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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与科技”专业作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所提出的最新学科，对于科技时代我国艺术设计领域高端人

才的培养有着重要意义，而对于“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的研究，也是当前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的重要任务，

是提升“艺术与科技”专业教学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必然途径。本文对“艺术与科技”加以概述研究，提出当前“艺术与科技”专业本

科培养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此为基础对其培养模式加以分析，以此提升“艺术与科技”专业人才培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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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对本科教

育专业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创新也成为了当前高等院校教育

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而“艺术与科技”专业作为本科教育的

专业内容之一，是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的重要知识成果，需

要通过对“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以

实现对高等教育改革工作的持续深入，提升高等院校教育教

学工作的实效性，为我国艺术设计产业发展奠定人才培养基

础。

1 “艺术与科技”专业概述

“艺术与科技”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所提出的

高等教育专业学科，颁布于 2012年，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以

及艺术设计的深度融合为基本理念，以国家文化发展的基本

战略为导向，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以及数字内容产业领域，

对空间、艺术、技术以及商业价值等理念加以融合，以此实

现新时期具备国家文化设计视野、交叉学科基础以及创意创

新能力的高等艺术设计人才培养。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产业的

逐渐发展以及国民设计创新意识的逐渐提升，高等院校“艺术

与科技”专业本科教学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也亟待革新，以此

推动我国设计产业发展。

“艺术与科技”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基于传统设计以及

现代科技发展两者的交叉领域，需要在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

实践中，注重对学生国际化视野的拓展，并实现对学生创新

素质的全面整合，以此实现新时期设计产业领域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同时，“艺术与科技”专业在人才培养实践过程中，

更加强调学生在新时期数字科技发展背景下的高层次科技

与知识的交叉复合，尤其是对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对于设计方

式以及设计理念的新思考、心沟通以及新创意，以此使学生

能够具备不同知识领域的深度沟通与交流，实现不同知识领

域的融合与协调，以此来推动新时期设计产业的发展，突破

传统设计理念对其产业发展的限制。

2 当前“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的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科学技术的逐渐发展，“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

教学实践的难度逐渐上升，学生对于新科技、新知识以及新

设计理念的理解内容更加复杂，高等院校专业教学实践的传

统人才培养模式很难适应新时期“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教学

实践的现实需求，无法保证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贯彻落

实，无法满足人才培养计划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在高等

院校“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教学实践中，加强对“艺术与科

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创新，实现对学生综合素养的

全面整合与培养，以此推动“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人才培养

工作发展。而在对“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的创新研

究中，需要对当前“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的发展现

状以及存在问题加以分析，为“艺术与科技”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革新提供导向，保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工作的顺利进

行。当前“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的发展现状主要包

含以下方面：

首先，“艺术与科技”专业开设现状。“艺术与科技”专业

是国家教育部 2012 年颁布的本科专业课程，经过近十年来

的发展，“艺术与科技”专业开设院校逐渐增多，但不同院校

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方案指导，在培养目标设

定、培养方案设计方面，都处于逐渐摸索阶段，并未形成统

一完善培养规划。并且，不论是国家重点高校还是普通高校，

都是将“艺术与科技”专业该校的艺术类院校进行承办，而艺

术类院校都是以“艺术设计”为主，在培养模式设计中，缺乏

对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融入与思考，尤其是对于“互联网+”

以及“交互”领域的研究，其培养理念都科技服务于艺术设计，

这就导致了科技与艺术设计的融合中，对于科技的思考有所

不足，无法满足“艺术与科技”专业培养模式的实际需求。

其次，“艺术与科技”专业培养目标设计现状。现代互联

网科技产业高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更是积聚了科技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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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飞速扩张，成为了新时期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支柱型

产业体系，这就为“艺术与科技”专业打下了坚实的人才需求

市场。但是在高等院校“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的目标设计中，培养的重点更多的是集中在科技层面，对于

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更阿基重视，而针对于互联网

技术产业的产业体验设计以及艺术制作等方面的培养却有

所不足。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中，产业发展的核心

是“用户体验”，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中也更加关注产业设计

类以及运营类的人才储备，尤其是对具备科技与艺术专业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最为迫切。这就需要高等院校在“艺术与

科技”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实践中，加强对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

合，以兼具科技与艺术两大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

进行“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同时，要

在“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方案设置中，保证科技与艺术

的深度融合，避免重视一方、轻视一方的情况产生，以此保

证人才培养计划的顺利实现。

3 “艺术与科技”本科培养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社会经济产业领域发展中对于艺术与科技复

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提升，高等院校“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

人才培养实践中，就必须以具备国际化视野、对学生的创新

素质进行全面整合，实现对“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人才培养

模式的全面革新，以此推动高等院校“艺术与科技”专业教育

教学工作的发展，提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效率和质

量。“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的方案架构设计策略主

要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在“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融

入“互联网+”，实现对高等院校“艺术与科技”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遵循“艺术与科技”专业培

养方案制定的基本原则，以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为导向，

在培养方案原则的约束下，实现对“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

养模式的全面革新。而“艺术与科技”专业培养方案制定的基

本原则主要包含几个方面：①以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为基

础，加强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②以“互联网+”“移

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导向，进行“艺术与科技”

专业课程内容的设计革新；③教学实践中注重对艺术类课程

与科技类课程的深度融合，教学重点关注在交互产品的前端

设计以及产品运营；④理论课程设计与实践课程设计相结

合，并以实践课程为主，采用“2+8”的课程设计模式，理

论课程占总课程占比的 20%，实践课程占总课程的 80%，以

此实现学生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与强化，培养应用型人才。

第二，“艺术与科技”专业培养模式的课程体系设计。

在高等院校“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方案设计中，课程

体系设计是核心内容，需要根据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将艺

术设计类课程与科学技术学科深度结合，这其中包含了素

描、速写以及色彩三大基础艺术设计内容，课程体系设计的

具体方式如下：①产品设计课程为基础。在产品设计课程中，

其主要构成包含了 4-6 门基础产品设计课程，并且要保证课

程设计的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并加强对当前产业市场的分

析与研究，尤其是互联网发展以及市场需求方面，以目标群

体的功能设计需求以及产品架构设计为主要内容，教学实践

中以解决学生“做什么样的艺术设计”为问题，保证课程体

系设计的科学性。②前端设计类课程设计。当前高等院校“艺

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中，主要还是以艺术设计为主，

这就需要在培养方案设计中，设计 7-10 门前端艺术设计类

课程，并以实践为主，实践理论结合的方式进行，并在课程

中，融入现代科技，例如数字科技使用、用户体验设计以及

互联网产品的前端设计等，以“如何进行这样的产品设计”

为教学导向，全面提升“艺术与科技”专业教学的实效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的创新是推

动我国艺术设计产品发展，满足新时期市场发展的复合型人

才培养需求的必然途径。实际过程中，需要以“艺术与科技”

专业培养方案设计的原则要求为基础，对其课程设计方案加

以研究，以此实现高等院校“艺术与科技”专业本科培养模式

的全面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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