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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殷乐希

（南京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要求已经并不局限于基本功能，更为注重环境对于人内心的影响。中国传媒大

学通过开展光影空间艺术专业，旨在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环境设计人才，让这些人才为社会的发展创设出更具有表现力、感染力

以及创造力的人文生活环境，进而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笔者注重从光影空间艺术专业的特点以及培养策略两方面

论述此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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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培养人才的目标是真正打造应用型以及研究性的

人才。在环境艺术类人才的培养过程中，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

方向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培养研究型人才。这部分人才可以

在高校进行环境艺术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第二，打造应用

型人才。这部分人才主要满足社会的需求，从事建筑设计、城

市环境设计以及园林设计等等工作，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可以

解决较多的环境设计中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光影空间艺术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的角度简介上述内容。

一、光影空间艺术专业特点

（一）设计此专业的目的

本文从社会发展以及教学内容两方面论述设计此专业的目

的：从整体社会发展方向而言，中国传媒大学为了弥补我国在

本专业的空白，适应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并推动旅游文化产业

的发展，设置此项专业。从具体教学内容而言，为了培养高素

质的环境设计人才，中国传媒大学以原有的视觉艺术为基础，

运用多种方式（比如影视、灯光以及装置等），真正增强学生

环境规划能力，即城市夜景、文旅目光项目、建筑景观照明、

城市空间灯光设计等，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为后续专

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必要的师资后备力量。

（二）此专业的学习科目

此专业需要学习多种科目，具体包含以下内容：舞台灯光

设计内容、室外光环设计内容、光线语言导读、建筑光环设计、

光装置艺术、城市光环境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部分内容的

学习过程中，教师以工作室为实训场所开展此部分内容的授课，

注重以学生的主观意愿以及具体的学习优势为依据，为学生提

供就业方向引导，促进他们专业能力的增强。

二、培养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的策略

（一）以社会需求为前提开展人才培养

竞争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又是提升高校人才就业

能力的重要“催化剂”。为了增强高校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

的竞争能力，提升他们的岗位胜任能力，高校需要制定适应社

会发展的人才培养计划，并在实践中可以借鉴以下几点：借鉴

点一，开展对人才需求的预测。高校以及教师可以根据社会发

展的趋势以及人们的审美方向，“因需”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

方向。借鉴点二，开展人才需求调查工作。高校及教师可以开

展深入调查工作，调查社会中环境艺术方面的薄弱环节、企业

用人要求等，并以调查的最终结果为方向构建相应的人才培养

模式，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借

鉴点三，兼顾学生的专业知识与责任意识。在了解了社会对环

境艺术人才的需求方向的同时，教师在教学中需要落实“打铁

还需学生专业能力硬”的原则，真正夯实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

拓展他们光影空间艺术方面知识视野的同时，增强学生的职业

素养，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向社会提供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环

境设计人才。

（二）构建系统性的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培养策略

光影空间艺术专业设计的内容较多，而且各个内容之间具

有较强的交叉性、渗透性。对此，高校教师在开展光影空间艺

术专业教学中需要结合此门学科的特点，构建出具有系统性的

人才培养模式，在拓展学生专业知识面的同时，以学习知识为

载体增强他们思维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让他们从更高的维度进

行相应项目的设计，打造出具有综合性的高素质环境设计人才。

（三）搭建具有特色性的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本文中的特色性人才培养模式注重结合各大院校的自身优

势，专注于进行某一方面的人才培养，旨在增强光影空间专业

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在具体构建人才培养模式时，高校需要了

解本校的教学优势，以建筑类专业为例。高校可以以建筑行业

为本校的光影空间艺术专业培养特色，并注重深入研究建筑光

环设计、城市光环设计等，并组织学生参与到实际的实训过程



1832021 年第 3 卷第 08 期 育人不倦

中，真正拓展他们的设计视野，增强学生思维的创造性，打造

出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四）培养光影空间艺术专业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有利于增强学生设计作品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在进行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师需要重视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通过多种形式增强学生思维的发散性、

迁移性以及整体性。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独

立思考能力，让他们进行相应作品的设计，并在此基础上，组

织学生之间进行探讨，让他们从其他同学的角度思考作品，拓

展学生的思维视角，甚至是引起头脑风暴，增强他们思维的创

造性。此外，教师可以引入全新的艺术设计形式，打破学生固

有的艺术设计思维，增强他们思维的多元性。

（五）构建开放性的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开放性的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模式指拓展此专业知识的

外延，融入更多学生感兴趣，且具有实用性的课程，并开展相

应的教学指导，最终达到构建高素质环境设计人才的目的。在

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对与光影空间艺术专业相关的知

识进行整合（比如摄影、油画以及雕塑等），打通这些知识与

此专业的连接，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与此同时，教师可以让

学生以个人的兴趣为依据进行课程的选择，让他们真正从内心

热爱的角度出发，设计最为感动个人内心的艺术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需要充分让学生融入此部分内容的探

究中，并克服传统教学内容的弊端，即克服原有的“为了理论

教学而教学”的心理，真正构建开放式的授课模式，即处理好

学生钻研学习以及指导教学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开放性模式

的构建中，教师需要提供开放式的学习空间，让学生独立去钻

研感兴趣的知识点，培养他们的原创精神，真正让学生在艺术

设计的过程中回归个人设计学习的初心，打造出具有表现力和

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在学生探究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进行相机

性指导，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突破个人的原有设计思维意识，

从更为多元和立体的角度进行此部分内容的探究，让他们设计

出更有个人价值、适应社会发展的艺术作品。

通过融入开放性的课程内容，以及构建开放性的空间，教

师在激发学生学习能动性的同时，让他们真正用心学习知识、

创作作品，并在接受教师的指导过程中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

最终构建出具有开放性的人才培养模式。

（六）构建实训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的培养在于实际的训练。学生在训练的过程中可以充

分锻炼个人掌握的光影空间艺术专业知识，检验个人的知识漏

洞，增强个人的综合实训能力。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高校教

师可以尝试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构建相应的实训基地。学

校可以定期申请相应的资金进行光影空间艺术专业课程实训室

的建设，比如构建多媒体实训室等，为学生提供实训场所。与

此同时，教师需要注意实训场所的维护，制定相应的打扫制度

以及实训设备维修机制，真正为学生的实训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开展实训。以建筑类的光影空间艺术设计为例，在此部

实训过程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展相应的实训课程：第一，

掌握知识。教师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设计知识，比如设计形式美

法则、设计语言等，让学生在掌握点、线、面等基础技巧前提

下，进行相应的设计。第二，开展实践。教师可以提供相应的

实训样板间，让学生从本专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此之后，教

师可以让学生充分运用提供的材料，并结合样板间的设计，进

行光影空间艺术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训的过程中，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多媒体进行相应设计的预设，并将其运用在

实际的设计中，真正锻炼学生的整体思维意识以及实践操作能

力。通过开展实训课堂，教师让学生运用实训条件进行相应的

设计，最终达到提升他们实训能力的目的。

总而言之，在开展光影空间艺术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教

师需要找到与学校客观环境向融合，与个人实际教学能力相符

的人才构建模式，并真正从行业发展趋势的角度进行相应课程

的授课，最终达到为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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