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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教学模式在《材料与工艺》课程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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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充分了解产品的材料与工艺是产品设计者的一项基本功。通过将工作室教学模式，应用于产品设计专业《材料与工

艺》这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总结这门课程在实践教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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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a basic skill of product design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and process of the produc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studio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material and Craft for product design major,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 of this cours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practi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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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产品设计是一种需要创造能力的活动过程，而

其中材料与工艺又是产品设计的物质技术基础与前提。只有通

过熟悉材料的性能与特点及掌握其加工的工艺特性，才能更好

地实现设计目的和完成设计要求。《材料与工艺》是产品设计

专业开设在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起着承

上启下的作用。

1 产品设计专业《材料与工艺》课程概述

在艺术学类专业课程中，《材料与工艺》是针对产品设计

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专项能力的必修课程之一。它不仅可以

帮助学生掌握艺术设计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而且，材料与工艺课程作为人文艺术类

课程，有着自己独特的学科属性，也包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育

人资源。这些课程内容包括了，理论部分：即木质、金属、塑

料、玻璃、陶瓷、竹材、纸等传统材料与新型材料及其成形工

艺；和实践部分：即赏析、应用、完成各种不同材料的设计与

制作；思想政治部分：从材料的发展历史、材料的加工工艺、

典型产品设计案例及其故事、材料人的生平事迹、材料的应用

现状等中挖掘出的思想政治元素。

2 工作室教学模式的特点

作为多元化教学模式之一，工作室模式为不同的人才培养

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同时，体现出了开放性、合作性、整

合性、市场性、教学相长性的特点。在产品设计专业的教学过

程中，这个模式首先提高了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突破了传统

的教师讲授课堂；丰富了学生的学习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固有

教学资源范畴；因课程的需求学习的场所和地点随时可被移

动，突破了传统封闭式的课堂。其次，工作室的教学模式，以

项目导入课程学习，将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在一起，

促进了相互间的学习、帮助、监督与进步。第三，在工作室项

目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整合不同实验实训室的资源、不同

学科之间的专业知识、不同地域之间的特色自然人文资源，以

实现项目的顺利完成以及产品的呈现与推广。第四，通常情况

下，由于项目制的特点，工作室教学模式中的师生所完成的项

目产品都应最终体现出其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后，工作室

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实验实训、作品创作与课题研究都紧密

地结合在了一起，也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必须

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与专业创新能力，这本就是一

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3 《材料与工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实践训练力度不够

虽然，开设这门课程的高校都会相应的安排实训实践的课

时；但从具体操作上来说，首先需要有可以实践的机会，可以

进行实训实践指导的教师，可以完成实训练习的环境场所与设

备条件，还需要充足的实践与训练时间与之相配，最重要的是

学生能够拥有创新思维的意识和动手实践的学习目的。因而

《材料与工艺》的实践训练也普遍呈现出力度不足或无从发力

的现象。高校产品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么因为偏少的设计

实践配套资源、参差不齐的实验室建设与实践条件，理论偏多

实践偏少的课时分布、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指导、不够直观的

材料实物展示等原因，而对于《材料与工艺》这门课程的实践

实训无从下手；要么因为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导致了学习过

程中以实验人员或教师操作为主、展示部分较多，而学生能直

接接触制作生产过程的机会较少、亲自动手的部分较少、实际

训练的强度不够等现象。

3.2教学内容缺乏特色

知识点繁杂、内容较多、范围较广是《材料与工艺》这门

课程的特点。而不断涌现出的新材料与工艺，也同时在加剧传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6期 2022 年

167

统材料与工艺的逐渐遗失。最终，这导致了教材的更新与知识

的迭代速度较慢，且教材内容单一、大同小异，大多趋于普遍、

一致性，其中大多的教学案例虽经典却远离学生的学习生活。

这使得《材料与工艺》的课程教学内容多而不精、深度不够、

缺乏特色，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其多样化发展的

需求；更加不利于改善高校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突出地方高等教

育的特色，实现多元化的人才培养。

3.3课程教学模式僵化

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根深蒂固地影响，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为中心的主体地位仍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导致了《材

料与工艺》授课的教学模式大多沿袭了传统。这是一个老生常

谈的问题了。在产品设计《材料与工艺》的教学课堂上，学生

睡觉、玩手机、看其他书籍的现象总是偶有出现，而且屡禁不

止，已形成了一种僵化的课堂现象。这说明，课堂教学缺乏互

动，且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学生迫于毕业学分要求的

压力，对专业课的学习也仅流于形式，体现出了十分被动的学

习态度。另外，现代各高校课程评价的体系，大都是采用了平

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按一定比例相加而得到综合评价成绩

的方式，虽然这也体现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特

点，但通常期末考试成绩仍因占据更大的比例而被过重强化，

因而也无法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

4 工作室教学模式在产品设计专业《材料与工艺》课

程的教学实践路径

4.1突出工作室教学模式的实践性能

工作室为高校的教学提供了实践创作的良好环境。高校的

产品设计工作室教学模式，一般依托不同的实验室作为工作室

基础，经过整合各实验室设备设施与专业教师，以提供相应的

场地、设备、设施、材料、师资等用于完成实践教学的重要资

源。在发挥原有教室的教学呈现功能的同时，添加了更好的实

物展示与操作呈现的功能。在工作室的教学环境中，理论教学

可以将教师对材料、工艺的讲授与展示直接结合，并且可以满

足在理论学习后，直接实地提供实践的软硬件条件。工作室教

学模式，不但为《材料与工艺》课程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方便快

捷的操作场所与条件，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材料与其形成工艺，

更有利于课程教学的内部衔接，大大缩短将理论教学转化为技

能实践的时间。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身临其境地实现及

时地学以致用、现学现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从简单常用的

材料开始，在最大安全保障下，选择可操作性最强的材料。如

木质材料，安全、环保、经济、可塑性强。学生可以通过动手

感受与操作，加深理论知识记忆，改善实际操作的技能，增加

制作的积极性和专业学习的自信心，提高了自主动手与创新思

维的意识。

4.2以工作室为基础开发特色化的课程内容

在产品设计专业的工作室教学模式中，工作室作为载体，

专业教师发布的各种项目或课题为主要任务。在完成专业理论

知识创造性地向生活实践转化的过程中，项目任务以教学内容

为基础，而且学生也变求知为乐知。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来源，

《材料与工艺》的课程教材应兼顾学生的差异性学习需要、兴

趣爱好与价值观；为体现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的人才

培养目的，工作室教学模式中的《材料与工艺》课程教材还应

注重通过实践，体现对地方本土设计材料与加工工艺文化资源

的传承与弘扬，形成特色化的校本课程内容，这也是挖掘《材

料与工艺》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方式之一。从学生的实际

生活与学习出发，在工作室教学模式中总结学生所处区域的材

料与工艺的特色案例，发挥《材料与工艺》课程的思想政治教

育价值。如教师可以通过到地方企业或加工作坊中调研，了解

地方产品设计材料与加工工艺的概况，特别是针对一些地方特

有的工艺材料与民间传统的加工工艺，可在通过赏析、整理后，

在工作室中完成对其制作过程的总结、归纳，形成校本的特色

教学内容。同时，还可以邀请企业手艺人或者民间工匠到工作

室的课堂中，进行深入的实践教学讲解或经验分享。从而，将

匠人精神与民族精神融入《材料与工艺》这门课程的教学中，

引导学生尊重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手工艺、发扬传统优秀民族

精神。工作室教学模式不仅为开发特色化的课程内容提供了便

捷、有利的实践环境，而且也是完成特色化课程内容教学的重

要场所。

图 1 学生课业作品:百色领导人 图 2 学生课业作品:壮锦花瓶

4.3充分发挥工作室教学模式的价值

工作室教学模式在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正好凸显

了强调实践教学的转型特点，其目的在于提供了解不同材料的

氛围、设置创新手工艺学习的情景、培养设计时正确运用材料

的能力，体现出实际应用的价值。其次，教师是教学的重要环

节，占有主导性地位。在工作室教学模式中，通常选择师德师

风高尚、专业教学水平高、专业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

与企业的优秀导师相组合，完成对《材料与工艺》课程学习的

指导与评价，体现了双导师的价值。最后，在工作室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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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形成一个人人参与的评价体系，其中包括了工作室教学组

织的评价与工作室中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且都应是由过程成

绩与结果成绩组成的综合评价，体现了多元评价的价值。

图 3 学生课业作品参加“广西设计周作品展”

作为一门既古老又新兴的学科，《材料与工艺》这门课程

应体现出新兴材料对古朴风韵的传承，同时传统材料也能体现

出现代的娇媚。以工作室教学模式作为课程改革的思路，尝试

在不同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探索多样化的产品设计人才培养方

式，改进高校实践教学的效果，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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