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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落实，高校越发重视学生的全面

发展。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作为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构成

部分，对培养学生创造思维与创新意识有着促进作用。实

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职业素质与专业能力，使学

生能够符合当前社会人才需求。由于传统艺术类产品设计

专业并未注重实训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实践能力难以得到

较好培养。对此，为转变该现象，高校艺术类产品设计教

师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实训教学，转变传统以

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有效提升产品设计专业教

学质量，促进学生设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是中国培养产品设计人才的主要

组成部分，具有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在当前高校艺术类产

品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由于部分教师在传统教学理念的

影响下，只着重传授学生设计理论知识，忽略实践活动，

使得学生无法将所学理论知识较好应用在实践活动中，这

并不利于提升学生专业素养。而实训教学作为改革传统教

学形式的有效途径，通过在高校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中开

展实训教学，不仅能提高学生参与产品设计专业的兴趣，

培养其良好的实践能力，也有助于巩固学生知识体系。因此，

高校艺术产品设计专业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采取行之有

效的教学方法开展实训教学，锻炼学生产品设计专业能力，

以此为学生今后就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

在高校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及时

创新教学模式，积极开展实训教学，培养学生实训技能水

平的同时，促进其专业素养得以提高。由于艺术类产品设

计专业普遍存在教学形式单一的问题，使得专业教学质量

始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为转变该现象，设计教师

需加强重视实训教学的开展，从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方

面改革教学模式。

首先，工学交替主要是指学生高校学习和企业实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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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并交替开展的教学模式。在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

中实施工学交替教学模式，既能使学生掌握设计理论知识，

还能帮助学生在企业实训中积累设计经验，使其在学与工的

交替中有效提高自身设计综合水平。

其次，顶岗实习模式不仅能巩固学生自身的理论知识

体系，还能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能力。对于艺术类产品设计

专业而言，顶岗实习就是将学生安排到合作的设计公司进行

实习，让学生在实习中真正参与公司项目，使学生在就业前

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在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中开展顶岗实

习教学模式，既能锻炼学生实践设计能力，也有助于提高学

生审美能力和综合素养。

最后，在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实训教学中，高校还可

利用工作坊的形式，以实践应用巩固学生理论知识体系，

强化其实训能力，并结合学生职业选择与个性发展，推行

“空间应用、产品研发、创意思维、视觉设计、品牌推广、

艺术表达”专业技能对应的工作坊实践，由专业教师带领学

生共同承接与完成设计项目，将产学研有效融合，培养学生

良好的实训能力，促进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实训教学质量的

提高。

在高校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为推动实训

教学模式的有序开展，高校应加强建设校内生产性与校外实

训教学基地，注重培养学生专业能力与实训能力，从而达到

学生综合素养得以提升的目的。

第一，生产性实训基地作为高校开展实践训练的主要

基地，能够为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学生提供与实际工作场景

相同的实训教学环境，使学生在良好学习氛围中积极参与实

训活动，有效提高学生设计能力与实践技能。对于艺术产品

设计专业学生而言，建设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有助于全面落

实产学研教学模式。因此，在建设实训基地时，高校还应根

据设计公司的具体工作模式，合理利用丰富的校内外资源，

将真实设计项目引入艺术产品设计专业课程中，以学生为课

堂主体，教师为课堂主导，双方协同参与项目的设计和制作。

通过该种实训教学形式，既能提高学生设计实训水平，也有

助于提升其就业能力。

第二，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不仅能为学生理实结合提供

相应的场所和设施，还能给学生创造与就业真切接触的机

会。因此，高校应在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合理

利用校外实训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校企合作的设计工

作，或将教学地点设置在会展现场、材料市场等，由行业专

业和企业设计人员为学生讲解当前行业发展情况及最新的

专业信息，给学生实训学习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实训教学

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2]。

在高校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

开展实训教学模式，构建实训环节模块化体系，改革艺术产

品设计专业教学的单一，有效提高学生设计能力与实践能

力，以此为学生今后综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于艺术产品

设计专业实训教学模块化体系的构建，高校一方面可以提升

学生就业水平和实践能力为教学目的，通过实训教学评价、

实训教学目标以及实训教学内容等模块建设模块化基础体

系，并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不断完善艺术类产品设计

专业模块化实训体系。另一方面，高校需依据行业企业的实

际用人需求，以提高学生设计水平为目标，针对性培养学生

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和基础知识实践能力，并在设置实训内容

上，将实训教学与艺术类产品设计职业证书体系进行配合，

从而构建健全的产品艺术设计模块化基础体系。

在高校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高校需重视

建设实训教学师资队伍，进而为实训教学的有序开展提供有

力保障。由于教师队伍的素质与水平对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

实训教学质量有着直接影响，因此高校应加强对教师队伍的

建设，逐步提升实训教学质量和效率，促进学生设计能力和

实践能力的提高。

首先，高校应注重建立教师学习、进修的培训制度，

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不同设计比赛，使教师能在设计比赛中丰

富自身实践教学经验。

其次，高校还应加强校企合作，组织教师前往合作企

业进行学习，使教师能及时了解艺术产品设计市场的发展情

况，并主动参与企业项目设计中，有效提高自身实践操作能

力，以此促使艺术产品设计专业实训教学质量得以提高。

最后，“双师型”队伍的建设有助于提升教师素质，因此，

高校需加强对“双师型”教师队伍的重视，采取合理的形式

强化专业教师工作积极性，有效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学水

平，促进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实训教学模式的顺利开展 [3]。

综上所述，在高校艺术类产品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开

展实训教学，既能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实践能力，也有助于

提升教育质量。因此，产品设计专业教师应及时改革自身教

学理念，积极创新专业教学模式，加强建设实训教学基地与

教师队伍，调动学生参与实训教学的积极性，提高学生专业

素养的同时，为其今后就业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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