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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双高院校而言，只有从当前的教育形势出发，

以新发展理念为立足点，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才能真

正培养适合时代发展和国家进步的技术人才。在促进艺

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的同时，确保人才的培养能满足时

代发展的需求，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础上，推动教育

事业的转型和升级。

一、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现状

1. 艺术生的个性特征

作为高职院校学生中的特殊群体，艺术类学生在诸

多方面与高职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如思维方式、动手能

力等。简单来说，与普通高职院校学生相比，艺术类高

职学生在普遍形象思维方面存在着显著优势，按逻辑思

维水平相对较为薄弱。因此，在推动专业教学改革的过

程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一特征，在坚持扬长补

短原则的基础上，促进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其次，艺

术类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着重实践、轻理论的特征，此类

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早接受小班教学方式，因此更适应自

由的学习方式和学习氛围，而基础课程中包含大量的理

论知识，对于部分学生而言较难适应。因此，为推动专

业教学改革，有必要对当前的基础课程设置进行优化和

完善，在提升学生兴趣的同时，激发学生的习动力。最

后，大部分艺术类学生的集体意识相对较为薄弱，同时

也缺乏坚强的意志，美术水平较高的学生更倾向于“单

打独斗”，缺乏与他人合作的技巧或意识。然而，团队意

识和合作精神是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必备特征，因此在

促进教学改革时，应关注学生团队和集体意识的培养，

以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观。

2. 教材与实际需求相脱轨

教材质量能够对课程设置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在

职业教育受到高度关注的背景下，有必要从职业学校的

实际情况入手，基于学生特征来对教材形态进行优化和

完善，确保教材的设计能够与人才培养需求契合。近年

来，随着产教融合趋势日益明显，课程教材的设计已无

“双高”背景下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方略探析

王　刚

辽宁理工学院　辽宁锦州　121000

摘　要：随着“双高”政策的落实，现代职业教育面临着新的人才培养要求，在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时期的今天，只

有不断深化专业教学改革，才能真正推动艺术设计人才教育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基于此，本文以高职院校艺术设计

专业教学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的改革现状及改革策略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期为专业教学改革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

的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艺术设计；教学改革；人才培养

On the teaching reform strategy of Art Design Maj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height”
Gang Wang

Liaon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zhou, Liaoning, 121000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high” policy,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new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training. Toda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ly by continuous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can we tru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rt and design talent educ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ing of art design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reform status and reform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necessary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Keywords: Art design; Teaching reform; Cultivation of talents



198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4)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法满足当前的人才培养需求，对于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而

言，只有牢牢把握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利用当前的创新

型技术来促进教材的升级和创新，才能真正帮助学生掌

握最实用的理论方法及就业技能，充分发挥产教融合资

源的作用和优势，为教学改革的推进提供有效保障。

3. 教学方法缺乏交互性

教学方法在教学改革中占据着关键性地位，当前，

部分高职院校以实现了艺术设计专业的信息化教学，将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进行有机结合。但就目前的实际情

况来看，教学方法仍然存在着以下几大问题。第一，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存在矛盾，对学生的学习活动产

生了不利影响。第二，基础课程与实践课程教学改革之

间缺乏平衡性。许多基础课程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

无法真正激发学生的潜力。第三，信息平台在实践教学

活动中的利用程度相对较低，许多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

教学方法，并未真正实现教学活动的创新。第四，在开

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并未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

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未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和发展性。第五，

考核方式缺乏全面性和创新性，无法真正体现艺术学生

的综合水平及专业能力。

4. 双师型教师较为匮乏

在双高政策落实的背景下，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

者，因此教师的素质在教学改革进程中占据着关键性地

位。目前，部分高职院校大力引进青年高学历教师，但

由于部分教师存在着缺乏教学经验的问题，导致教学质

量不容乐观。其次，由于扩招政策的不断推广，师生比

例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许多教师面临着繁重的

教学任务，导致其缺乏必要的培训时间；除此之外，许

多高职院校采用导师制教学项目模式，对教师专业素养

的提升产生一定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打造符合术设

计专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以为教学改革工作的开展提

供必要的人才保障。

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的理念元素

第一：采用情境教学法。由于艺术设计专业存在着

明显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应将理

论知识教学与实训基地教学进行有机融合，在推动教学

形式向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教材的局限性。

从整体上来看，艺术类高职学生更倾向于以情景教学法

或真实场景教学法为主的课堂模式。因此，在对理论基

础课程进行设计时，应将专业知识体系与逻辑体系进行

有机融合，在避免纯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除此之外，还应充分利用当前的信息技术来

实现情景导入，确保教学内容具有体系性，为专业课程

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学方法与教学评价的创新。学校应定期组织

信息化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学生利

用信息技术的水平和能力，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奠定良好

的基础。首先，艺术设计过程中涉及了大量与学生兴趣

点相契合的知识。如手机 App 软件设计等，在针对此类

知识进行教学时，可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作用和优势，

激发学生进行主动探究。其次，有必要对教学评价进行

优化和完善，将文化知识与职业技能价进行有机结合，

并引入网络调查、在线评价等多种方式，以确保教学评

价的全面性。

第三：将教学活动与大赛和项目进行有机融合。首

先，可充分发挥项目式教学的作用，将教学活动为企业

项目进行深度融合，将教学活动与产业需求相对接，在

促进产教融合的基础上，确保教学改革能真正培养符合

市场需求的人才；其次，将教学活动与大赛进行有机结

合，充分利用各类比赛项目，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

同时，提高学习效果的转化率。

第四：注重学生综合性素养的培养。高职院校的主

要职责在于培养更多的职业性人才，因此，在推动专业

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应注重学生职业人格的培

养，帮助其不断提升职业情怀，掌握职业技能，提高创

新意识，在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为艺术行业培养更

多的创新型人才。此外，有必要将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

进行深度融合，在提高学生整体素养的基础上，促进其

社会认同感的提升。

三、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的方略

1. 教学环节的改革

应从教育学两大维度入手来完成情境的创设工作，

确保教学形式具有多样性，教学内容具有丰富性，教学

过程具有互动性，从而为教学效果的提升提供全方位保

障。艺术设计专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引导学

生学习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信息化教学技术

的作用，来构建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情境。首先，在构建

教学前进的过程中，应从学生作业、名篇佳作、企业和

案例四大维度入手来展示教学案例，确保教学案例具有

创新性，能够真正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为学生创造良

好的学习情境，从而为学习成果的转化提供有效保障。

其次，充分利用角色扮演，帮助学生了解用户与企业之

间的具体关联，从而提高学生对艺术设计行业的了解和

认知，帮助其明确自身的努力方向。再者，从学生层面

入手对学习模块进行分解，坚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聚焦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流程，可通过学生自主探

究或小组研讨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帮助学生培养集

体意识。最后，坚持差异化评价机制。根据学生的课后

反馈，了解学生之间的差异，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采用

不同的复习方法，以确保教学活动具有针对性。

2. 教学评价的改革

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应将学情分析、项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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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证书获取等多方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之内，以确保教

学评价体系具有全面性。同时，还应确保评价主体的多

元化，将学生自评、教师评价、企业评价、大赛成果等

进行有机融合。具体来说，为确保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

全面性，学生自评与教师评价应涉及课前、课中及课后

三大维度；此外，企业评价能为学生求职工作的开展提

供必要的参考依据。通过上述方式来促进教学评价体系

的创新，充分发挥评价工作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为专业

教学改革的推动提供有效保障。

3. 教学手段的改革

当前特殊的教育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手段已无法

满足当代学生的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学生的兴趣爱好

入手来促进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改革，以确保教学成果能

够体现新时代的人才培养需求。以《艺术设计概论》为

例，首先，可对教学内容进行划分，帮助学生了解设计

的本质、尝试设计，并对设计作品进行完善，最终保证

学生能够真正成为合格的设计工作者。以闯关模式来设

置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确保学生在每一挑战环节均能

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以闯关游戏的方式来展

示教学内容，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能

对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分解，因此可有效提升学习的效

果，并能够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

感，提高其学习自信心。其次，在推动教学改革的过程

中，应将知识、岗位能力及职业素养的培养进行有机融

合，以实际项目为立足点，在学习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

掌握创新型实践技巧。最后，以学生的自主探究为核心、

以教师引导为主线，鼓励小组学生在教师的示范和指导

下，进行合作和竞争，在提高学习活动趣味性的同时，

促进所有学生的共同进步。

4. 教学策略的改革

近年来，智能信息化终端在教育工作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和普及，在此背景下，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在线课程、

互动平台等来获得更多学习资源。基于此，在推动教学

专业改革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网络教学资源的作用和

优势，将教学活动与新兴技术进行有机融合，确保学生

能够充分利用掌握教学资源来满足自身的学习需求。教

师可充分利用在线学习平台来与学生进行必要的互动，

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困惑或疑问，以此为基础来对

课程计划进行调整，以确保教学活动具有有效性和针对

性。除此之外，教师还可充分利用投屏、VR 技术等来帮

助学生感受更真实的设计过程，在帮助其培养更多新型

技能的同时，促进教学效果的不断提升。

5. 教师团队的改革

教师质量在教学改革工作过程中占据着关键性地位，

同时也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保障。因此，对于艺

术设计专业而言，应定期组织各类真实项目开展培训、

讲座等活动，对当前的奖惩机制进行优化和完善，以提

高教师学习和培训的积极性。其次，应加大创新型人才

培养力度，从专业知识、教学能力。创新意识三大维度

入手来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促进教学团队教学水

平的不断提升。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各类教学比赛或技能

大赛，以此来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掌握更多新型的教

学技巧。最后，教师不仅承担着“授业解惑”的职责，

同时还需完成育人职责，因此，艺术设计专业教师不仅

应关注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还应提高对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注，帮助学生培养理想信念的

同时，为教学改革的推进以及学生未来的就业打下坚实

的基础。

6. 课程思政的改革

在设计课程案例时，可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

用来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政教育与专

业课程进行有机融合，以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职业

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

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

文化自信，在帮助学生培养工匠精神的基础上，引导学

生树立服务意识；其次，应重视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培

养，为其未来的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促进其自我

价值的实现；最后，在推动教学改革工作的过程中，还

应关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将创意和灵感转

化为实际劳动成果。从课程实施层面来看，应将学校课

程与校外实训基地或实地参观等进行有机结合，在丰富

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为学生学习质量的提升奠定良好的

基础。必要时可邀请行业知名人士来对学生进行有针对

性的现场指导，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双高”背景下，应从新时代的人才

培养需求入手来推动教学改革工作，在确保艺术设计专

业教学改革具有有效性和针对性的基础上，为现代化艺

术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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