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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有培养人才的自身优势，学院的师资

力量比较雄厚，开设方向全面，教学质量比较高。但是同时也

受到母校教学机制的影响，表现出多方面的发展困境。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相关的

实践活动中，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提高自身的就

业竞争力与专业实力。

1  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培养人才的困境

1.1 沿袭母校的教学机制，缺乏教育的针对性

独立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受到母校教学体系与管理模式

的干扰与影响，延续传统的教学模式，没有形成自身专业发展

的特色与针对性，学生在综合类院校与独立院校中的教学内容是

一样的，并没有凸显其独立学院的优越性。

1.2 理实一体化推进速度慢，教育机制不健全

理实一体化是当前很多职业类院校改革的重点，对于以就业

为导向的院校而言，理实一体化无疑是最符合其发展方向的改革

措施[1]。以就业为导向的独立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更应该落

实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改革方式，但是当前独立院校艺术设计专业

依然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教育机制存在不健全的弊端。

1.3评价体系单一，教师的实践指导能力缺失

评价体系过于单一就会将学生紧紧束缚在课堂学习上，而对

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评价体系中对

实践环节，竞赛机制等内容涵盖不足，学生对其来哦接不足，从

而导致了很多学生并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意识去锻炼自己的实战能

力，从而使学生的学习逐渐脱离了社会实际需求，成为了“空中

楼阁”。

2  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策略

2.1实现艺术设计相关专业课程资源创新

独立院校要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优势，加强专业课程资源创新，

将大量的与实践相关的内容引入到课程体系中，既能丰富学生的

课堂学习内容，又能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让学生更加深入的理

解教学内容，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2]。独立院校的师资力量相对

雄厚，学校要充分的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通过多个方面考核

教师的教学质量，让教师深入挖掘课程内容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提升教学质量。

2.2培养学生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创新应用能力

只有根植于群众的设计才是好的设计，只有融合了文化与民

俗的设计才是人民的设计。因此在独立院校教育的过程中，要加

强对地方特色文化的教育与引导，让学生了解文化的内涵与精髓，

以就业为导向的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
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孟凡奇
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摘　要】独立学院的成立是对一所学校专业能力的认可，但是也使其存在着原生的教学问题。要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就必须充
分的认识独立学院存在的问题，并且切实针对问题进行调整。本文结合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培养人才的困境，提出了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具体策略。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有效的提高院校的教学质量与效率，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并且全民提高艺术设计专业教
学的科学性。

【关键词】就业；独立学院；艺术设计；应用型人才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艺术设计专业应型人才培养比较研究”；课题号；19-XJ21043。

切实将设计融入到人文环境中，提高学生的艺术水平与设计能力，

为学生未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学生也只有具备了在

人文环境中提炼艺术素材的能力，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艺

术作品[3 ]。

2.3依托产教融合教学平台，以项目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

加强研讨产教融合教学平台，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项

目驱动的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力，让学生在自己适合的

项目中充分的发挥能动性，从而最大限度的提高学生的专业能

力。产教融合教学平台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

加学生的专业素养，带动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产教融合的模

式也能够缓解企业用人与学生就业之间不对等的矛盾，更加利用

独立院校的持续发展。

2 . 4 实现“双师”指导，提高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

“双师指导”是借鉴了国外职业教育的优势，结合独立院

校自身的特点而提出的改革方案。学生既可以得到院校教师扎实

的理论教学内容，又可以得到企业指导教师的实战经验分享。

这种方式不但可以有效的缓解学校教师实践能力不足的弱点，而

且可以让学生进一步的理解社会需求，使学生设计出的作品更加

贴近现实，服务社会。当前很多学生已经感受到了“双师指导”的

效果，并且通过教师不同的侧重丰富了自己的专业素养。

3  结语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要充分的

认识到现代教育的趋势，了解艺术设计与社会实践之间密不可分

的关系，积极调整艺术设计专业的的课程体系与评价机制，推进

产教研融合的进度，积极探索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让学生

能够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实现能力与素养的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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