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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艺术设计类课程建设探究

——以广西地方特色文创产品设计课程为例
何宜轩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理工学部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 要】：高质量、稳健地推进职业本科院校的建设，是目前我国大力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通过对职业本

科定义的边界研究，以坚持“三深化两强化”的职教模式，结合广西地方特色文创产品设计课程的特色，注重职业本科课程的核

心特色塑造，以此抛砖引玉，探讨职业本科的层次定位及课程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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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high quality and steady. By studying the boundary of the definition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urse, this paper adheres to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 of "three deepening and two strengthening",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xi loc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course,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urse shaping, and thus discusses the level

positioning and curriculum reform measures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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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本科教育的边界区分

正确划分和界定高职教育的界限，是实现高职院校高质量

发展的第一步。2019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明确了高职教育的类别，并提出了要在高职院校中

进行高职教育的试点。从“什么是职业本科”概念提出后，理

论界对“什么是职业本科”进行了探讨，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统

一的观点，同时，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政策还不够健全，职业

本科与其他本科（尤其是应用型本科）的界限划分还没有明确，

与高职院校的层次划分仍有待区别，发展特色尚不鲜明。所以，

对专业本科教育的分类、层级与成长界限的界定，有助于明确

地划分高职教育。类型界限：具有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高职教

育，是由高职教育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具有职业

教育的基本性质。高职院校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职业教育

的基因。在社会功能、职业取向、培养人才的途径上，都存在

着与其他大学不同的特点。匡瑛将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

性质进行了区分。就是要充分利用科技的传承与创新，实现技

术迭代的社会功能。

邢晖认为，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在发展逻辑上存在

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按照专业程度发展的，后者是按照应用

程度发展的，但是两者在人才和教育任务方面存在着共同的特

点。徐国庆等人主张，高职本科教育应当完全按照高职院校的

要求来进行。按高职高专院校的培养模式进行，从根本上讲，

高职教育仍然是面向所有人服务行业的；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

教育，是为社会培养具有较高实际动手能力、能够改变世界的

专业技能人才。“以职业需求为起点，以产教融合为主线，以

工作能力为核心”，是一种有效区别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教育

的类型界限，同时也是高职教育的实践和价值所在。高职本科

院校的办学特色在于适应高职院校的新形势和新的需要。目

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职业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工作岗位被机械取代，人

工智能培训师、供应链管理师等新的工作岗位层出不穷，而“新

工匠”的工作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高学历的复合型人才。

综合性强、复杂性高的专业工作要求较长的学制，因此，高职

本科教育就是其中之一。高职院校在技术、人才、创新三个维

度上应重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强化专业与产业间的交互与融

合，这是高职院校特有的边缘特征。高职院校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要培养能够快速适应职业工作的人才，这样才能更快地适

应工作，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以提高职业素质为核心，围

绕国家和社会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持续提高与具有先进技术

的高端工业、行业高端的契合度、服务贡献度，坚持产教融合

办学主线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2 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建设的内涵

职业本科教育是适应国际高职教育、高等教育发展的潮

流，适应工业升级的需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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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高职教育高质量、高标准、强吸引力的

代表。职业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建设，本质上就是要突出高职教

育的层次与高度，在深化高职教育类型特点的前提下，塑造高

职本科教育的核心特色，以实现职业教育功能特色、职业教育

类型定位、职业教育发展预期。

坚持职教模式：“三深化，两强化”“三深化”，就是要

把高职教育的特色传承下去，深化产教融合，深化校企育人，

深化理实一体。一是坚持以产教为本的办学道路合体。兼顾前

瞻性与灵活性，顺应行业发展的潮流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需

要优化专业规划，提升专业和高端工业；以复杂综合度较高的

职业岗位为出发点，以先进工业技术为核心重组专业资源，以

人才支撑和服务产业为功能定位，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搭

建多功能产教融合平台，切实支撑好所对接产业的发展。二是

继续深化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高职院校要坚持校企合作，深

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积极探索“岗课赛证”的融合

办学模式，创新校企共建共享机制，把育人环境与企业实际、

资源进行深度整合。三是坚持“理实合一”的教学实践。高职

院校是一种以专业工作实际问题为核心的跨国别式教学，旨在

通过对多种专业或知识体系的信息、概念、技术、工具或理论

进行甄别、评价和整合，并与实训实习相结合，使学生学会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两强化”是指在高职教育中，

突出高职教育的代表性特点，加强高职教育的薄弱环节，即加

强产业研究，加强育训结合。强化行业研究，可以动态地追踪

行业的需要，适时地进行专业设置的调整，并对课程内容进行

实时更新，从而有效地保证了高职教育的适应性。强化育训结

合，面向所有人，以“1+X”为抓手，推进高水平的“书证”

流通，是高职院校坚持办学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3 文创产业体系形成和人才诉求

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最早提出之后，在当代社会快速发

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现代人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提高，到

目前为止，文创产业从“设计一生产一市场”的一大体系已基

本成型，设计人才在进行文创产品设计时，必须在以文化内涵、

专业技术、社会价值的全面思考为基础的想象形式下进行创新

或者再造，应当具备传承积极文化的深刻意识，设计不仅仅只

是一种技术性制作手段，更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以及开创文化

繁荣新时代的桥梁。所以，在文创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文创

产品设计教育的人才培养应该围绕文创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

行，而设计人才的培养，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注重艺术表现，更

要具有创意思维的能力，同时兼备艺术创作与技术制作的综合

能力。因此，能把文化创意与市场需要紧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显然已成为当代文创工业的中流砥柱，而设计人才则是未来文

创工业发展的发动机。

3.1高质量

随着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高素质的设计人才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要素，而高素质的培养则表现在高文化素养、开阔

的眼界、对文创产业的掌控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的

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

以，随着人们对文创产品的鉴赏标准和审美需求的不断提高，

文创产品设计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并能结合自身的

专业知识，将其融入到文创产品的设计中，通过不断的实践，

最终形成具有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文创产品

3.2高创意

“活思维”是指创造性思维的敏捷和创造性，敏捷是创意

的核心，创造性是创意的基础。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科学技

术同步化的大同世界，要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并把自己的文

化特色与创意结合起来，就必须要有创造性的思维模式。因此，

必须从整体上培养创意设计人才的创意思维，才能让创意作品

具有其自身的文化特性和市场价值；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迅

速发展，必须进行再造和升级。

4 广西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广西的文化产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

旅游为主，表演娱乐为辅的特色旅游项目；以动漫游戏、影视

制作为主的行业系统；文化产业已成为广西新的经济增长点，

也是提高广西软实力、树立新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文化产业

的增加值已连续 4年超过 20%，发展速度快。

4.1广西文化界的发展势头良好

首先，据自治区统计局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文化及

相关行业企业实现了 342.18亿元，同比增长 9.1%，增速比一

季度高 0.5个百分点。10个行业中，8个行业的经营利润增加，

其中，工艺类产品占 15.7%；文化和艺术服务分别增加了

27.4%、5.8%和 22.7%的文化和娱乐。其次，加强对文化骨干

企业的支持。通过积极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中文化部支持

的 5个文化产业项目、38个项目获得了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的支持，获得了 4000万元的资助。文化工业展览会的影

响力不断扩大。自 2014年创办以来，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

展、中国—东盟博览会上的动漫类产品展示活动，已吸引了众

多中外文化企业和团体参加。本地区的文化企业参与了第十三

届中国（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敦煌）丝绸之路文化

博览会等多项国家级展览。

4.2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其商业模式

广西以其特有的民族资源为依托，以融合、创新为特征，

推动了传统和新兴的商业模式相互竞争。靖西旧州绣球、临桂

五通民间绘画、钦州坭兴陶、北海珍珠、凭祥红木等一批民族

文化产业的品牌影响力逐渐增强，已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

新动力；随着广西广电集团等一批文化骨干企业的上市，广西

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的发展又有了新的突破。同时，广

西还大力建设了民族节日的交流平台，并成功地创建了“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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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等优秀的民族特色文化品牌，并将其发扬光大。南宁

国际民歌艺术节、河池铜鼓山歌艺术节等民间节庆活动，是广

西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

面对快速发展的新媒体，主流媒体顺应时代潮流，媒体融

合步伐稳健，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成立了一个全面的新闻采编平

台，全力打造“中央厨房”，加速推进旗下所有媒体在内容、

频道上的传播；平台等领域的深度整合，向电子商务、展览业

等多领域拓展，以突出主题，应对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

方式的深刻变革。

5 促进职业教育与广西地方特色文创产品设计的措

施意见

当前，文创行业正在快速发展，随着国家的大力支持，在

国内兴起了一股文化创意的热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更

加需要高质量、高职业化的设计人才。高校设计专业该如何培

养这类人才是我们设计类教育从业者值得思考的课题。作者在

广西的几所具有设计特色的高校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其具有

代表性的高校的学生、教师等进行了实地访谈调查，发现了几

个问题及建议改革措施：

（1）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强

国，我们要抓住大政策下文创产业的优势，结合广西的民族特

色，重视文创产品设计教育。目前，广西大部分有设计类学科

的院校虽然目前还没有独立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专业，但是很

多设计类专业都有其相关的课程和设计团队。各高校对文创产

品设计的重视程度虽有差异，但整体发展趋势与教学模式大致

相同。因此，职业本科教育在原有基础上，如何跳出固定思维

模式，使其培养的人才更具职业化更符合当前文创产品设计人

才需求等方面仍需进行反思和转型。

（2）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是一项包括多个专业的综合设计

活动，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其包括视觉传播、环境艺术设计、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动画设计等设计领域都有广

泛的应用。但高校师生及设计师一般都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

发，因此设计出来的产品比较单一，缺乏丰富性和综合性。这

就要求各个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要从多个方面来考虑，既要注

重自己的专业能力，又要结合产品的特色，综合其他专业的相

关知识点，或者加深各专业间的合作，以此设计出更有创意更

具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

（3）目前广西的文创产品设计的大多更注重形式和造型

缺乏实用性，笔者认为文创类产品除了造型的创新也可以在日

常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应用。因此在开展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时，

不仅要有创意训练、地方民族特色审美与工艺等相关内容，还

应让学生多观察日常生活，使设计更实用、更接地气。

6 结论

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繁荣、普及和进步，许多高校已经开

始开设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课程，而一些高校也在积极准备这

门课程的建设。这一现象表明，该课程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能够与其他学科相融合，并能在不同的专业中形成自己独特的

学科方向。另一方面，由于办学规模扩大、专业设置多样化，

会产生办学理念上的差异。显然在教育层次上也会有很大的差

异，对于该课程的观念理解也存在着很多差异。从当前的广西

的社会条件来看，对设计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多高校教

师和学生在实际工作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我们也

要认真地考虑，如何把这个课程做好，让培养出的人才更有价

值，符合高层次职业岗位的需求。所以，在职业本科院校进行

艺术设计课程设计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好职业岗位调查，鼓励

教师积极参与或直接到实际的岗位中去深造和实践，为培养艺

术设计专业高层次职业设计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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