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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产品设计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培养与提升研究

李　超

湛江科技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广东湛江　524084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指标的快速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社会上对产品设计专业人

才的需求也在随之上升。制造企业、设计服务类企业、设计部门、科研单位、互联网企业以及数字媒体部门等社会

组织都需要产品设计专业人才来协助完成项目。为此，应用型高校必须提高产品设计专业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从

而提高教学实效。本文将就此探讨培养与提升产品设计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路径，并简述应用型高校产品设计

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现状，以供参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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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our social productivity leve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highly 

developed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demand for product design professionals in society is also ris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esign service enterprises, design departm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Internet enterprises 

and digital media departments all need product design professionals to assist in completing projects. Therefore, application-

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improv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level of product design teachers,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way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s of product 

design specialty, and briefly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s of product design specialty 

in applied colleg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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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应用型高校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在近年

来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应用型高校的规模和生源都

在扩大，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各行各业的高质量

发展。对于产品设计专业而言，其在社会上的应用非常

广泛，涉及到设计服务类企业的产品外观造型设计、科

研单位的产品开发设计以及互联网企业的互联网平台类

产品的开发与应用等等，实践性极强。为此，高校应当

着力培养该专业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以期为社会输送

符合实际工作需求的专业人才。

一、现状分析

在应用型高校的产品设计专业教学中，部分教师的

实践教学能力不够理想，在带领学生进行实验、实训和

实习的过程中不能有效指导学生，在为学生讲解专业理

论时也不懂如何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导致学生的应用

能力不过关，在毕业时难以满足设计研发、服务等相关

岗位工作要求。这部分是由于个别教师的教学理念不够

先进，仍把教学重点放在理论教学上，从而疏忽了对自

身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部分也是由于高校在实践教学

上的管理机制和考核制度不够完善，不能对教师形成激

励作用，致使不少教师都不能主动学习实践教学的科学

方法，不去产品设计专业相关的公司、企业或相关研发

机构积累实践经验，继而导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达不

到要求。

二、培养路径

1. 优化实践教学考核机制

对应用型高校而言，建立考核机制是提高产品设计

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在考核机制的

作用下，教师会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对学习方向的把

握会比较准确，从而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取得进步。为此，

应用型高校应当致力于优化实践教学考核机制。首先，

高校要考察教师在实践教学工作中的表现，包括教师在

工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职业道德水平，理论性教学、实践

性教学和学生管理的工作量，以及科研项目的进度与成

果等等，将此作为教师年度绩效评估的重要参考标准，

设定好各项考核指标在评分体系中的权重，以及各个评

分等级所对应的绩效奖励数额，对教师的年度绩效进行

量化处理，使之透明、公正且公开。在此考核机制的作

用下，教师的个人利益与自身的实践教学能力紧紧联系在

一起，教师就会产生更大的动力去提升自我，作出多方面

的努力，力争提高自己的实践教学能力。此外，对于不同

级别的教师，高校所设定的考核标准也要有所区分。

对于副教授职称以上的教师，高校应要求其在每个

学年至少完成一项科研项目，并与至少五名青年教师或

研究生组成科研团队，历练这些经验相对欠缺的教师，

以期提高产品设计专业整体教师的水平。对于科研项目

的选择，教师应立足专业前沿，尽量争取数字化设计或

3D 打印技术等领域的科研项目，并要体现出创新性。对

于没有成功申报科研项目的教师，高校应将其派到合作

企业如专业的设计公司或家电、家具、玩具等行业企业

设计部门参与业务项目，使其对产品设计专业技术在市

场上的实际应用情况形成清晰的认知，从而在开展实践

教学时能够有坚实的经验基础去指导学生学习实践技能，

解决学生对就业的困惑，以及帮助学生磨练工作所需的

品质等。对于做科研项目或在企业挂职的教师，高校都

要做好监督工作，并对其表现进行详实的记录，用作绩

效考核的参考依据，使考核机制落实到位。

对于讲师职称的青年教师，高校应要求其与至少五

名学生组成团队，每个学年至少参加两次依托于产品设

计专业的实验项目，诸如概念设计创新、产品概念的定

位与分析、产品形态及其语义特征的革新以及产品模型

制作等等，尽量做一些综合性强、创新性强的实验项目。

在此过程中，学生跟随教师进行依托于产品设计专业的

实验，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就会得到充分的锻炼，教师

在不断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也会持续提高自己的实践教学

能力。同时，在考核机制的作用下，教师的积极性也会

维持在高水准之上，不会放松对自我的要求。此外，教

师还要指导学生积极参加国家级、省级和校级等各级设

计竞赛活动。如果教师所率领的学生团队在竞赛中赢得

了名次和奖项，对教师的绩效考核就可以按考核机制的

规定加分。最后，教师还可以参加全国高等院校产品设

计技术教师大赛，对赢得奖项的教师，高校要按照绩效

考核的规定给其加分。

对于助教职称的青年教师，高校应要求其与至少五

名学生组成团队，每个学年至少申报一项创新创业大赛

项目，诸如“互联网 +”、“珠江天使杯”创新创业大赛

等，并带领学生团队参加比赛。在此过程中，教师需对

学生予以细心的指导，从实践的角度协助学生完成市场

调研、项目策划以及设计方案等任务。同时，教师也要

学会结合理论与实践，根据学生的表现来及时补足学生

在理论上的欠缺。产品设计专业所涉及到的理论课程众

多，学生要掌握设计概论、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设计

心理学等，教师要想提高自己的实践教学能力，就必须

学会在指导学生实践的同时灵活开展理论教学，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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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学实效。在带领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的过程中，

教师也将积累丰厚的实践教学经验，明确自己在实践教

学上的欠缺所在，并在学生的反馈下取得改善。对于带

领学生在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的教师，学校要根据绩效

考核的规定为其加分。除了带领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教师在每个学年还要定期带领学生去实验室或工作室拓

展在产品设计专业领域上的应用能力，以案例教学法为

核心方法去组织学生完成专业实验，学习实验原理与应

用技术。根据学生实验课成绩的高低，高校要给带领这

些学生的教师进行评分，作为绩效考核的参考依据。

2. 落实实践教学管理制度

针对应用型高校产品设计专业的教师，要想提高其

实践教学能力，高校还需要落实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具

体而言，在为产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

高校要向该专业的教师提出硬性要求，必须注重对学生

应用能力的培养，设计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首先，要

有专业类实验课程。教师在开展专业课教学的过程中，

需要带领学生去实验室或工作室进行应用训练，包括数

字化产品设计、专题设计以及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等项目。

其次，要有专业类社会实践。教师需组织学生去参与社

会实践活动，包括对美术馆、博物馆和艺术宫的考察，

到产品设计工作室或企业机构进行参观，去郊外进行采

风和写生等等。再次，要有专业类实训。教师需为学生

在校内创建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应用产品设计理论知

识的实践平台，带领学生去实训基地进行项目实训、产

品设计实训、创业实训、策划实训以及市场实训等等。

最后，要有专业类实习。教师需组织学生去合作企业参

与顶岗实习项目，跟进企业的产品设计类项目去熟悉相

关的业务流程和技术操作要领。

在落实了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之后，明晰的实践教学

体系与课程安排就会对教师形成推动力。首先，教师的

教学理念将在此制度下实现快速转变。此前注重于理论

教学的教师，将不得不将教学重点转移至实践教学上面，

其将会在氛围的影响下深刻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意识到理论教学在应用型高校产品设计专业教学体系中

的定位。如此一来，教师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会显著

提高，对自身的实践教学素养也会更加看重，从而就会

形成持续的动力去取得实践教学能力上的进步。其次，

教师为了达到基本的实践教学要求，完成实践教学管理

制度上的基本教学任务，将不得不从事相关方面的学习。

教师将必须深入了解实践教学的科学方法，学习相关的

教育学论著，并结合产品设计专业的特色来探索出实践

教学的有效方案，思索出如何带领学生在实验、实训和

实习中应用产品设计专业理论，提高自身的技能应用水

平。此外，教师还将必须深入社会，去了解产品设计专

业相关的企业或机构，在熟悉了产品设计专业相关的业

务流程和技术要求之后，就可以在实践教学中引用实际

案例去丰富教学内容，就可以指导学生的就业，其实践

教学的能力就会得到提升。

3. 创建实践教学培训平台

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为了提高产品设计专业教师

的实践教学能力，还需要为教师创建实践教学培训平台。

虽然入职的教师都已经过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学习，不

论是在所教专业上还是教学能力上，都经过了层层考验

和长期磨砺，其学习能力也毋庸置疑。但是，高校仍有

必要对教师进行系统的培训，这一方面是因为任何教师

在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上都永远存在进步空间，由学校

来组织集体培训，教师的实践教学素养会更具统一性和

协调性，更符合产品设计专业的教学特色，更能突出学

校的教学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

难免会产生懈怠心理，会放松对自我的约束，这会降低其

学习效率，阻碍其在实践教学能力上的进步。所以，高校

有必要为产品设计专业的教师创建实践教学培训平台。

具体而言，高校首先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便利，

为产品设计专业的教师组建学习培训群，在群里发布关

于实践教学的学习资料，从教育学的角度科学地给教师

阐释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理念与具体的教学方法，并让

教师定期在群里发表学习总结与思想汇报，获悉其对实

践教学的理解情况。同时，高校也要在群里推送关于产

品设计专业的行业现状的数据信息，产品设计专业的前

沿科技，以及基于产品设计专业的实训、实验、实习和

竞赛项目，丰富教师的认知。其次，高校可以争取邀请

国内高校产品设计专业的名师来本校参与讲座，对本校

的教师进行面对面的指导，分享其在实践教学上的经验，

并要立足于产品设计专业，分析技术、企业、市场、学

生以及政策等因素对实践教学方向的影响，以期使本校

教师在实践教学中能够灵活调整教学方案，确保教学方

案的时效性和有效性。最后，高校还应在校企合作的基

础上让教师深入企业，在公司、企业经验丰富的设计师、

工程师、项目经理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学习产品设

计专业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程序和细则，从而为教

师实践教学能力的进步奠定基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是教学工作中的核心，是决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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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的关键要素所在。为了培养出高质量的应用型产

品设计专业人才，高校必须加强对产品设计专业教师的

培养，优化实践教学考核评价机制，根据教师职称的不

同来为其设定每个学年的教研与科研任务，并设定绩效

考核标准，对教师形成激励作用。高校还应落实实践

教学管理制度，以实践教学为核心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对教师的教学素养形成硬性要求。此外，高校还要创

建实践教学培训平台，从而全方位地促进产品设计专

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提升，为学生带来优质的实践

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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