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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扩招背景下四川省高职院校艺术设计学生来源分析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我们要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
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
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继2019 年
高职扩招100 万之后，高等职业院校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国家
关于高职教育的重要举措，将为我国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而考入高职的学生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数十年的艺术设计发展历程中，艺术设计类学生来源中多
数来自于城镇家庭。在知识面的广度上，城市学生更具优势，
性格更为开朗，善于沟通。而随着高职的扩招，许多新开办的
高职院校，学生来源为偏远的甘孜、阿坝等少数民族地区。他
们的特点是吃苦耐劳、坚韧执着，内心纯真，但不太活跃，羞
于表达，做事的主动性稍差。学生缺乏对艺术设计专业的充分
了解。许多学生考入某所高职院校，选择艺术设计专业，是基
于自身的职业规划选择的比例极低，仅有小部分同学是因为自己
的兴趣爱好，或者听说该专业将来好就业，或因为觉得学起来
更容易或者大学调剂等诸多原因。这就导致许多学生对艺术设计
专业能力所对应的要求和就业前景并不十分清楚。

2  时代发展促进数字媒体变革，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改革探索已迫在眉睫

信息时代的特征是高速度、大容量，对艺术设计提出了新
要求。依托计算机所建立的强大数据库内容越来越丰富，而作为
艺术设计的工作者，拥有了更多可参考素材。国内也有我图网、花
瓣网等素材库，还有如火星时代等设计资源较为集中的社区。如
何从程序化中的大量数据库中提炼精髓，从形态各异的数据化资
源和中寻求一条获取灵感的路径。将是学生必备的学习技能。丰
富的艺术设计类资源为学生拥有广阔的思维路径提供了可能。艺
术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必须做出调整和改革才能适应信息时代
的要求。

3  高职院校如何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困局
基于高职教育为地方服务这一职能。艺术设计如何与地方文

化相融合，成为许多高职院校的难题之一。如今的高职教育，学
生很大比例来源为中职学校学生，知识底蕴较为薄弱。对中国历
史发展脉络尚不十分清楚，对地方文化更是缺少了解。教师也应
积极思考，基于学生目前的情况，如何做好产学研相结合，解决
如何服务地方的困局。

4  基于以上高职扩招背景下的生源情况和社会发展变化，
对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做如下探索

4.1从宏观上建立起高职学生未来的工作体系认知
职业院校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终身学习能力，促

进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在职业教育课程理论中，无论是俄罗斯
制度，MES课程理论、CBE课程理论，还是学习领域课程理论。其
核心观点都较为一致，那就是以对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分析为基
础来设计课程。与本科教育存在的其中一点不同，则是从相对应
专业的工作体系中而不是学术体系中获取课程的形式和内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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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之后，高等职业院校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国家关于高职教育的重要举措，将为我国提供有
力的人力资源支撑。而考入高职的学生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信息时代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大数据时代，也对艺术设计教育提出了
新的要求。高职教育如何与地方文化相融合，如何服务地方经济，也成为许多高职院校待破解的难题之一。本文旨在探索，扩招后
的高职教育，结合以上需求，如何更好的进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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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催生了的新生活方式，艺术设计不仅是思维创新、技
术更新，更是审美引领。

工作体系的认知来源于实地调研。学校教师应对传统的艺术
设计类院校进行调研，学习传统艺术设计院校的优势。也应该走
进企业进行调研，了解最前沿的艺术设计需求。从经济发达的北
上广深，到就近的川渝两地等新一线城市。以广告公司、出版社、
互联网公司、家居公司等作为蓝本，进行广泛的调研。建立起最
新的工作体系认知，了解学生三年后可能从事的岗位。结合工作
体系分析，分析学生必备的技能，进行人才培养探索。

4.2提升学生地方文化认知，为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艺术设计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増长应运而生。国际经济

的繁荣，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艺术的审美成了经
济社会的核心竞争力。而基于高职院校与地方的紧密关系，需加
大对本地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通过教师教育使学生具有服务
地方的意识，使培养的学生适应地方需求的人才结构、素质等。

介于高职扩招背景下多数孩子来自农村，知识面狭窄的情况。
而要做出好的设计，需对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文化资源是艺
术设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与社会、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
联系，因此艺术教育不仅仅是单纯的技能技巧训练，同学也是对
文化的学习。然而中国的文化博大而精深。从哪里切入更好?自然
是从地方文化了解更好。高职院校应当了更多的走出校门，与地
方政府进行深度合作，为学生寻求长远发展目标。建立起能够适
应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课程标准与体系。艺术设计教师首先应
率先熟悉地方文化，引领学生领略地方文化内涵，为学生树立文
化自信。

5  结束语
随着高职教育进一步释放红利，生源情况变得更多元化，

从以前单一的高中毕业生变为了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
为主，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多种人员相结合的模式。艺术
设计教学应根据生源特点，加强顶层设计，改革人才培养方案，灵
活组织教学。基于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内涵，深厚的民族文
化、地方特色是城市发展内涵。如何将这些课程渗透到设计基础
教育中，如何有效的深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积极探索。同
时，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人工智能时代也已经开启。艺术设计
是与社会的文明程度、信息学科发展紧密相关的。信息技术催生
人们生活方式改变，艺术设计表现形式和手段也应顺应时代潮流
进行调整，教师更应立足学生实际，促进教育方式的转变升级，优
化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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