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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设计学科实践环节，1 以花店展陈设计问题

界定研究为例，梳理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中

就业创业实践环节的思考，阐述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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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设计问题界定思维”培养研究。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教师及学生设计师形成正确的观念和思路，准确把

握设计实践环节的整体情况，以合理、有效地开展后续

教学改革活动。[1] 基于设计思维，借助医疗系统中病症

与表征的概念依据花店展陈设计典型问题回溯所界定的

设计分工环节准确界定设计问题，基于设计问题的准确

界定，阐述花店展陈设计的外部系统适宜性提升的方法，

及花店展陈设计内部多环节配合解决设计问题的思路。

从而更新教育教学内容，形成正确的思维思路，拓宽学

生设计师的创新设计视野 [2]，帮助提升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能力，促进高校及中职院校“学生 - 设计师”角色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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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转变的适应性。

一、展陈设计概述

展陈设计是为了创造满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

的展陈空间，而对空间内部进行的设计。展陈设计在设

计方与品牌方不同的视域下也不同的概念界定。在品牌

方视域下，指店面雇员日常的展示陈列，在设计方视域

下指包含四个环节的完整展陈设计。前者可以理解成后

者的“陈设设计”环节。而展陈设计方内部，有的语境

下展陈设计仅仅指室内设计的“陈设设计“环节。

二、花店展陈设计现存问题

一般来说，对于现存问题的归纳包括花店展陈设计

的设计内部问题和外部系统的适应性问题两方面。

（一）花店展陈设计内部环节现存问题

设计内部环节问题的归纳主要是基于设计方视域下

的责任自查的问题归纳，而非归纳店面雇员的陈列问题。

诚然，设计团队的展陈设计很恰当（野兽派花店），雇员

不专业也可能造成日常花摆放散乱，本文主要考虑如何

优化设计师的展陈设计，通过充分考虑日常展陈需求，

帮助和便捷非设计专业的普通雇员提升花店展陈设计品

质，发挥起设计专业的魅力。另一个层面来说，设计大

师深泽直人指出“设计是方便人的生活，而非复杂，是

满足人的习惯，而非改变”。就设计而言，具体来说，首

先界定“日常花摆放散乱”是否是因为展陈设计中的设

计环节不到位造成的，比如是否是因为陈设设计环节花

展柜设置不足。并归纳如增加界面导引帮助店员解读分

区并合理摆放花卉的设计方法（在设计创作环节可以实

施的方法），而非提出基于节奏，韵律形式美等怎么合

理摆放花卉的陈列方法（设计欣赏环节（成果投入使用

后）可以实施的方法）。因为基于展陈设计方视域此现存

问题的归纳就只能基于“空间布局设计，界面处理设计，

物理环境设计，陈设设计”环节。换句话说“花的摆放

更有秩序可以成为提升展陈设计氛围的方法但是本文不

提及，因为设计方视域下展陈设计不涉及花卉摆放，就

如同委托家装公司进行的书房设计，仅能基于业主需求

充分预设书柜分区，书柜色彩等，而不能越俎代庖帮助

业主把日常的书陈列好。如果帮助业主把书陈列好提升

了书房的氛围美感，那是可能业主请的家政陈列师的工

作，对应本文“店面雇员日常的展示陈列工作。但是因

为设计的本质及未来性，也因为设计是包含“创作 - 作

品 - 欣赏”的完整的闭环，具备考虑设计成果投入使用

后的效果（设计欣赏反馈评价能力）。表现在能够站在日

常店员的位置为便捷对方而设计的思维能力，充分思考

花卉具体的陈列效果也是规避展陈设计问题所必要的能

力，另一个层面来说，是一种利他的绅士思维，是人的

高贵品质。

花店展陈设计现存问题花店龙头野兽派是实现品牌

化展陈设计的典范。花店业与设计业不断做出尝试和努

力的同时，非龙头的花店仍然存在普遍的展陈设计表征

性问题，表 1 归纳了四点典型问题并归置设计责任环节。

为了更好地阐述归置责任环节的意图，本文借助医

学概念进行比较论述。医学中有症状（花店问题表征）

和病证（病的学名，花店问题学名）的概念，具体来说，

如鼻窦炎（学名）感觉头痛（症状）。鼻窦炎是学名，头

痛是症状（之一），而这种头痛仔细描述为（前额太阳穴

附近疼痛）称鼻窦炎性头痛（头痛细分下的学名）。同

理，在展陈设计中，比如花店空间布局（学名）不合

理（症状）是花店问题表征，不合理的问题仔细描述

为（花店功能区有点乱）称花店功能区设置的局限（学

名）。而归置设计责任环节就如同医生基于症状界定病症

（前额太阳穴附近疼痛及其他病症 - 鼻科 - 鼻窦炎），诊

病准确才好精准医治。本文归纳典型问题描述表征并归

置环节（空间布局设计环节 - 花店功能区设置的局限）。

就如何阐述为什么借助医学概念界定花店展陈设计

现存问题而言，类比医疗系统一定程度上易于理解，问

题界定的准确问题的解决就水到渠成。援引鼻窦炎的头

痛是头痛在鼻（鼻科）不在头（脑科）的例子说明了有

表1　花店展陈设计现存问题归纳方法对应典型示范

花店的表述 花店问题表征 所属设计责任环节 问题界定名

花店氛围营

造有点乱

1. 花与空间的色彩搭配乱（陈设品与

展陈场景）或

2. 花的组合关系乱（陈设品与陈设品）

3. 墙面与地面明显不同风格（展陈界

面与展陈界面）

4. 赛博朋克花店氛围（青色和洋红色

为主）仅设计简易白光

1. 空间布局环节

2. 陈设设计环节

3. 界面处理环节

4. 物 理 环 境 设 计

环节

1. 未设置足够的色彩分区（展陈场景关系处理）

2. 未设置足够的组合展柜（陈设品关系处理）

3. 未基于展陈风格设计界面（展陈界面关系处理）

4. 未基于展陈氛围设计照明（展陈新媒介关系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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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头痛不是头引起的，不在脑科在耳鼻喉科，在其他科

室（鼻科）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医治。同理，有的展陈设

计问题并不是简单追述到与表征相对应的设计环节 [ 头

痛 - 头 ]，需要细致界定。具体来说，如果是未设置足够

色彩分区引起的花店氛围营造有点乱简单对应是（界面

处理环节 - 氛围营造）[ 头痛 - 头 ]，实则是（鼻炎 - 鼻窦

炎）空间布局不合理 - 功能分区不足 [ 头痛在鼻 ]。

（二）花店展陈设计外部系统的适应性问题

如果说设计内部问题的归纳是花店展陈设计师方动

适应品牌展陈设计所需要的要素平衡，环节分工合作，

那么外部系统的适应性，需要外部系统本身配合。是指

展陈设计置于“建筑设计 - 室内设计 - 景观设计 - 公共艺

术设计”空间艺术设计系统的平衡需要外部环境支持，

具体来说，展陈设计方精力有限，且责任环节是对展陈

空间内部的设计，为了花店展陈设计更好地适应外部环

境，需要花店品牌方谨慎选址，为展陈设计提供适宜的

外部环境。反过来说，如果花店选址不够专业，没能为

展陈设计提供好的建筑，景观，公共艺术设计条件，花

店展陈设计团队需要针对此制定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

对于花店展陈设计是一种消耗。

三、花店展陈设计问题界定思路

为了方便所构建的花店展陈设计问题界定思路便

于理解和实践，同理，展陈设计问题有时在责任环节

（鼻）没有明显表征，将问题定位的到责任环节是第一

步。恰恰最难（古语启示：治病容易诊病难），界定问题

归置环节是设计师（设计管理者）综合素质的体现。

可是同时，设计的本质决定设计师又与医生不同，

设计是构想。重在借助思路帮助花店品牌方规避“头

痛”（上医治未病）又正是因为是“预制构想”有时花店

的“头痛“正是设计不当造成的。（如设计师预制展陈设

计脱离花卉产品，不考虑花卉放入展陈场景的效果）而

产生店员日常陈列中“花与空间的色彩搭配易乱”的问

题。

花店展陈设计问题界定思路是基于问题界定环节

并界定设计关系，具体来说，展陈设计是环境设计，但

是与平面，产品设计同属设计不能完全割裂，针对需求

应用平面，产品设计思维，有助于更好的达成展陈设计

目的，换句话说，展陈设计的界面处理环节就可以看作

是平面设计并最终在空间内达到平衡，为展陈（环境设

计）挑选平面并实现多组平面和谐恰当，离不开基本平

面设计知识。展陈设计真正做的好的重要一环在于在基

于设计要素准确界定设计需求问题。

此外，问题本身的组合性与交叉性而言，如同鼻窦

炎案例，患者可能同时伴随轻微鼻炎症状（同一个属类

环节）或感冒（外部环节）也是需要设计师区分问题主

次，轻重缓急，综合考量来界定的。具体来说，花店的

问题界定为花店空间布局不合理是功能区设置的局限，

但同时伴随花店流线规划不合理（功能分区与流线规划

同属于空间布局设计环节）。而在这之外，伴随花店的墙

面和地面搭配也不符合品牌自身风格的问题（界面处理

环节）就需要先对问题单独界定，然后对相似同环节的

问题组合，不同环节的问题交叉性界定，归纳共性和个

性，归纳的出发点始终是“为人”，方便人解决问题。本

质上是企业管理 4R 系统思维运用于花店设计问题界定，

即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事情量化、量化的事情

标准化，输出具体问题的专属解决方案，同时也与严谨

的学科理论研究基本方法异曲同工 [4][3] 换句话说，是一种

对相同的问题归类化，归类的问题模型化，模型化的问

题（多个问题，鼻窦炎，鼻炎伴随感冒）再个性化处理

的问题界定思维。从设计欣赏环节高瞻全环节，界定问

题的方法同时是设计管理方法，以设计结果为起点，又

以设计结果为归宿，核心是设计结果质询制度，能够帮

助设计师／设计管理者自律反思，在创作环节规避设计

问题。同时，新时代下基于思维模型，借助先进技术实

现自身思维提升的辅助作用。第一，人工智能技术融合

设计学科帮助更好的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方法

更好的提升“设计问题界定”的思维模型构建 [5]。第二，

可以借助交互设计策略模型探索用户场景的分类及应用

分类化“问题界定”从而提升设计思维规避设计问题。[6]

第三，结合“可视化设计”视觉化信息设计将信息图形

化的过程循序渐进地形成理性的设计思维，逐步有序地

优化自身的“设计问题界定思维”实现设计学生到设计

师的角色过渡。[7]

同时，“轻装修，重装饰”的时代语境下，问题的解

决思路应该是如何能基于问题界定。轻装修是指少在界

面处理，整体布局设计环节设计，多借助陈设设计的软

装饰提升和弥补硬装缺陷。具体来说，家装中着重选择

通过陈设设计环节优化展陈设计是一种“小病选择最合

适的药”（重装饰）而不应借助砸墙改构造（界面处理，

整体布局环节）是“小病采取进口贵药”的办法（轻装

修）。

四、结语

总之，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实践环节“设计问题界

定思维”培养研究有其重要意义。古语有言“治病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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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病难”，疑难杂症“难”在怎么界定问题，误诊漏诊

“始”于问题界定偏差。小小的鼻窦炎引起的头痛能够

准确诊断并治愈，医生已然是头脑型的医疗人才，接待

病人的医生具备诊病的“观念 - 思维 - 能力”综合素质，

同理以服务于花店为典型代表的展陈设计问题界定也是

如此，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医疗系统实践经验。同时，

“置于艺术设计学系统，以花艺展陈设计为例的子系统

就成了小道，然尔有大观”需要“致广大而尽精微”需

要设计师理论与实践结合，需要积累经验勤于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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