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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fundamental plan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o talent cultiv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home design innovation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teaching mode mainly includes actively serving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y,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of design students, and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party building mode branches as the guide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mission of teachers in teaching, the sense of honor in serving students, and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in mutual 
learning and teaching;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aking 
the impr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s a breakthrough, we will deepen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ies, enhance the cohes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chieve goals; Using crowdsourcing spaces as carriers 
and subject competi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implementing a “lifelong competition, one teacher guidance” training mechanism, 
shap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wareness, strengthening creative practice, and enhanc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design related teaching reform and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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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在新时代义不容辞的使
命。论文对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家居设计类双创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索与实践，教学模式主要包括积极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战略，聚焦设计类学生双创能力培养，以教师党建样板支部建设为引领，增强教师教学的使命感、服务学生的荣誉感、
教学相长的成就感；以教育教学资源信息化平台建设为依托，以一流课程建设提升改造为突破，深化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增强课堂教学粘连度、目标达成度；以众创空间为载体，以学科竞赛为抓手，实施“一生一竞赛、一师一指导”培养机
制，塑造学生创新意识，强化创造实践，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为设计类教学改革研究提供参考，为构建美丽中国做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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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牢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首要任务”，深入贯彻落实领导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定位，着力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更好地服务生态

文明与乡村振兴，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1]。自 1999 年高

校扩招以来，设计类学生规模达到了学生总规模的 10%，

教师育人能力不足、学生培养质量不高、就业前景不广等问

题逐步凸显，如何增强家居设计类学生核心竞争力成为相关

学校师生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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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革背景及教学模式体系

2.1 生态文明与家居设计的关系
家居设计是创造性设计活动，以考虑人的需求和舒适

度为核心，通过空间布局、材质选择、色彩搭配等方面来设

计人居环境 [2]。生态文明是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促进生态平衡的发展理念 [3]。生态文明对家居设计

产业的影响积极而深远，它促使家居设计产业采用环保材

料、节能技术，倡导低碳生活，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家居设

计可以通过打造自然元素、自然通风、采光充足的房屋设计，

体现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高居住者的生活质量 [4]。家居设

计产业可以更好地适应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推动绿色、低

碳、环保的家居设计理念的普及和实践，实现与生态文明的

密切结合。

2.2 双创人才在家居设计行业中的特点与需求
在家居设计行业中，双创人才是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

意愿，拥有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才 [5]。在家居设计行业

中，双创人才需求学习机会，渴望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同时

希望获得良好的创业环境，包括政策支持、创业资源和市场

机会等 [6,7]。学生需要与其他行业专业人士建立联系和交流，

分享经验并获取启发，从而不断提高自身水平，适应行业发

展的要求。

2.3 教学模式体系
传统家居设计人才培养未能与生态文明理念相结合，

难以适应时代需求 [8]。双创人才培养强调创新思维与实践能

力的培养，与生态文明的要求相契合 [9]。如何培养有效支撑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设计类专业人才，是相关院校办学痛

点之一。人才培养质量与用人单位需求达成度较低，是近几

年全国高校撤销设计类专业的主要根源之一 [10,11]。

项目研究提出生态文明背景下家居设计类双创人才培

养模式，如图 1 所示。“样板党支部 + 一流课程 + 创新创业”

深度融合的模式直指高校设计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不足之

痛，聚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高校党建引领双创教育示

范不突出，专任教师参与双创教育积极性不高，双创教育能

力不足；地方高校家居设计类数字化资源缺乏、使用广度与

深度不足，专业课程资源建设较为滞后，优质课程难以支撑

双创教育的问题；地方高校家居设计类学生双创能力不足，

竞争力不强，就业创业岗位匹配度低、胜任力不高、助力地

方产业发展不显著的问题 [12-16]。

3 生态文明背景下家居设计类双创人才培养
改革构想

3.1 思考传统教育模式的不足之处
重视理论知识，忽视实践能力：传统教育模式更注重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而在实践能力上相对薄弱。这导致

了许多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无法灵活应对。

教育内容与行业需求脱节：由于行业发展迅速，传统

教育模式的教材和内容可能没有及时跟上行业需求的变化，

从而导致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3.2 提出针对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家居设计人才培养

模式

3.2.1 立体谋划，全面创新设计类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生态文明背景下家居设计类双创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实

践目标直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以党建引领教育教学改

革，提升教师育人能力，提高学生双创水平，在育人理念、

教学模式、课程评价 3 个方面实现系统创新，如图 2 所示。

①育人理念创新：提出全国样板支部引领带动双创教

育的理念。地方院校学生竞争力、创新创业能力与一流大学

相比差距不小，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更好地服务地方文

化产业发展是学校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创造性地将双创融

入党建工作中，通过全国样板党支部创建，引领带动学生双

创能力提升是地方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最佳选择。为

此，学校高度重视、教师深度参与，学生全力以赴，成效初

步彰显。

②教学模式创新：构建“全国样板党支部 + 一流课程 + 

创新创业”深度融合教学模式。学校紧紧围绕党建引领双创

工作的总体思路，以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重点，深刻认

识优质课程支撑双创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广泛调动教师

参与双创教育的积极性、参与性，充分发挥制度建设的支撑

性、保障性。聚焦学校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主要问题，

大胆对设计类专业双创教学进行低投入高产出的改革创新，

形成“党建 + 优课 + 双创教育”三位一体的同频共振，形

成互促共进新模式。

图 1 生态文明背景下家居设计类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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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课程评价创新：建立双创教育课程质量评价新标准。

双创课程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双创能力，关系学生未来发展。

学校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从教师、教材、考试、教学方法、

特色五个维度打造高质量高水平课程，创新性地建立课程评

价新标准，将课程分为 A 世界一流、B 全国一流、C 全国

平均水平、D 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四个等级，将课程质量与绩

效挂钩，极大促进教师教学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学生双创

能力提升。

图 2 培养模式的创新点

3.2.2 科学推进，系统提升设计类人才创新创业能力
经过 10 年建设实践，形成了“全国样板党支部 + 一流

课程 + 创新创业”教学模式（见图 3）。

①党建引领双创。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党员

教师在双创教育中立德树人的使命感，积极发挥党员教师先

锋模范作用，强化党员学生双创能力的示范作用。二是将

支部建设与团队发展耦合，将双创教育成效纳入样板支部建

设、考核、评价体系中，引领双创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②课程助力双创。一是制定实施一流课程建设管理办

法，将课程分为 A 世界一流、B 全国一流、C 全国平均水平、

D 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四个等级，激励教师打造高水平高质量

优势特色课程，重点支持学生创新创业的优质课程群建设。

二是建立课程等级评价制度、挂牌授课制度、优课优酬制度，

给予 A 类课程 10 倍绩效，B 类课程 5 倍绩效，C 类课程 2

倍绩效，D 类课程 1 倍绩效。三是以课程为载体，平台为依托，

组建全国优秀教师、省级教学名师、文化名家领衔课程团队。

③平台支撑双创。一是以课程为纽带，以双创教学团

队为核心搭建“互联互通互教互学”线上线下教学平台，加

快校际课程资源信息化、数字化，以课程建设支撑学生双创

能力培养。二是共建共享双创平台支撑学生双创训练，开放

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 9 个，建成省级设计类学生专属众创空

间 5 个。

④制度保障双创。一是学校把双创教育作为人才培养

质量重要体现，纳入学院年度目标考核，给予双创教育全要

素、全过程、全方位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每年投入充足双

创资金。二是将“一生一竞赛、一师一指导”作为双创人才

培养机制，将双创成效纳入教师职称评聘、学生评优评先中。

⑤生态赋能双创。一是将生态设计理念贯穿于设计类

专业理论教学和实践创作中，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植入生态文

明课程，彰显“设计 + 生态”育人特色。二是充分发挥地

方特色优势，汲取云南多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整合区域和

社会资源，推动西南地区非遗保护与传承，促进设计类双创

人才培养与云南民族文化产业、乡村振兴发展相结合，提升

人才服务社会能力和影响力。

4 实践成效

生态文明背景下家居设计类双创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实

践期间，务实推广，持续扩大设计类人才创新创业影响，取

得了较大推广效果。

4.1 教师双创能力赋能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教师参与双创教育比例显著增加，指导学生参加设计

类创新创业大赛达 6000 余人次。师生团队服务生态文明建

设，赋能乡村振兴，教师团队积极投身昆明、曲靖等地传统

村寨的“绿美云南”建设、公共空间文化改造，其中 6 个成

为云南乡村振兴典型村寨模板进行推广，较好地推动了地方

文化产业发展。

图 3 教学模式建设期与检验推广期主要成效演绎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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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生双创实践服务文化产业成绩斐然
学生双创能力在学科竞赛中体现明显，团队教师获省

部级教学成果奖 7 项，学生获省部级以上重大学科竞赛奖励

170 项，发明专利、软著等知识产权 307 项。近 5 年参赛学

生人数持续增多，获奖数量和质量持续显著提升，获得“互

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国人居家居学年奖、全国

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国家级省级重大学科竞赛奖项以及

IF AWARD 国际竞赛 100 余项。

4.3 改革示范作用备受广泛关注
项目实践推广过程中，累计接待 30 余所省内外高校来

访学习交流，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福建理工大学、湖南工业

大学先后引入本教学模式，实践证明该模式可复制、可推广、

可借鉴。国家一流课程“家居设计与制造”被“梦天木门”“酷

家乐”等企业作为员工培训的重要教学资源。

4.4 培养模式推广得到社会热烈反响
以设计类学生为主干的创新创业实践成果成效显著，

智库建议获省领导批示实施，学校获“全国最佳实践大

学”“西部计划”全国优秀项目等多项荣誉称号。团队教师

多次在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浙江农林

大学等高校，以及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智慧树”“学

堂在线”等平台交流一流课程建设运营经验与学生双创能力

提升典型做法，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智慧教学实践中输出团队

智慧。成果先进典型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

育报》、新华网、学习强国、中国网、中新网、《云南日报》

等媒体报道 100 余次。

形成了“样板党支部 + 一流课程 + 创新创业”深度融

合教学模式，初步彰显“设计 + 生态”育人特色，实现师

生双创能力双增长，引起中西部高校广泛关注，示范辐射作

用明显。

5 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美好家居生活的追求，生态文

明理念深入推进，家居设计将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

发展，家居设计行业将不断发展和变革，需要培养具备双创

能力的人才以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论文对生态文明背景下

家居设计类双创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索与实践，提升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以党建引领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师育人能力，

提高学生双创水平，在育人理念、教学模式、课程评价 3 个

方面实现系统创新；为系统提升设计类人才创新创业能力，

提出党建引领双创、课程助力双创、平台支撑双创、制度保

障双创和生态赋能双创 5 种措施；实践过程中在教师、学生、

社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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