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40 

家具设计与文化在环境设计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赵伟  孙艳萍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牡丹江  157011） 

摘要：依托于环境设计专业教学实践为背景，将家具设计与文化植入到环境设计实践教学与毕业设计创作中，针对专业教学、

实践以及创作设计中所赋能的家具文化进行分析。依据家具设计在教学中的创新，家具文化在毕业设计创作中的引导，逐步探索出

较为前沿的环境设计教学实践体系，基于设计教学实践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并且利用家具设计与文化在教学中的新视角、新思路

构建实践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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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设计专业教学中，针对家具或是家具艺术在专业教学实

践中，常规教学主要基于空间设计基础之上，并未形成相对独立的

实践教学环节。家具设计与文化在环境设计教学中，尤其在毕业设

计创作实践中，相关的教学实践与探索相对薄弱，家具设计更多依

托于工业设计、产品设计专业进行相对独立的设计创作与实践，因

此，家具设计与文化在环境设计专业教学中并未进行较为深度的教

学实践尝试。 

一、家具设计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实践比较具有针对性，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性具有较为重要的课程设置意义。艺术设计具有广泛的实践价值，

专业设置本身就是要解决实践、实用，处理社会实践中存在的实用

性问题，是建立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应用问题的逻辑思维之上

的应用型专业。家具设计在社会的应用较为广泛，是最为普遍性的

设计应用行为。工业设计、产品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中，家具设计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教学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设计专

业中，家具设计同样占据较为重要的实践教学作用。 

家具设计相对应的主要为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等专业，在教学

实践中，主要针对实践设计与应用设计为前提，进行符合社会生活

中所需的工业产品、家居产品等。然而在环境设计专业教学中，家

具设计主要进行教学实践的辅助性教学，实践创新与实践教学主要

依托于环境设计中的空间设计与空间陈设，教学与实践方面主要针

对室内空间陈设与布置。现代家具设计创新主要是围绕空间的转换

与变化进行，因此，家具设计在环境设计教学中具有较为前沿性的

教学实践意义。例如在室内居住空间设计中，家具设计的要素主要

针对居住空间的舒适性、实用性以及审美价值进行创新与实践；在

公共空间设计中，家具设计的要素主要针对公共空间功能、布局以

及色彩搭配与设计搭配进行实践与应用设计。在未来的“城市家具”

配套设置建设中，家具设计的教学实践具有更加前沿性的教学作

用，也是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之一。环境设计专

业中的家具设计教学更加具有实验性与实践性，是未来家具设计拓

展教学的主要方向，提升学生专业素养与实践经验更加需要家具设

计教学的辅助与支撑。在专业教学与社会实践诸多方面，如何提升

设计教学质量，提高教学实践环节的应用性，增强教学中家具设计

产品的成果应用等，环境设计专业教学需要进一步将家具设计进行

统筹设计与教学实验。 

因此可见，家具设计不仅仅是单纯的教学实践环节，从学科教

学与专业教学的视角分析，家具设计可以用更好的辅助环境设计专

业教学，增强环境设计在室内外空间设计的应用性教学，对专业学

生的实践经验积累与操作具有较好的实践教学补充，家具设计应用

可以在教学中补强教学实践。 

（一）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传统教学课堂教学方式的逐渐转化与变更，家具设计课堂

教学也呈现出多元化、多路径的教学拓展模式。虚拟仿真实验技术

则是较为前沿的教学方式方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与科技性。 

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原则上是将现实课堂中，完成难度大、危险

性强、操作成本高等现实实验与设计中难以完成的或是不可实现的

实践教学呈现出来。具有极强的实践教学价值。教学中可以解决一

些长期存在的教学“死角”与“真空”，满足教学实验的同时，还

可以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虚拟仿真实验是较为先进的

教学实验技术。家具设计在实验教学中存在诸多常规操作难以实现

的教学环节，虚拟仿真实验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将家具设计实

践提升到真正实验教学中。在家具的传统榫卯制作、家具切割剪裁

等木作环节，可以真实地还原制作场景。然而在家具的艺术处理以

及传统艺术装饰等环节，虚拟仿真技术结合现代制作工艺，更加现

实地将设计与艺术相结合，并且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质量的

提升。 

家具设计的艺术处理与技术相结合，是常规教学实践中的壁

垒，难以形成较为系统的实践秩序。因此缺乏教学的生动性与艺术

性，课堂教学中的复杂程序同时也会大大降低课程效率。因此虚拟

仿真实验技术的应用，不仅仅提升的是教学质量，围绕教学相关的

实验效率都实现了较大突破。未来的家具设计实验中，将逐渐将虚

拟仿真实验技术逐一推广，争取在家具设计实验中形成系统的教学

模式，辅助专业课程实验设计与教学规划，做到实验与实践技术同

步，知识在实践中逐渐消化，将实践与理论、技术与科技进一步相

结合。家具设计中注入的虚拟仿真实验技术，不仅仅是教学方式方

法的更新，更是为未来设计实验课程更新了“新坐标”。系统化实

践教学与现代虚拟实验技术融入，提升的是专业实验效果与学生的

知识理解效率，从而实现现代教学理念的更新与发展。 

（二）传统艺术技法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种类繁多，在艺术形式的表达与传播途

径也十分广泛。教学实验中如何将种类繁多的中国传统艺术植入到

家具设计中，是该专业教学的主要创新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

传统艺术在艺术设计学科的教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

仅可以在教学实践环节传播与推广中国传统技艺，更是弥补当代大

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传统艺术技法在设计学体系的实践课程中具

有较为重要的实践意义，家具设计中的传统艺术技法体现在教学环

节中，主要进行家具结构解析与制作、家具彩绘纹样绘制、家具饰

面漆艺技术、家具装饰配饰制作等等。 

家具设计在实践中，不仅仅是对现代家具的创新与实践，更主

要是对中国传统家具的继承于发展。家具设计教学无论从艺术理念

还是技术思路，都要对中国传统家具进行继承。设计思维在教学实

验中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与技术创新能力，尤其在中国

传统家具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更要进行对传统艺术技法的学习与

沿袭。例如在唐代家具中的螺钿镶嵌技术、木画技术等，在现代家

具设计中针对唐代家具中所承载的传统艺术技法，已经极为少见

了，尤其在现代家具设计教学中，传统艺术技法更加缺失。传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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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艺术技法，是现代家具设计教学中较为忽视

的，也是现代大学生对于传统技艺缺失的一个要点。因此传统艺术

技法在家具设计教学中的应用，是家具设计教学体系所需要进一步

加强的教学实践环节。 

二、传统文化在家具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传统艺术教育

的文化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优秀智慧结晶，更是现代

艺术设计教育与教学的文化基础。家具设计教学中，更加需要从传

统文化中提炼文化精髓，将中国传统家具文化与现代家具设计教学

相结合。 

（一）中国家具文化 

“家具”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

中。《齐民要术》记载：“槐柳楸梓梧柞，凡为家具者，前件木皆所

宜种”。这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家具最早的记录，从文献记载中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家具是木器时代，也证实了家具文化同为“木

作文化”。在家具定义未形成之前，先人们更多地将家具视为人们

在生活、生产中，以及开展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器具。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以及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家具逐渐

在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形成服务于人们坐与卧、储备、收纳等功能

性的日常器物。通过大量的史料以及图画影响记录中可以发现，家

具的形成是伴随社会文明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转变而演变的。逐

渐形成了具有独立文化特色的中国家具文化。中国家具文化的形成

汇集多元文化与习俗，同时也吸纳了异域外来文化与宗教文化，因

此，中国家具文化是在文化包容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唐代时期的家具可谓是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重要时期，该时期

的家具文化不仅仅体现着唐代家具的包容性与艺术性，更为重要的

是唐代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重要转折时期，即中国家具从低矮家

具向高型家具的过渡时期。唐代时期不仅仅经济富庶，国家强盛，

随之带来的是文化的大发展与大融合，唐代之所以强盛，最为主要

的是文化的强盛，文明的进步，种种的文化与文明强盛对中国家具

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为后世明清家具文化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厚

重文化基础。唐代时期的家具，形成了低矮家具与高型家具并存的

阶段，因此中国传统家具文化在该时期交相辉映，凝聚了中国传统

家具在艺术、技术、工艺等领域多元的融合。 

唐代之前的家具文化更多呈现的是一种低矮家具文化，通过家

具文化传授着中华文明与礼仪之道。家具的型制主要以席地而坐形

式出现，这与唐代之前人们跪坐的礼仪与生活习惯相关，通过低矮

家具为载体，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礼仪特色的家具文化。家具

使用与应用也围绕着低矮造型的木作文化所进行，在家具的艺术形

式与装饰工艺方面，将中国传统的漆艺技术融入到家具文化与艺术

领域，形成了中国传统家具早期的艺术文化表现形式，这也为后期

中国漆艺技术与艺术的发展拓宽了传播途径。唐代后期的中国家具

文化逐渐转向以宋代为起始的具有文人气质的艺术文化形式，家具

以日常生活中的简单实用为标准，在家具文化艺术形式中，逐渐追

求家具的朴素、简洁的文人气质。简洁的流线造型为审美意志，突

出家具型制中的“极简主义”是宋代家具文化所追求的气质，这也

为迎接中国明清家具文化的顶峰时期提供了文化传承前提。 

明清家具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家具文化的精髓，更是代表着世界

家具文化的精华。通过家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得淋漓尽致，

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范例之一。明清家具涵盖了中国木文化、

礼仪文化等诸多传统文化，明清家具最为难得的是通过家具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与社会活动中。 

（二）家具文化与设计教学 

家具设计教学在教学实践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在未来应当

作为教学重点。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提升学生素质教育，

强化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学实践

中的应用与传播推广；三是家具文化在设计教学中树立大学生文化

自信、民族自信。 

家具文化在未来设计教学中，不仅仅可以提升素质教育，实践

教学与实训实验等教学环节中更加提升教学质量，进而达到学生能

力与素质的全面提升。应对就业环境以及未来学科专业发展等诸多

因素，需要在设计教学体系中增强家具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家具

文化的植入与应用。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是传统教学体系一贯的实

施标准，在此基础应加入文化载体，家具文化作为教学实践的过程

植入，可以充分导入教学过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促使课程体系升

级与提升学生素质教育。 

在教学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课程体系的传授进一

步推广传播，并且将家具文化实现教学成果的转化。教学实践中逐

渐将各类家具文化进行教学成果转化，进而实现设计教学的作品转

换，充分强化了学生的素质教育同时，又增强了学生实践能力，最

终的教学目的是实现学生能力额全面提升。以教促学，以学带动能

力提升等一系列教学计划，均离不开家具文化在设计教学中的实施

与开展，这也是顺应现代教学体系优化的体现。势必将家具文化与

设计教学紧密相结合，并且在教学中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再利用现代数字化教学手段将家具文化进行植入，生动教

学过程与立体化的教学规划并行，运用现代数字化与虚拟现实技术

等前沿教学方式方法与家具文化应用于一体，有利于建立设计教学

的新优势与新方向。教学体系的升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能力的

培养，可以解决传统教学长期存在的“知识死角”，可以打破传统

教学中的壁垒，建立与发展适应现代设计教学的新方式与新方法。 

结语 

家具设计与文化在环境设计教学中的应用，在未来的设计教学

中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探索。构建适应新时代高校设计教学体系的

教学改革创新，需要家具文化在教学与实践中的应用，提升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教学体系中的教学与实践意义，符合未来人才培养模

式与教育教学方向。 

可以说，在未来数字化教学与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等教学实践环

节，更加需要家具文化作为教学内涵的引导。实现未来环境设计以

及艺术设计教学体系的优化与教学实践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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