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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 3.0 时代大学生艺术素养提升的实践路径研究

——环境设计专业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实例

汪行雨

湖北商贸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本文是对湖北商贸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环境设计专业 2019-2020 学年毕业设计的记录与思考，针对目前环境设计

教学的一些缺陷，以数字中国 3.0 时代作为背景，提升大学生的艺术素养为目标，分析当前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教学改

革的方向和具体做法，探讨实践路径中获取的成效和有效成果，同时探索了协同社会资源，创新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机

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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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数字中国”，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系统总结以往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实践经验、科

学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规律基础上做出的最新论述。所谓“数

字中国”，通俗地讲，就是数字技术在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

广泛应用及其发挥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期，

在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的过程中，设计创新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它正在以独特而坚定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生

活。为了拓宽设计的应用面，提升环境设计专业学生综合的

艺术素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多元表现能力建

设的初衷是使多元表现能力成为环境艺术与设计专业毕业

生就业的垫脚石，把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送入新时代。其中

毕业设计是体现专业教学理念与成果的最终实践环节，对考

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 教学实践路径

工作室教学模式是湖北商贸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的特

色教学模式，在毕业设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需要引

导的更多的是设计思维层面的创新，将地域文化资源及文化

底蕴重新审视，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助，了解受众的审

美情趣，从而设计出满足文化创意的环境及产品。在动手实

践方面，确定市场为指导方向，结合时代发展，使学生契合

市场的需求。

（一）提升软硬件设备，使用智慧教室开启多维教学，

双管齐下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对社会运行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

带来的一系列变化，2019 年暑假，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学楼

进行了智能化教室的全面升级。新学期开始，以工作室导师

制度替代传统教学。将思政育人、教学科研融为一体，打造

全新的特色教学模式。在毕业设计的课堂教学中，本人引入

最新科技手段，建设具有示范化效应的新型教学手段和教学

方法为主体的课改体系研究。智能课堂、混合课堂、大型开

放式课堂等多种教学手段的混合教学形式，改变了传统的课

堂教学模式，提倡多思多做的教学手段，鼓励学生的自我反

思和自我解决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向主动思考，提高

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拜访抽象艺术大师，寻找设计灵感

为了能让学生亲身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并从中得到设计灵感，笔者特带领学生拜访抽象艺术大师汪

京元，透过他的作品，使学生在意识层面得到真正的启发。

汪京元 2000 年到湖北美术学院研习油画，此后的 20 年间，

他一头扎进抽象绘画里。近年来，他在抽象油画的基础上，

对水墨抽象进行了系列化的探索，在完善这一体系后，又将

水墨抽象的艺术感悟运用到书法之中。于是他打破一切原有

中锋用笔的书写惯例，采用扁锋、逆锋以及转锋等不择手段

去表现，极大的丰富了书法语言的表现性。（如图 1 所示）

图 1 汪京元作品《梦》

汪京元历经 40 年的磨砺和感悟，对书法进行了认真而

又大胆的创新，创建了自己独特的意象书法，成为我们这个

时代名副其实的当代书画艺术先锋。

学生在拜访大师的过程中，通过参观大师的作品，聆

听大师的指点，得到了诸多感悟和设计灵感。设计作品《月

之森幼儿园》本着遵循“以幼儿群体为本”的设计理念，努

力将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碰撞出创新思路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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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幼儿园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传统吉祥文字元素中甲骨文

“月”的启发，“月”凝聚着中华民族深厚可贵的生命感情

和审美感情，亦是人们对生活幸福的向往。而甲骨文作为承

载古老文明智慧的符号，设计灵感便由此诞生。

方案的外建筑立面设计极具创新，根据其服务的对象

和需求，渲染出了既充满现代感，又不失中国特色的形式美。

其材料的选择上也是运用防腐木色栅格做出枝干的特点，充

满生机。

（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毕业设计选题当中

环境艺术最重要的词是“艺术”。艺术是物质与美的

结合，是一种比较完美的协调补充。中国传统文化环境艺术

的设计重点是充分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提高环境之间的

高度匹配度。为了增加设计应有的内涵，拾起民族文化，提

升大学生的核心艺术素养，本次毕业设计合理配置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比例，整合教育资源提升传统文化的受众面，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巧妙地融入毕业设计的教学过程当中，使

其得到良好的传承作用。

设计作品“字愈”就巧妙地运用了中华传统元素书体

中的篆书与城市广场的结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

化建设的普及，城市空间普遍呈现出缺乏特色单调乏味的特

点。在“字愈”的设计中，基于篆体的形态特征对“上善若水”

四字进行转换和扭曲，使其与太极的形态完全融合，这样城

市广场与篆体元素就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阴阳两边墙分

别采用石材镂空和风动幕墙，边利用石材镂空打造出丰富的

光影效果，右边墙利用风动幕墙来反射广场的生态环境，因

风而动，飘逸多彩。这个设计的重点是以人为本，运用现代

化的方式来继承和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人们从环境中

汲取传统文化和获取生机。道家文化和篆体文化二者相互影

响，有利于两种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起到继承和发扬传

统文化的作用。

（四）结合专业竞赛开展毕业设计

对于设计实践中常见的常规设计课题，可以结合自己的

思维提出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其创新之处在于解决问题的思

路、角度和变化。选择这些课题需要广泛收集现有的研究成

果和相关案例，提出有价值的见解，避免重复现有的研究成果。

设计作品《觅云巢》就是在传统建筑中寻求突破点，

在此次设计中将传统建筑进行拆分与重组，寻找它们之间有

机结合的可能性。区别于传统的闭合建筑，此作品大面积

的使用玻璃幕墙的形式，使传统木质结构可以直观的显示出

来。本案以“云、帆、檐”等元素进行发散思维的联想，形

成斜置片状玻璃表皮顶，使整体形象突出，地域景观表达完

善。区别于传统酒店民宿设计本案中设置了大量公共空间，

不局限于居住功能，希望这个空间的休憩、娱乐功能被放大，

让人们在室内可以倚靠窗边看云卷云舒，形成可持续循环的

良性发展，对木质元素的创新传承运用是本方案的亮点，最

终入选了第九届“为中国而设计”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 

（五）重视毕业作品展示

毕业设计作品展是艺术类学生离校前的重要交流活动，

也是大学四年专业设计实践能力和知识积累的集中展示。在

本案例中，毕业季正处于疫情控制期间，缺失了在线下集中

进行展示的机会，学院对优秀作品进行了线上展示，部分作

品展示在亚洲新生代作品上予以流动展示。能够让观者足不

出户，在三维互动中了解、感受学生的作品。

作品在网络展示的过程中能够增强学生自身的成就感，

并作为就业路上的有效例证，实现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三 效果与反思

本案例在毕业设计教学上改革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

此次教学方式深受学生喜爱，更重要的是学生深切体会到古

代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把传统思想变为优势思想教育资源。 

本案例中的教学成果颇丰，学生黄沁、周婕的作品获

得 AACA 中国区·第四届国际环保公益设计大赛银奖，学

生王依蕾、石思唯、陈若兰的作品获海峡两岸国际艺术年度

奖银奖， 学生王欣梅、贺可、刘晓文、林文婷、张沐风、

熊汐、陈成获第五届“包豪斯奖”国际设计大赛优秀奖。

这一段毕业创作旅程对学生们来说，体验极致，终生

难忘；对老师们来说角色有些转移，除了学术把关、设计辅

导，还需要整合调配资源、给学生做心理建设。在数字中国

3.0 时代浪潮的席卷下，毕业设计教学要有所创新，则需要

在几个方面上有所精进：①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工业化加

工和机械化加工，迈向数字化应用；②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从一间教室就是一座学校，到一座学校就是一间“教室”，

最后整个社会就是一间“教室”。最终探讨的是在技术全球

化的趋势下，如何因地制宜留存文化基因得到可持续发展。              

四 结语

数字 3.0 时代成为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为环境艺术设计

的多维表达建构提供了可能，教育理念、课堂环境、教学模

式及学生艺术素养的提升都在这场变革中获得了发展。以毕

业设计的教学实例作为出发点，通过对环境设计专业的现状

分析和总结思考，笔者在授课方式方法、实践路径和创新人

才培养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希望对相关环境设计专

业的教学和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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