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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材料与施工课程实践实训的改革探索 
高  雄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湖南张家界  427000） 

【摘  要】环境设计专业目前在各大综合类高校的艺术类招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该专业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为方向。装饰材料与施工是环境设计专业中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以专业技能实践为主的课程。本着满足

行业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文章立足于应用型人才对装饰材料与施工课程的实践实训部分进行探讨，

明确教学目的，改善教学方式，针对实践实训部分的教学提出作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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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已经 40 多年，中国社会的

快速发展，使国人对自身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要求越来越趋

于高质化、个性化，这无形也对环境设计领域的专门人才

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对培养高素质设计人才的高校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艺术学、设计学的发展，未来环

境设计等设计类专业还将高速度发展下去，我国高校培养

人才的模式与方法应将与时俱进，推崇出新。 
在环境设计专业中装饰材料与施工课程是一门专业

核心课程，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该课程综合性较强，

内容较广，涉及到材料学、制图学、美学、物理学、化学

等多学科，面多但不深，对教师的知识面要求较广。 
本文以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装饰材

料与施工课程教学改革为例，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下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实践实训课程的改革，进行一些

有益的探索。 

1  装饰材料与施工课程中实践实训的发展现状 

环境设计专业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专业，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与百姓对生活情趣质量的高要求，环境设计专业

体现出不同的时代感，随着全球地域性及民族文化的多元

性，环境设计的对象也体现了多姿多彩风格性。但随着我

国高等院校的扩招，许多综合类高等院校及专科院校也开

设了环境设计专业，环境设计专业再也不是美术类院校的

专属专业了。许多院校为了多招生、多创收，在没有理清

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情况下，就匆忙上马。造成

社会上各大院校培养出来的设计人才良莠不齐。用人单位

在招聘设计人才时，得出了许多不好的结论，如眼高手低、

纸上谈兵、绣花枕头只能看不能用等。面对如今环境设计

人才培养的窘迫现状，我们应从环境设计的部分核心课程

入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装饰材料与施工课程，笔者

认为该门课程是设计作品由理想到现实的桥梁，是环境设

计专业核心课程中的核心。该门课程作为改革对象，笔者

将该门课程的教学改革点归列如下： 
1.1  课程教学中实践实训的课时比例不合理知识 

结构老化 

环境设计专业在各大综合院校内属于一门传统应用

型学科，然而环境设计专业作为特殊专业，其专业的特殊

性造成了该专业的单门课程通常按照集中授课的形式展

开，这种形式适合普通专业的大部分课程，而对装饰材料

与施工课程并不适用，例如，我校以每周 16 学时，分 4
周完成该门课程，总学时为 64 学时，教师完成理论教学

需 24 至 32 学时，理论课时过长且枯燥乏味，学生被动听

课，课内氛围不活跃，而剩下的 32 学时无法完成课内实

践与实训课程，经常是实践课程走马观花，点到即止，课

程学时设置有缺陷，实践实训课时比例不合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外装饰行业相关的各

类新型材料与新工艺如雨后春笋。市面上的各类教材的知

识更新永远赶不上市场需要的节奏，甚至与市场脱节，知

识结构严重老化。要想跟上市场步伐，必须摆对课本的依

赖。 
1.2  课程实践实训与实际项目脱节教学手段单一 
目前综合院校的装饰材料与施工课程教学，大部分以

课堂内的纯理论课教学为主，主要还是灌输式的教学，只

能让学生勉强记住一些材料的名称及部分材料属性，学生

甚至连施工工艺过程都无法融会贯通。作者在做访学交流

时了解到，部分学校的该门任课教师，连基本的实践经验

都没有，教师手上没有现成的项目，便无法将书本知识带

入到实践实训课程内，学生无法直观的了解材料的特性与

工艺的流程。或者教师有项目，但由于课程开设时间与项

目进行的时间错位，任课教师无法将实践实训部分的课程

内容合理安排到项目中，造成学生错过一次观摩动手的学

习时机。 
1.3  课程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场地固化 
环境设计专业比传统文史类专业的实践性要更强，实

践实训的课程比例要高得多，装饰材料与施工课程更是如

此，该课程主要包括装饰材料认知、装饰构造认知、施工

工艺的认知等。课程内容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内容，该课程

是将设计人员的设计内容呈现出来的语言和方法，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但传统的教学都是在单一的教室内进行，较

为先进的模式便是引入了多媒体教学，或机房教学，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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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市场走访。这种模式也远远不够，达不到培养高级实践

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2  装饰材料与施工课程中实践实训的改革尝试 

为了更好的为社会培养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笔者对

该门课程进行的教学改革如下。 
2.1  大力推广“双师型”教师上岗或实行“AB型” 

教师授课合理安排课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双师型”教师

是高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特色和重点，大力加强“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和教育界的共同呼声。

而装饰材料与施工这种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必须要求教

师既要具备深厚理论教学的素质，也应具备熟练实践教学

的素质，只有大量启用这种“双师型”教师才能在教学上

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我们知道“双师型”教师是非常稀缺的资源，除了教

师自身的努力同时还需要学校的培养，短时间内解决有困

难，但不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我们可以采用“AB 型”

教师授课模式，以解决空窗期的需要。启用理论性强的“A
型”教师，对该课程进行理论教学，同时到校外聘请实践

操作经验丰富的“B 型”教师为学生讲授实践实训部分的

课程，这样学生即能掌握理论知识同时也了解实践操作过

程，以达到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 
将装饰材料与施工课程的课时量提高，由原来的 64

节提高到 96 节，每周 16 节改为每周 12 节留出学生对知

识的消化时间，将纯理论课时挤入到每天的实践实训内，

以达到边学边实践。 
2.2  积极向校外拓展与企业工厂合作 
在当今社会上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激烈竞争，包括教育

行业，各大高校为谋求自身的发展，抓好教育质量，采取

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注重人才的实用性与实效性。校企合

作是一种注重培养质量，注重在校学习与企业实践，注重

学校与企业资源、信息共享的“双赢”模式。本门课程的

实践观摩环节可由本校专业授课教师或本校教学科研处

与校外装饰公司、园林景观设计公司、装饰材料建材城、

家具设计制造厂等相关行业企业，建立长期的校外教学基

地，以校外企业的施工现场与办公场所为教室对学生进行

授课。为了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与企业制定授课相关

的规章制度，注明课程内容主要以学生观摩为主，带队教

师讲授为辅模式。 
2.3  建立校内材料展示厅、实验实训室 
实践实训课程为了达到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到实

际应用中，更多的是需要学生能亲自上手实践操作，从而

感受不同材料的特殊性、装饰结构的严谨性、施工工艺的

顺序性。为达到以上要求，需建立“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

半成品展示厅”、建立“施工工艺实验实训室”。 
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半成品展示厅，主要以市面常用

的装饰材料在室内空间中做施工工艺的半成品展示为主，

例如，家具油漆工艺，需在单块木质材料表面或原木家具

表面按照“打磨—批灰—打磨—做一遍底漆—打磨—做面

漆”的步骤将每一遍的工艺效果都呈现在材料上，同时成

列出相关的装饰材料及施工工具，由任课教师讲解，要求

学生边听、边看、边摸，以达到让学生从各路感官中得到

深刻的感受。 
施工工艺实验实训室是一间让学生动手制作感受施

工工艺技巧的实验室，主要由校外聘请的专业设计施工人

员，展示装饰施工中的各类技巧，并手把手的传授给学生，

让学生了解施工中各环节的技术点，施工工艺的优劣以及

施工技巧的多样性。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会再有“只闻

其声，不见其人”的局限性，甚至在特种工艺上还能上手

示范，从而满足该课程的最终人才培养目标。 

3  结语 

随着社会与时代的进步，教育更不能因循守旧，在发

现传统教育模式及方法并不适用该课程时，我们应立刻制

定出适合时代的新模式，以满足培养新时代下的高级应用

型人才。装饰材料与施工是一个综合性和应用性极强的专

业核心课程，通过对张家界学院该课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进行剖析，有针对性的对教学课时、教师队伍、教学硬件、

教学环境进行改革实践。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改善

教学手段及条件，从而达到教学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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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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