创业》经校、省两级专

家评审论证被评为省级一流课程。

（五）学生及社会反馈口碑良好。

通过学院“一师一品”打造，培养大量优秀实践性学生人才。

毕业学生能快速融入工作，综合素质强，收到用人单位好评反馈。

给在校学生团队也提供了良好榜样。学生也在工作室实践项目中

收获更多的实践经验，自主学习能力强，反馈较好。

四、下一步举措与思路

（一）主要思路

1. 持续建设，打造名片。

继续依托学院特色，坚持“一师一品”特色教学模式创新，

深入打造艺术与传媒学院“文创 +”特色名片。持续培养优质双

师型队伍，培养综合素质学生团队。

2. 立足教学，推进实践。

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我们需要扎根教学，立足本土

的同时开拓视野，将设计实践进行深入，走出校园，更好聚焦荆

楚文化创意设计，聚焦乡村建设，优质农产品推广等，为打造湖

北本土特色优秀品牌贡献力量。

（二）主要举措

1. 进一步深入推进“一师一品”

打造精品品牌，带动新品牌成长。形成人人有品牌，个个有

特色，做到百花齐放的良好学院氛围。促进艺术与传媒学院整体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发展，为打造特色学院及更多优势专业奠定

基础。

2. 持续优化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及教师团队结构

通过实践工作室等“第二课堂”的方式，持续培养具有艺术

设计创意能力的“双师型”教师，“以老带新”培养年轻教师，

完善实践教学梯队，打造优质品牌团队，为持续优质教学提供基础。

3. 发挥品牌作用，将设计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通过课程安排和教学积累，建立系统化课程品牌及成果，积

极申报各类优质课程。再转化为教学资源，促进教师教学水平提高，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形成良性教学循环。

4. 进一步促进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通过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和不断摸索推进，争取更多优质项

目落地，参与创新创业赛事及实践，进一步推学生深入创新创业

实践能力，解决部分学生就业问题。

五、结语

作为新时代的教师，需要有扎实的业务能力，独特的教学风

格和鲜明的理念个性，更需要持续创新，打造自我。“一师一品”

的建设开展，使教师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学生能力得到快速提

升成长，为全体教师搭建了一个施展实践教育、提供才干展示与

交流平台。打造品牌，充分发挥名优教师在专业建设和教学中的

骨干作用，引领作用。促进教师在教学与研究上相互学习，促进

学生设计实践综合能力的提升。切实落实湖北商贸学院院的建设

任务与目标，切实提高高校艺术人才教育培养模式改革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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