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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素描教学过程创新与改革途径 
◆张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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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究并创新设计素描教学方式方法。调查分析设计素描课程教学

过程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专业发展实际情况，深入实践分析设计素描

课程教学过程创新的必要性、关键因素、以及主要途径。总结了在设计

素描实践教学过程中的创新方式方法，并通过实践证明方法的有效性和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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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设计素描课程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必修课程，是培养学

生认识美、欣赏美、表现美最基本的途径，是开启学生设计思维
能力训练的起点。设计素描练习能启发设计者的设计思维，给予
设计者无限的想象和创作空间。高等职业教育特点是职业化、技
术化，与之相关的课程教学过程必须紧紧围绕这一特点展开教学
设计。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与艺术设计紧密联系，对学生的创造性
要求较高，通过短时间的训练，要求学生达到一定的审美能力和
表现能力，并成为一个合格的初级设计师，仅仅沿用传统的设计
素描教学模式是不可行的，必须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实时调整课
程标准及课堂教学设计，灵活安排课堂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才能达到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创新设计素描课程教育本质在于素
描教育观念的教育，情感观念是素描基础教育所必备的条件，实
践观念教育是素描教育的一个突破口[1]。 

一、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典型问题 
（一）生源结构复杂，学生基础薄弱 
根据部分高职院校调研结果得知，开设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

业的高职院校中，非艺术类生源站到了总生源的 96.2%以上，学
生美术专业基础知识非常薄弱。生源中，单独招生生源几乎占到
了各个学校总生源的一半以上，包括中职学生、职业高中学生，
另一半则来源于普通高考类学生。见图 1 

 
 
 
 
 
 
 
 
 
 

图 1  高职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生源概况 
（二）审美能力普遍较低 
由于缺乏系统的美术基础学习，学生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普

遍较低，设计素描教学需要帮助学生解决什么是审美，如何审美。 
（三）“观察能力”培养方式方法需要改进 
教学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开始并不清楚观察的重要性和

意义，部分导师的授课方式不能满足高职教学的需要，理论性太
强，实践性注重不够。 

（四）设计素描课程定位不准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侧重训练学生设计思维的形成，据调

查发现，大多数开设此专业的学校，都把设计素描课程定位于专
业基础课程，这就使得该课程局限于基础能力训练，而非贯穿于
专业设计思维能力的锻炼。 

二、设计素描课程教学过程创新的必要性 
鉴于以上 4 大典型问题，要使设计素描课程教学取得较好的

成果，我们必须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下高效创业教
育热[2]的时代发展，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分析与创新课程教学的
关键因素以及途径，使本专业学生 100%投入到专业学习中来，
才能为后续的专业核心课程学习奠定好基础。 

设计素描课程教学成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审美能力、
造型能力、设计思维能力、色彩认识能力、职业能力的好坏，关
系到能否实现专业对口就业，关系到培养的学生能否成为一个合
格的设计师，关系到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的发展。因此，加强
设计素描课程教育教学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三、设计素描课程教学设计创新的 4 个关键因素 
（一）是否深刻理解人才培养目标与就业岗位能力需求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人才培养目标及就业岗位能力要求是

明确的，针对岗位能力要求，分解每一次训练任务，明确目的性。
考核目标就是岗位能力要求，满足岗位能力要求则合格，否则不
合格。 

（二）是否清楚本校该专业生源结构与学生基本素质 
据初步调查，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学生生源主要由“三校”

生[3]、单独招生、普通类统招生组成。以上三大类是目前高职院
校生源的主要来源，更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学生的主要来
源。由于生源类型多样、生源基础不一、学生发展目标各异[4]，
要保证设计素描课程教学质量，就必须清楚本校该专业生源结
构，并针对性进行课堂教学设计。 

根据网络和实地调研得知，大部分职业院校把五年一贯制生
源单独编班，形成单独的人才培养方案。例如成都农业科技职业
学院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成都职教产业集团”，引
领成都市中职学校的发展，其中 “五年一贯制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5]，由中职学校与对应高职院校相关专业实现零对
接，设计并实施完整的五年制人才培养方案。单独招生生源与统
招生源单独建立班级，实行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教学过
程中，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略有不同，以此来达到人才培养目标。 

（三）是否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尊重学生个性偏好 
设计素描课程教学相关活动，一定要充分尊重学生个性的发

展，不能刻意强调并规避学生个性的发展，个性偏好即兴趣爱好
是创新发展的核心关键因素，更是发展的动力和成功与否的先决
条件。对学生个性偏好积极加以科学的引导，就能激发学生的创
新潜能，否则就容易磨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学生个性
偏好的培养恰恰是对学生进行“创造性基础能力”[6]的培养。 

（四）是否“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目标考核多样性、
灵活性 

教学过程与目标考核始终要做到“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因材施教、人人成功”[7]，学生就是学校的产品，
优秀的管理与措施才能成就优质的产品。设计素描课程教学必须
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审美、观察、记录、表现、设计制作的能力，
通过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最终达到一个初级设计师的标准，满
足就业岗位能力的需求。因此，在目标考核过程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参考标准就是岗位能力要求，结合其他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表
现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在学校现有体制机制下尽量做到公证合
理，在原有“过程性考核+总结性考核”的基础上，进行灵活把
握，深入细化，也可借鉴现代学徒制考核机制。 

四、设计素描课程教学过程创新的 6 个重要途径 
通过实践研究，要创新设计素描课程教学过程，可以重点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通过体会、感知、想象开启对设计的认识 
第一堂课以参观美术作品展览、博物馆器物展览，以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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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厂等，让学生亲自感受和体会什么是美，什么是设计生产，
开启对美学的好奇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在体
会、感知美，逐渐养成欣赏美的能力，通过对比分析，开启学生
根据客观事物发挥想象的能力，由此物联想到彼物，从而培养学
生表达美、创造美的初步能力。 

（二）通过“观察”启发学习思维的改变 
所谓观察,就是用眼睛去看。要远“观”近“察”,事事留心,

时时注意,并养成一种习惯[8]。在设计素描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深
入观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创新能力是首要的，是一切设计的
基础[9]。培养学生敏锐观察能力，首先要准确客观的记录事物的
形体特征，颜色特征，材质特征。其次，对事物进行丰富的细节
处理，切忌在观察训练过程中出现随意性、笼统性，把主观推理
当观察。第三，激发学生学习观察的积极性，注重学生长期观察
能力的培养，明确每次训练任务的目的性，形成从整体到局部，
再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对比观察的习惯。 

（三）通过手机自拍，认识“构图”与设计 
智能手机是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标配，自拍是自我欣赏最好的

方式，利用这些基本条件，开展学生自拍比赛，并分享最美自拍
画面，老师根据画面切入设计素描构图知识点进行引导讲解。画
面构图核心是关注主题，重视整体效果，利用形式美法则，对画
面中的图形、色块、文字、线条等各类视觉元素符号，按照主次
关系进行版面空间的组合排列，巧妙的应用对称与均衡、虚实与
留白[10],以此来增强画面的空间层次感。 

（四）通过自我精心打扮，分享色彩搭配的意义与作用 
利用现代大学生特别喜欢“耍酷”、“爱美”的心态，布置一

次特别的作业，要求学生以最佳的个人形象出现在课堂，前提是
利用自己现有的衣着和亲自梳妆，不能借助他人力量。通过课堂
展示，教师结合设计素描中的空间构成、色彩搭配、画面构成等
知识，进行指导讲解，使学生明白设计的重要性，以及变化与统
一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践证明，这种创新教学方式是可行的，学
生参与度极高，且效果良好。 

（五）通过肢体语言传达信息，分享造型的意义与作用 
利用足球海报、音乐会海报、雕塑作品图片等进行课堂展示，

通过作品中的肢体语言，引导分析作品的意义。然后随机抽查一
位同学给大家进行不同肢体语言的造型示范，在示范过程中教师
给予关键知识点的提示，同学各抒己见，表达所接收到的信息。
再通过自身所感受到的信息进行设计素描创作，要求信息传达必
须要精准。这种课堂教学方式能极大的鼓励学生创新，而且课堂
氛围轻松活跃。 

（六）通过使用不同的器具或表现手段，体会设计素描的乐趣 

传统素描课上绘画铅笔成为了表现的主流，设计素描表现原
则上不限于各类工具的使用，要最大限度的发挥设计师的想象能
力和创作能力，对新工具的发现和使用进行研究，必须要打破传
统思维的束缚。例如使用 WACOM 手绘板或 WACOM 数位屏进
行素描创作。可以充分利用学生手机 APP 图像处理功能进行素
描创作，课堂就是大街小巷、田野、菜地、草堆、树叶、工作场
景等，表现工具、表现形式、表现材质可以不拘一格。 

五、结束语 
创新型教育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设计素描课程教学，

过程创新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需要，更是培养合格设计师
的需要。学生在加强自身综合能力培养的同时，要根据专业培养
目标，树立自己的职业目标，教师要不断调整和转换教育教学观
念，把设计思维和创新方法充分应用到设计素描课程教学中去，
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潜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以后的教学过
程中，不断探索和研究更加适合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的方
法和途径，不断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满足职业岗位对高技能
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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