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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创意与设计的发展 1

台湾地区的创意与设计截至目前已经历了数十年的

发展。特别是在上世纪中叶，台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台湾地区的工业生产制造，同样也刺激了台湾创

意与设计产业的教育教学发展。随着近几十年的发展，

台湾地区已培养出了一批有一批具有高度职业素养的创

意与设计人才，为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而

这其中，也伴随着台湾地区对创意与设计教育教学的思

考与反思，也因此让台湾地区的创意与设计教育教学逐

渐成熟化。

台湾地区的创意与设计教育教学的快速发展，另一

方面也得益于台湾本土化的产学研一体化教育教学体系。

台湾地区的创意与设计教育教学非常重视专业学科知识的

落地化应用，鼓励院校与企业进行深入式的项目合作，让

企业获得院校的创意与设计，院校获得企业的专业知识指

导，两者捆绑实现共赢。这种产学研一体化教育教学体

系，让台湾地区的创意与设计逐步形成了本土化特色，特

别是在文化创意产品、动画影视、平面视觉等细分领域都

得以体现。其中，台北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可作为台

湾地区文化创意与设计本土化特色的代表，如图1：

图1　台北故宫小乾隆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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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创意与设计教育教学的思考

笔者曾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台湾进行创意于设计教

育教学的学习交流，并分别参访与考察了台湾 KJ 大学、

TW 大学、台湾 DT 大学、台湾 DH 大学、台湾 DJ 大学、

台湾 ZL 大学、台湾 FG 大学等 8 所院校的创意与设计院

系，了解台湾地区高等院校的教学环境教学设施和教学

理念的异同。并通过与台湾地区创意与设计专业方向的

教师的交流和沟通，进一步加深了对台湾地区创意与设

计教育的理解。

另外，笔者也在FG大学进行了相关创意与设计课程

的旁听和学习，分别包含有：廖志杰老师的《创意思考》、

张维昌老师的《产品与媒体设计》、罗光志老师的《产品

与媒体设计》、张志升老师的《商品设计案例研讨》、罗光

志老师的《视觉传达设计》、古京让老师的《材质体验设

计》、廖志杰老师的《互动界面设计》等7门课程。

基于以上对台湾地区创意与设计院校的实地考察和

调研，以及对台湾大学创意与设计的教育教学方式与方

法的交流和学习，笔者针对台湾地区的创意与设计教育

教学形成了以下几个维度的思考，归纳分析了台湾设计

院系教育教学的特点和可借鉴之处，为中国大陆相关设

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课程设置的特点

台湾 FG 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在大一大二基础

课之后，就会进行专题设计课程的学习。专题设计是综

合能力的培养，通过不同的项目的多次训练来提高学生

的专业能力。笔者在台湾 FG 大学旁听的《产品与媒体设

计》是专题设计课程，总结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多老师共同承担专题课程

专题设计是一门实训课程，在第一周的课程中着重

讲述理论和方法，之后的课程都将由学生主导自己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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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课程老师则针对学生逐一指导，共同探讨设计修改

意见。笔者参与的这门课是两个老师共同上理论课，然

后各自指导一部分学生。但当指导过程中产生疑问的时

候，双方老师又会交叉提出各自的建议，这样可以多方

面多角度的帮助学生理解自己的设计。同时，也给予了

学生足够的自由和自我判断的空间，决定自己应该采用

哪些建议。期中，课程老师们也会请来业界的设计师，

从企业实战的角度去给学生提出建议。

2. 共同打分制的期中和期末都汇报成果展

台湾 FG 大学的课程注重学生的汇报和成果展览，每

门课程都有期中汇报和期末汇报，期末汇报会有展览和

答辩。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展览和答辩是非常严肃和

认真的事情。要求学生正装出席，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阐

述设计理念。评委老师也会根据学生作品以及答辩表现

进行评分，最终取多名评委老师的平均分。另外，评委

老师团通常是由院校老师以及从业界或企业请来的专家，

以此从多角度多方面给学生提出建议。

图2　佛光创意与设计课程汇报展

3. 课程实践内容来自企业和比赛　多方面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力

产品专题设计课程为实践性和综合性较强的课程，

一般一个学期会有两个作业。其中一个作业来自于企业

的项目，通过跟企业合作，目的是将课程成果转化成具

有商业价值的真实产品。学生在将设计方案向市场真实

产品转化过程中会了解企业需求和市场需求，工艺可行

性和成本，让设计方案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落地的可

行性。第二个作业是参加设计竞赛，设计竞赛考验的是

学生的创新能力，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人类未来的思

考等等，学生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做出大胆的尝

试，提出自己的概念，多对设计未来的探索。两个作业

的属性不同，可以锻炼学生多角度的思考能力，同时对

学生的学习动力具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

（二）教学方式的特点

台湾 FG 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的上课方式也具有

其特点，笔者归纳总结了以下几点思考：

1. 人性化的选课体验　课堂上体现对每一个学生的

关怀

对于专业选修课，大部分台湾院校课程开始前两周

为试听阶段。学生不喜欢或者感觉不合适可以重新选择，

课程开始第一周会发课程资料。有些课程会让学生填写

“学生个人信息表”方便老师了解学生的情况，信息表

内容有“兴趣爱好”“未来方向”“目前困难”等等，让

老师多方面的了解学生。

2. 重视学生的自我表达　让汇报具有仪式感和严肃感

对于一些理论课程，教师非常注重学生的个人表达。

前面几周老师讲，后面几周学生讲，共同分享学习的收

获。学生汇报之前提前抽签决定汇报顺序，让学生感到

公平的同时，也增加了汇报的仪式感和严肃感。

3. 注重礼仪与品德教育　师生相互尊重关系融洽

台湾很注重人文关怀，台湾 FG 大学很注重品德教

育。笔者所参与的课程班级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

融洽，教师给学生足够的自由和尊重。师生关系非常的

轻松，这也与台湾注重人文和品德教育离不开，学生可

以保持自己的个性，但是也懂得彼此尊重。

4. 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辅助教学

在教学方式上，台湾地区的教育也非常注重利用

互联网。在课程成立的同时，老师会成立一个该课程的

Facebook 群，在 Facebook 课程群中上传教学资料，学生

也上传作业到 Facebook，通知消息都会在 Facebook 课程

群中通知。Facebook 有很好的便利性，工具的使用更具

有开放性和直观性，比如学生上传作业了之后，群组里

的老师和同学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作品，同时也可以在

作品下面留言和评论，为资源的共享和师生间的交流增

加了很多便利。

（三）教学环境的特点

1. 校内教学环境

以台湾 FG 大学为例，FG 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系设

有展览区域，展示优秀学生的作品以及每一门课程的作

业。同时，也有一个信息布告区域，布告栏和桌子上有

“近期各地区的展览信息”“近期各种比赛信息”“学院

课程表”“院系介绍”等内容。信息布告内容集中，且布

告区域离教室也很近。其中“近期的设计展览和设计活

动”“近期各种比赛”等信息持续性的公布，不仅可以集

中传递设计相关资讯，也可以引导学生有效地利用课后

的时间，营造了良好的校园创意与设计氛围。

2. 校外教学环境

台湾地区的创意与设计教育教学环境，除了重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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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教学环境的营造之外，也非常重视创意与设计产业的

外部环境。台湾地区有着很好的文化创意产业环境，从

政府机构到企业再到大众个人都重视文化与设计。另外，

台湾地区也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甚至在大学的课程中

也专设了知识产品的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意

识，让学生明确知识产权的申请方法和流程。

（四）校园文创产品研发的特点

笔者去台湾 KJ 大学参访期间，该校的接待人员为我

们参访的访问学者每人准备了一件小礼物——由该校产

品设计系同学所设计，并批量生产的折叠便携式水杯。

台湾创意与设计院校非常注重设计的成果产出，设

计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头脑中的概念，而更要把概念实现

出来。所以很多台湾院校有自己的产品研发中心，由院

校教师、学生和企业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研发团队会

致力于将优秀的概念设计转化为落地生产的产品，并推

向市场。这样的创意与设计教育教学方式，不仅调动了

学生的设计积极性，也增加了学生和教师的实践能力和

设计经验，加深对材料、结构以及市场的了解。

三、结语

以上是笔者在台湾访问交流期间，调研分析了台湾

地区创意与设计教育教学，并以台湾佛光大学为例，归

纳出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学环境、校园文创产

品研发等多维度的教育教学的特点。并以此成文，为中

国大陆相关设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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