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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地化主题下的设计调研实践教学思路探索 
李海林  王亚慧  张康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0） 

摘要：设计虽然作为一种创新活动，但也是受制于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源于调研，通过调研分析，了解到设计中的风险、

限制、和机遇，从而更好的为设计服务。基于在地化主题下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与以往我们所见的设计流程有很多的不同，需

要重构调研实践，从而更好的为教学服务。对学生而言通过在地化主题调研，不仅能传承文化、提升乡土情怀，同时也能通过深入

调研实践，提升他们的综合设计能力，为后续专业主题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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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产品设计的基础是围绕“用户”的需求而展开相应的设计，而

真正的用户需求如何被挖掘被感知，从而为后续创新性兼具实用性

的概念激发点打下良好的基础。设计调研作为设计流程中的重要一

环，学生应该掌握什么样基本技能，应该学习哪些重点内容，特别

又是基于在地化的主题下，作为专业课程老师如何高效的完成教学

任务，作为设计类学生有如何完成学期作业等方面。本文将就以上

主题展开相关论述。 

一、调研实践是设计类专业的重要学习内容 

设计调研作为创新设计重要激发点，是后续落地设计的重要基

础，是设计大类教学中的必要的环节，也是对设计类学生需要重点

培养的内容。从某种维度来说，设计调研分为桌面研究和实体调研。

就实体研究而言更多依赖线下实际场景，因为只有深入到实际的产

品使用场景中，同学们才能更多的感受到用户痛点和需求，才能更

好的理解调研的作用和意义。设计调研实践课程的重要性相比以往

教学重点的不同在于，当前社会大背景下，产品创新愈发艰难，产

品类别千姿百态，已足够多样和丰富，满足了绝大部分的用户需求。

因此想要获得更有价值的创新出发点，就需要更细致的分析用户、

分析场景、分析需求，从而才能更好的导向设计创新。在当下来说，

要做到原点性的创新可能已经不太现实，更多可能还是在进行“产

品改良”。基于笔者所在艺术与设计学院，当前设计调研课程被安

排在大二的上学期，学生对于产品初步设计流程仅有初步学习，设

计调研课程作为专业课程中的的关键环节，需要给同学们夯实基

础，才能在后续专题设计中快速进行运用，快速转化到专题设计中。

同时他们还未有良好的软件表达能力，如三维建模，产品渲染，效

果图处理等等。调研分析因此我们需要将行业分析、竞品分析等内

容加入进去，通过自选主题完成调研实践学习。从总体思路还是借

鉴“调研——需求分析——创新概念”这样的大的流程出发，以设

计需求分析为重点，初步有手绘概念表达即可。 

二、在地文化主题，是文化传承，文化创造的重要载体 

在地化是指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另一种趋势和潮流，是指调整

外来产品或服务从而适应当地文化及习惯的过程。[1]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使得我们的在地文化在一代代中被逐渐忽视，本土文化

的传播、发展往往被这些人看做对新时代的拖累。[2]特别是当前消

费背景下，以科技类、电子类产品为主的产品设计教学主流课程，

往往忽略了本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新时代背景下，本土文化虽需

要有新时代的特征，也欠缺新时代设计创新。因此，基于在地化的

研究主题能有效激发学生们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想

法。基于笔者所在学院，部分同学来自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

区，对当地的民俗、民风、民情的理解肯定也是更为深刻。如同学

有关“彝族文化的文具设计发展研究”、“苗族文化的儿童玩具调研”

等主题。通过这种主题的调研，其调研成果不仅在课堂中能更好的

与其他同学交流互动，也更能让学生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增强他

们的民族自信，民族认同感，同时也为自己民族文化的再发展贡献

设计的力量。其次，从教育的角度，地方高校有责任也有义务对于

在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再者在地文化的发展也是

高校艺术教育与文化碰撞的最好切入点，也是教学教育工作中的良

好契机。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的文化基点，是民族文化

遗产传承和创造发展的主体，他们的参与和关注不仅是传承，更是

创造。[3] 

三、结合在地资源，扩展课题思路，提升学生爱国爱家乡

的深度情怀 

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的十六大提出

“壮大县域经 济 ”，我国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持续做好“三

农”工作作出历史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县域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当前，伴随脱贫攻坚任务目标的如期完成，“三农”工作重

心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4]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

课堂内到课堂外，都要时刻从人民出发，从基层出发，既是时代大

变革下的机遇，也是培养学生们爱国、爱家乡情怀的良好契机。让

学生秉持初心，用知识改变家乡，践行着新时代大学生实现自我价

值和国家命运深深绑在一起的情怀，让设计为家乡出力。从笔者所

在学院以及当前同学们的具体情况来说，有的同学地处川南某乡

镇，正在大力建设农家乐，有桃子、柠檬、芒果等相关产业正在发

展，那笔者就建议同学，以家乡为基础，从农家乐乡村旅游出发，

进行相关产品的调研，聚焦农家乐消费人群，消费行为等方面，从

农产品包装，到品牌设计、运营推广战略等角度进行调研分析，从

而进行相关产品设计。其最终报告成果和内容输出给到了当地乡村

相关领导，得到了一致的好评。从此次教学的过程可以看出，不光

便捷了学生的调研取材，同时也结合了当地特色，并能让学生感知

这个时代，更加热爱家乡，为家乡建设出力。另一例子，有同学家

人本身就是种植猕猴桃、草莓等相关经济作物，那这样的实体调研

取材更为方便，从教学这方面来说，不仅能更好的完成实体调研任

务，也能让同学跳脱出已经非常熟悉的环境，站在创新设计的视角，

重新审视已经非常熟悉的环境，站在设计的视角，洞察更多的问题，

进行调研和探索。此份作业在最终报告中呈现的包装设计有了很多

的亮眼创新点。 

四、课程教学前置能有效辅助教学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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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品设计调研课程而言，我们可以把设计调研课程总体来

说可以分为“理论教学”和“调研实践”两大部分。从调研方式来

说，又可将其分为“桌面研究”和“实体研究”两种调研形式。我

们知道，一次完整的设计调研基本任务包含了：主题拟定、课题任

务计划表、竞品分析、行业分析、访谈提纲撰写、观察/用户定性访

谈、用户调研问卷、数据分析、创新工作坊/概念创意、报告撰写，

这些部分。 

那么依据在地化主题调研的课程背景之下，在调研课程开始之

处，需要对课程进行总体的规划，需要将调研课程中的理论部分放

在前一学期中进行。完成教学后，让学生可在假期基于在地化主题，

完成实践调研的部分，同步进行线上辅导，及时指导相关课程问题。

待下期返校后，进行课程汇报，完成课程教学，如图 1 所示。同时，

学生也可灵活多样的调研方式来丰富调研内容（如本文第四部分所

述）。从而能将同学的学习激情激发出来，也能有效的完成课程相

关内容。 

 
图 1 

五、灵活多样的调研手段丰富调研内容 

当下网络资源已足够开放和丰富，如何能更好的利用好网络资

源，辅助教学展开桌面研究，特别是基于用户使用体验的调研，以

下介绍几种思路和方法。 

可以从社交媒体类、电商类、互动娱乐类媒体平台出发，比如

从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新闻、公众号等平台，有关产品或

者用户会主动发表一些使用感受，使用体验等相关内容，同时也可

通过评论区找到其他用户的评价、反馈等信息。部分平台还可通过

评论区联系到相关用户，不仅获知到了用户的评价，也是获取深入

访谈用户招募的重要渠道。这样的方式不仅能精准定位消费者，同

时还能初步获知他的态度和意见。 

行业研究的资料主要通过艾瑞咨询、清博大数据、各公司官网、

京东、天猫等网商平台等，都能获取到不少二手资料。 

同时可以通过朋友、朋友的朋友、亲友等渠道，去找一些照片，

或者帮忙拍摄一些照片，和他们聊一聊体验感受等。通过网路平台

发布的售卖信息，找寻更多的店家，通过一定的话术让店家与同学

之间产生沟通，也能获取到不少调研信息。通过以上多渠道方式能

有效完成相关调研内容。 

六、关注实时热点，提升学生设计敏感度 

近年来一直被抑制的旅游热情未能得到缓解，导致短途的城市

周边旅游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城市周边的露营真是一地难求，成了

这个春天最热的话题。不少人选择户外“微度假”的方式休闲放松。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露营旅行订单较清明假期

大幅增长 5 倍，“90 后”“80 后”人群占比达到了近九成。[5]与时代

同频共振，与时事热点为激发点，激发学生进行产品创新。通过热

点事件与产品设计相结合，拓展设计课题思路，训练学生的设计敏

感度。例如引导学生关注露营产品设计，例如天幕、拖车、折叠餐

桌椅等产品设计都是值得推敲的主题。因此，如何结合实时热点事

件，基于热点事件发散主题思路，关注该主题思路下的产品设计，

从而为教学工作带来突破，同时也提升了学生们的设计敏感度。 

七、课堂教学主角转移，注重过程而非结果 

小组形式的教学模式当下被多数老师所推崇，名曰能提升学生

的团队协作、相互配合等方面的能力。但是具体在某些教学环节中，

其实存在多方不协作，不出力的情况出现，也会导致教学水平偏低。

如何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唤起学生自律的学习状态，是在这种

以小组模式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本次教学中我们采

用创新工作坊的方式嵌入创新设计阶段。让同学们以自己调研的资

料为背景，通过用户关键活动的方式进行资料整理和分享，与同学

们进行课堂互动，小组间进行用户洞察梳理，让结果在为自己服务

的同时也为其他小组出力。并且在进行概念创新阶段，在教学过程

中需要规定每一位同学必须出具三个设计概念点。通过这种或主

动、或被动的教学流程组织和教学模式设计，不光激发了同学们的

自主性，也激发了互助性，让教学的过程的主角真正的交给学生，

让学生成为课程的主力驱动的一方。客服了不少团队协作中的不出

力、不参与等问题。图 2、图 3 是课堂中同学们在进行创性工作坊

的用户关键活动梳理，并进行用户洞察的讨论过程。 

 
结束语： 

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一直被世人所检验，特别是在调研课程教学

过程中更凸显其重要性。只有清晰的认知客观世界之后，才能有效

的进行主观的产品创新。基于在地化主题下，如何进行教学设计、

规划教学节奏，学生课题选择等其实都是给我们提出了更多的挑

战。本文也就在地化主题下的调研教学过程中给出一定的建议，在

新时代背景下辅助教学能更好的完成，同时也能让学生更好的参与

其中，学习到更多的内容，为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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