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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关于视觉传达专业《印刷品设计与制作》课程实践 

教学的研究 
◆朱玲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01147） 

 
摘要：文章先针对视觉传达专业《印刷品设计与制作》的教学现状进行

分析，随后介绍了《印刷品设计与制作》课程实践教学措施，包括选择

实用性的理论知识、联系艺术类课程实施横向教学、引入双导师课程模

式、印刷成品作业等，希望能给相关人士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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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平面艺术设计应用领域广泛，影响到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创建了日常生活基本形貌。同时平面艺术设计也是以印刷工
艺技术为基础的，对于设计师而言，需要利用印刷工艺将自己的
创意展现出来，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挑战与实
验。 

一、视觉传达专业《印刷品设计与制作》的教学现状 
《印刷品设计与制作》的授课内容不能完全脱离实践，同时

也不能抛弃设计谈印刷工艺[1]。目前，印刷品设计课程中 为突
出的问题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单纯按照教材顺序，利用大量 PPT
图片和文字进行讲解，导致课程内容拖沓枯燥，降低学生兴趣，
学生无法彻底理解与接受。此外，《印刷品设计与制作》课程中
还存在教学内容与时代脱节问题，随着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各
种新型印刷技术相继涌现，但授课内容更新速度却比不上印刷工
艺发展速度。 

二、《印刷品设计与制作》课程实践教学措施 
（一）选择实用性的理论知识 
视觉传达专业的学生不需要掌握全部印刷工艺知识，教师在

选择授课内容时，应该筛选适合艺术专业的材料，除了拥有系统
的基础印刷知识外，还要具备典型设计案例[2]。设计课程教学内
容时，将适合视觉传达专业的知识点提炼出来，结合设计创意为
学生讲解印刷工艺，增加实践教学在印刷设计课程中的比重，提
高教学效果。比如，教师在授课中可以着重讲解印刷工艺，包括
印刷品的版式文字设计、纸张印后加工、品红色设计、灰平衡、
印刷与页码成本、跨页处理设计、尺寸设计等内容，同时选择一
些实用性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联系艺术类课程实施横向教学 
视觉传达专业领域的各种主干课程当中，以设计课程为主，

教师在教授课程时通常将重点放在设计创意上，很少会引导学生
结合实践进行设计制作，从而降低了《印刷品设计与制作》的后
续授课效果。比如视觉传达专业中的 VI 设计、包装设计、书籍
装帧等都是该专业中的主干课程，但学生交作业时都是用简单色
彩打印稿来应付，无法实现教学目标。为此相关印刷课程教师应
该进一步延伸主干课程作业，从印刷工艺流程、印刷材料选择和
印刷输出设定等角度入手，引导学生将设计主题与印刷工艺结合
起来进行制作，鼓励学生完成印刷品。 

（三）引入双导师课程模式 
《印刷品设计与制作》在视觉传达专业中既讲求艺术素养，

又注重技术工艺，因此对于教师能力要求较高。现代高校中，印
刷工艺方面的专业教师一直是一个短板，该专业领域中的教师大
部分是毕业后直接进入学校教学，缺少设计实践，没有全面掌握
印刷工艺，而理工科的印刷工艺教师缺少艺术修养。针对这种状
况，应该鼓励教师前往社会中各个设计企业和印刷公司中进修，
提升自身业务实践能力，同时还能提高教师授课质量。《印刷品
设计与制作》授课中的师资配置，可以由专业印刷教师教授理论
方面的内容，由印刷教师和设计教师共同参与实践教学，形成双
导师授课模式，促进工艺理论实践和设计实践之间的有效衔接。
通过学习交流能够弥补《印刷品设计与制作》实践课程中的造型
创业设计与色彩创新设计不足，完善设计课程中缺失的印刷工
艺，将多个专业课程有机结合起来。 

（四）创新实践教学方法 
想要提升《印刷品设计与制作》的课程教学效果，需要提高

实践课程比例，保证其在整个课程中的结构比例超过百分之五
十。但是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大部分院校都无法达到该要求，实
践内容难以有效落实，缺少完善的硬件设施。教学实践通常都是
在课堂中为学生展示实物，或在课外带领学生参观印刷企业，这
种实践教学只是流于表面形式。因此，如果学校的资金充足，可
以创建专门的实训基地，并聘请拥有实践经验的专业师傅为学生
亲身演示上机操作，由印刷教师在一旁提供专业性指导，将学生
分组，实施上机操作；如果学校的资金不够充裕，可以准备各种
印前设备，创建印刷包装工作室，进行分组教学，由实训教师先
进行演示，随后由学生参与实践操作，学生可以在工作室中完成
自己的创业项目课题。 

（五）印刷成品作业 
《印刷品设计与制作》中教师通常会给予印前设计内容更多

的时间，学生作业形式是以电子稿件为主，将自己的设计作品从
电脑屏幕中展示出来，这种作业形式容易导致学生把握不准设计
颜色。而有的教师则让学生上交设计打印稿，但因为打印机会出
现颜色偏差的问题，进而影响学生对设计颜色的分析理解。为此，
教师在发布作业时，应该充分结合学校印刷设备特点，鼓励学生
将设计创意转化成实际印刷品提交作业。比如在设计书籍一课
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率先制作电子版书籍稿，每位同学负责十
页内容，整个班级合起来形成一部完整的书籍，随后开展拼大版
工艺，并通过数码印刷机打样，利用打样稿为学生讲解装订线与
血线相关知识，合理把握其中颜色，有助于学生清晰分辨出 终
印刷品与屏幕展示颜色之间的区别。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学校可
以将书籍刊印出来，在印刷过程中为学生讲授整个工艺流程，包
括裁切、上封面、上胶、折页、印刷等。如果学生缺少印刷设备，
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圈装台历的制作，鼓励学生设计电子版台历，
将圈线与出血位置预留出来， 终通过数码印刷机打印成品，通
过装订、裁切制作成品，确保学生参与到整个过程中，锻炼其动
手操作能力。 

结语：综上所述，《印刷品设计与制作》是视觉传达专业中
的必修课程，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充分联系实际进行理论教
学，并进行实例演示，掌握印刷设备的使用技能，将各种现代化
印刷技术应用到《印刷品设计与制作》课程当中，促进学生实际
问题解决能力的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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