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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其东方魂拓其东方体” 

——浅谈“书籍设计 InDesign”课程教学中的“文化育人” 
窦梓月  郭晓婷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书籍是传播知识理论的重要载体，是大众获取知识的主要形式，发挥着文化积累和情感交流的作用。在当

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网络媒体的发达，电子媒介逐渐代替纸本载体，而纸本载体给人们带

来的温度也渐渐被遗忘。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新文化的觉醒就是靠着一本本有着温度、有着情感的书

籍作为桥梁，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在社会中、在青年间传播推广，直至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书籍设

计从古至今就是与民族文化、思想政治协同相成的。因此，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融入渗透到“书籍设计”

课程中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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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建设前期探究 

现今社会高速发展，数字媒体不断进步，科学技术不

断提高。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便当时代”，青年一代已经

告别了车马很慢，书信很慢的思考方式。追求“快捷”成

为了现今年轻人的一种行为模式，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

大环境下的思考方式，就需要从当代接受各种讯息最广泛

的大学生群体入手，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 
以专业课中的“书籍设计”课程展开来说，我们对“书”

的理解可以分为电子媒介和传统纸质媒介两种。前者是基

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有利于快捷获取信息的阅读载体；

而后者不仅仅指的是文字阅读，也是一种视觉、触觉、听

觉、味觉、嗅觉的三维空间阅读载体。在电子载体蜂拥而

上的今天，必然促使着书籍设计师要冷静下来思考传统纸

质媒介的生命。 
如今，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受到了高职院校的重

视，如何把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课程当中，让学生

能潜移默化地接收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浸润，是授课教师需

要思考和研究的新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

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艺术设计学科的学生承担着文化传播的重任，故而就艺术

设计学科的学生来说，其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正确的意

识导向就成了未来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基石。如何在艺术

设计专业课中揉入思想政治教育，值得深入发掘和阐发。 
寻找与思考专门针对艺术设计专业思想品德教育的

教学改革方法，应当依托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核，打造“传

统文化”+“艺术文化”结合的形式，重点引导艺术类学

生主动将传统文化、民族艺术思想融入到设计中，并将“坚

定文化自信”作为根本教育理念。在“书籍设计”课程中，

既要树立科学思维，又要形成创新意识，将传统民族文化

自信和东方美学思想融入其中，利用纸本载体在视觉与触

觉的天然优势传播思想。 
经过探究，在“书籍设计”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需要研究并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1  学生对于书籍设计的了解不够深入 
书籍设计，即书籍装帧设计，是书籍文稿到成书出版

的整个设计过程。“书籍装帧设计”课程是高职类院校艺

术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系统整体的设计过程需要设计者

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基础，能够综合自身系统的专业基础应

用到课程中。书籍是文化的记录或产品，这就决定了“书

籍装帧设计”是艺术性与文化性结合的综合性课程，既然

是文化的载体，就要先从了解书籍装帧的历史发展以及书

籍装帧形式与结构的过程、材质工艺、开本排版以及设计

流程等基础课程开始深入，是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来沉淀

的。对于侧重于应用知识、实践知识的高职类院校，为了

提高教学效率，往往将“书籍设计”课程的重点更多的放

在排版设计和封面设计上。 
1.2  没有将民族文化和书籍设计联系到一起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天然具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属

性，精神属性不单单是指书籍的内容，更多的是以书籍的

装帧形态对内容气质地准确表达。我国书籍设计泰斗级人

物吕敬人老先生曾提到：“新一代的书籍设计者，应当深

深根植于民族文化。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优秀的理

念工艺进行融合，注重书籍纸张、形态、工艺的运用；以

及审美意境的体现，打造具有独特东方书卷气息的优质书

籍。”中华民族长达五千年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体现在优秀

传统文化和它所滋养的民族精神中，中华文化对中国古今

书籍装帧的演变形成和发展是潜移默化的，且影响至深。

但是由于西方设计理念的冲击，很长一段时间设计理念是

以外来思想为主流的，设计课程也都沉湎于西方文化。 
1.3  设计还停留在大众审美需求领域，没有将技

术与艺术结合起来 
书籍装帧设计系统地包含了艺术思维和技术手法的

构思创意能力，是平衡平面化到立体化的过程。互联网环

境下快捷、便携、环保等特点在当今社会对于书籍设计的

发展有局限性，书籍装帧设计中的装帧艺术是一门技术学

科，在当今数字媒体的充斥下已经缺乏发展的方向，甚至

因为装帧的固定化和模板化而丢失了传统的装帧技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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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发挥“匠人”精神，将书籍的艺术性和装帧的技术结合

起来，重拾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兴趣，也成为了需

要思考的主要问题。 

2  课程建设内容 

2.1  增强学生阅读意识，提升整体艺术素养 
信息爆炸式发展的当今时代，人们享受着便利、快

捷的生活方式，忘记了驻足思考。阅读的本质也发生了

改变，最为常见的是应试的机械背读与电子设备的碎片

化阅读。前者会让阅读活动带有目的性、功利性，后者

又不能系统地接收阅读所应当获取的信息，二者都不能

真正体会到阅读带来的乐趣，也使得纸本书籍丧失了对

读者的吸引力。书籍设计应当提升文本阅读的价值，建

构阅读语境的新导向，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应当是文化

的创造者、参与者、传承者。通过课程的建设，加深学

生对于书籍设计历史发展的认识、展现中国传统书籍装

帧设计的魅力，树立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激发学生对

于读书、做书、品书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相关知

识的意愿。同时，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提升

基础素养以及对生活、艺术的感知能力，丰满书籍设计

所具备的艺术素养，使学生脱离单纯的美化设计，赋予

书籍设计更立体的表达语言。 
2.2  培养教学中思想政治的亲和力，正确引导学

生价值观念 
教育的基础点是“育”，“育”的根本目标是“立德树

人”。教师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作为桥梁贯穿学生学习生活

的全过程，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双向交流的活动，教师的言

行、态度、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通过教学活动对学生产

生影响。教师的引导决定了学生思想道德的广度。在日常

教学中，任课教师的教学重点不应该只着重于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的传授，对于学生情感与价值观念的引导也应当

同行并抓。不仅能够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还能结合课程

特点凝练出核心价值观，融入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让思

想道德教育更有温度。书籍装帧天然成长在优秀的传统民

族文化的土地上，在课程建设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汲取优秀的文化内涵，引导学

生传承、构建、创新、发扬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内核，

达到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 
2.3  提升对于传统书籍装帧工艺的传承意识，树

立以优秀文化为依托的职业价值观念 
以我本人教学经历，本课程名称从“书籍设计”到“书

籍设计 InDesign”再到“InDesign”，名称变革逐渐缩减，

体现了书籍设计理论知识在高职院校的逐渐没落，也体现

了高职院校对于软件知识的过度重视和对于基础理论知

识的过度轻视。职业类院校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但是在

培养技能的背后也承载着传统东方技艺的传承。传统不只

是过去的遗物，它是每个时代里最好的东西，在历史浪潮

中大浪淘沙，传承至今。从古至今，书籍承载着丰富的文

化底蕴，书籍装帧的本身也是历史文化的缩影。中国古代

书籍制作对于当代中国书籍艺术的进步有着重要影响。如

果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书籍装帧设计很难在传承的道路

上走下去。在课程建设中，应当先从改变课程的基本属性

入手，从纯软件技能型向“理论+软件”型转变。当代书

籍设计受到了西方设计理念的洗礼，强化学生对于传统装

帧技艺的认知，在学习中提高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

同时，教师将书籍设计课程结合思想素质教育的过程能把

传统美德灌注在教授中，通过雕琢的学生更能理解传统手

工艺人的“匠人精神”，对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念

具有导向作用。 
2.4  更新优化“书籍设计”课程资源，加深设计

和技艺融合 
目前，“书籍装帧设计”教学面临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信息技术发展的冲击、人们审美兴趣变化和环保意识觉醒

及政策的颁布等多重因素影响。使得设计师们大都只追求

满足观者“便捷”的目的要求，从而忽略了书籍本身“五

感”的设计追求，也忽略了书和人之间的精神关系。本次

课程建设旨在优化“书籍设计”课程资源，作为应用型专

业课程，为了避免纸上谈兵，应该搭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课程平台。如成立书籍设计工作室、遴选书籍设计项目

引入课堂实训、探索书籍设计行业校企合作模式等学习拓

展手段，通过亲自动手设计制作一本书，将设计不再简单

化于设计，使束之高阁的设计理念落地于制作技艺融合，

从以往的被动学习转变为思考人与书籍本身的精神关系，

感悟传统技艺文化的智慧，启发学生领悟寓于其中的文化

内核。 

3  课程建设寄望 

信息时代既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影响了人民的

生活方式。对于设计者来说更是让过去匪夷所思的想象得

以实现，众多不断迭代的电脑软件使年轻设计师们如虎添

翼的同时却又失去书籍设计中视觉感受外的其他感受共

鸣。设计人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书籍设计审美融合的内在形

式，书籍设计课程建设应当探究真正具有东方文化气质的

设计，做到“承其东方魂，拓其东方体”，将民族文化渗

透到“书籍设计”课程当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践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作

为培养新一代设计师的高校，努力以培养有自信、有道德、

有文化、有理想的青年人才作为育人目标，为国家输出学

时过硬，品德兼备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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