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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稳中有升，不断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对
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在高职教育方面的体现就是应用型高职
学生越来越受欢迎。高职环境设计专业学生就是代表之一。
基于这样的背景，很多教师、学者开展了对如何通过改进课
堂教学方式、优化课程设置等来高效培养高职应用型环境设
计专业学生的研究。但却忽略了实践教学在高职院校环境设
计专业中对学生发展的高效促进作用。在高职类专业课中，
无论多么好的课堂教学方法、多么优化的理论课程设置，实
践教学环节永远是有效促进学生发展的重点环节。而且传统
的实践教学模式已经适应不了越来越新颖的高职教学方法及
课程设置。虽然，部分高职院校已经有了将实践教学环节搬
进课堂的意识，并通过聘用具有高职称或教学经验教师来实
现这一想法。但仍未切实将实践教学环节渗透进理论课堂教
学，两个教学环节仍然是单独开展。且高职类院校并未真正
向社会中的应用型环境设计从业者敞开大门。虽然有研究指
出“双师型”教学能够有效提升高职类学生培育效果，但高
职环境设计专业学生的培养，仍停留在课堂上听理论知识，
实践时走马观花体验下，尚未真正实现实践教学和课堂理论
教学的交融和并进发展。

一、当前高职类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不足
一是缺乏适应发展的实践教学方法。本文作者一直认为，

高职类的实践环节教学，应该等同于或者直接继承以往的师傅
带徒弟模式，时时处于实践环节、手把手教授、学到的都是当
前社会正在运用的技能，这样才能真正培育出能动手、有动手
能力的学生。现有的环境设计实践教学模式，课时短、实践内
容脱离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教学方法仍然类同于课堂教学，
实践教师讲完后，学生参照说明书或课本内容进行操作。

二是缺乏理论和实践兼备的师资队伍。缺乏能够在课堂上
讲解实践案例操作、实践时展现理论知识运用的复合型教育者。
比如，在课堂理论教学阶段，请社会的高质量从业者参与进来，
协作课堂老师完成课堂实践案例教学，在校外实践阶段，由高
职教师在企业协作从业者完成实践环节各个理论知识点的讲解
和验证，这将会是多么有趣又高校的高职类教学。

三是缺乏对应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近年来，高职类院校
在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设置上作出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好的效
果。比如，立足高职类就业合作平台，给学生提供校外课程实践，
提前了解所学专业在社会行业中的情况，也就是常见的校企联
合培养，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水平加深了对所学专业的认知。
校外实践期间，由合作企业管理者或负责人引导学生进行实践
学习，但这种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各个环节仍然是独立的、割
裂的。未真正形成固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二、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可行性
本文选择高职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改革的思

考，基于以下几点。
一是高职环境设计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已经不适应于市场

的发展。比如，老旧单一的培养模式已经跟不上了环节设计
专业应用性发展。目前，老旧的职教师资队伍构架和单一的
培养模式是制约应用性环节设计专业学生成长的重要因素。
理论教学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以及教授队伍实践能力与环境
设计市场实践应用的脱离，造成了环境设计专业学无可用的
认知，挫伤了环境专业学生在院校学习的积极性，反正就业
后仍要从头学起。

二是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方法的改进需要合理的实践教学
体系来实现。高职类专业教育本身就侧重于实践教学方法，
特别是环境设计专业应用性更强。很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始关
注并调整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方法。比如增强校企合作，
加大实践教学环节课时等，但当前的教学方法仍是以学校教
师带领、合作企业引导体验为准，没有真正的讲课堂授课教
师及课堂教学内容整体搬进实践教学环节。环境设计专业教
学方法的改进需要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来实现。

三是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要求的提高需要环境设计专
业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改革。市场对环境设计专业学生应用型
技能要求的提高，必然造成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要求的提
高，比如影响着环境设计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比如，本文提
到的由高职类理论教师负责对学生院校外实际环节进行理论
知识教学，就需要环境设计专业教师熟悉当前市场情况或合
作企业实际运行情况。脱离于市场主体需求的全职教师必然
难以达到该要求。因此，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要求的提高
需要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改革。

三、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建议
立足“双师型”教学改革及提升环境设计专业师资队伍

素质为核心的总体规则，大胆构建校企深度合作模式下的环
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固定或动态的环境设计专业
师资队伍，动态优化环境设计专业师资队伍结构，对脱离社
会市场应用需求的教师，鼓励其利用校企合作平台，进行职
教师资队伍的实践学习，或直接聘用社会环境设计从业者进
行课堂教学环节，让市场应用需求体现在课堂理论教学中，
让理论知识应用体现下院校实践环节，真正做到教材和市场
应用的结合。

共有以下几种建议共参考：一是深化职教师资队伍培训。
请高职环境设计专业的授课者参与市场应用的交流，重点培
养 2—3 人实践、理论有机结合的教师。教师从没有将自身掌
握的理论知识在市场实践中进行运用，又如何能培育出环境
设计专业应用性人才。二是鼓励高职环境设计专业职教师资
队伍将科研项目用于社会。项目研究和教学培育一样，不能
只停留在理论设计及猜想上，鼓励高职环境设计专业职教师
资队伍将科研项目应用于合作企业或其他社会企业，促使科
研型职教队伍向研用性职教队伍的转变。三是完善高职环境
设计专业职教师资队伍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大胆灵活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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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职应用型环境设计专业学生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本文作者认为，要想真正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对高职类环境设计专业

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改革，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点。本文结合高职类教学的特点，提出了进行实践教学环节与课堂理论教学环

节相互渗透、交错进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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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或引进市场中高质量环境设计从业者，以外聘方式提升高
职环境设计专业职教师资队伍水平。四是构建高职环境设计
专业合作师资队伍建设。高职环境设计专业教师的能力及对
环境设计市场领域前沿发展的认知，对高职环境设计专业学
生的培养起着决定性作用。有改革魄力的高职院校，就大胆
引进或聘用环境设计市场领域高质量从业者参与课堂理论教
学。短期内难以实现改革的，可以通过加强与本地应用型本
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优秀教师的交流，邀请或聘请其来院校
讲学的方式实现高职环境设计专业职教师资队伍的优化。

四、结论
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对培养优秀的环境设计应用

型发展人才具有决定性作用，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要求的
提高打破了以往的教学模式，也对环境设计实践教学模式及
实践教学的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新挑战。环境设计专业
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即促进了环境设计专业应用性人才得
培育，又满足了当前社会经济下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
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改革要积极响应市场对环境设计
应用性人才得需求，用合理优化的职教师资队伍去实现创新
的教学方法和优化的课程设置，培养出更多有利于环境设计
专业发展的高质量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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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红色书香正能量。
3.7 开展红色故事会活动
国内许多图书馆开展了红色故事会活动，邀请老党员、

老红军、老英模、老专家、老干部为青少年讲述他们在革命
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对青少年开展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或者由图书馆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青少年讲述红色
故事，用故事的形式吸引青少年走近红色文化、走近革命年代；
或者组织发动学生讲述红色故事，让学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
不断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喜爱。例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图书馆特招募“讲好党
的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经典”讲述人，招募对象包括：亲历
了革命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新时代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等，该
活动倡导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元素和表达方式，让一
个个尘封的历史故事变成鲜活的现实教材，讲述时要求带着
情感融入历史和故事情节，让这些故事给人们以知识的汲取、
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让红色经典永远传承。

3.8 设立“红色文化阅读”阅读推广人制度
福建省龙海市图书馆设立了“红色文化阅读”阅读推广

人制度，由市政协委员、龙海文史专员、龙海作协成员林靖
华老师和众多领读妈妈组成志愿领读部落，进行“红色文化
阅读”宣传推广，他以推广“红色文化阅读”为己任，以“红书”
为媒，以阅读为纽带，开展读书会或者故事会、听林爷爷讲古、
朗读会等活动，把“李林”及“李林精神”带到读者身边。

3.9 举办红色展览
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积极主动与广州市社科联、毛泽东

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区文明办、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区教育局等机构联动举办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十九大
图片展览，并到区内各校园巡展，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的资
源优势为学生、市民开展党史学习提供权威的教材，打造了
馆校合作新路径。展览现场设有打卡点、党史知识有奖问答
知识竞赛，富有参与性，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和市民的学习兴趣。
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还举办党史图书专题展览，为学生和市
民推荐党史主题图书，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优势
和人才优势为公众学习党史知识提供便利。

3.10 红色资源数字服务
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为公众提供丰富的红色资源数字服

务，在馆内为公众提供红色史迹 VR 全景体验，让公众“云游”
红色景点；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为公众提供红色特展；到广州
市越秀区内的红色史迹拍摄原创红色视频并免费提供给公众学
习；组织图书馆员朗诵红色篇章并通过微信公众号提供给公众
免费收听，多个原创红色音频作品被“学习强国”平台采用。

4. 结语
在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全国各地图书馆纷纷探索图书

馆弘扬红色文化的创新性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但也存
在一定问题。比如红色阅读推广活动的多样性还有待进一步
丰富，未来可以借鉴“剧本杀”等富有时代性的模式开展红
色阅读推广活动吸引更多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逻辑推理和剧
本体验中深度认识红色文化的精髓和魅力。红色活动一定程
度存在“一阵风”现象，还没有长效化、日常化，有待图书
馆不断完善规章制度，让红色活动常态化，在公众心中生根
发芽。图书馆的红色活动服务对象缺乏细分，对服务对象参
与活动的目的、偏好、习惯缺乏深入研究和分析，一定程度
影响了公共图书馆红色活动品牌的打造。以上短板都有待国
内图书馆在未来进一步思考完善。

参考文献

[1] 郑艳华 . 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阅读推广实践案例分析
[J]. 办公室业务，2021（1）：65-66.

[2] 郭雁、员立亭 . 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馆藏建
设与利用——以商洛革命老区为例 [J]. 商洛学院学报，2019
（12）：84-87

[3] 张胜峰 . 基层公共图书馆地方革命文献开发与推
广——以 < 翔安红色记忆 > 系列连环画编辑出版为例 [J]. 图
书馆杂志，2020（10）：32-37.

[4] 钱雅玲，郑洪平 . 革命老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教育
基地建设研究 [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8，36（3）：52-55

[5] 徐焕 . 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路径分析示
[J]. 安顺学院学报，2019，21（4）：45-51.

作者简介：肖艳红（1979-），女，汉族，广东省河源市，
本科，图书资料馆员，从事研究：图书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