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进展·第 02卷·第 11 期·2024 年 09 月

111

DOI: https://doi.org/10.12345/xdjyjz.v2i11.20850

Analysis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Design of Art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ur New” 
Construction
Xing Guo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Zhejiang, 31002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New Medicine, New Agriculture and New Liberal Arts, the training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design of a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diversified talents in the design 
industry, higher design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single discipline to a multi-discipline interse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site talents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esig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innovate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system and research direction, optimiz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methods and models,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design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a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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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建设背景下艺术类高校设计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
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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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四新”建设背景下，艺术类高校设计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设计行业多元化人才需求，高等设计
教育由单一学科逐渐走向多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已成为未来设计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论文重点探讨了如何从构建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体系和研究方向、优化多学科贯通的课程体系、创新交叉学科教学方法与模式、深入推进产教融合
的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科学可持续的评价体系等方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期为艺术类高校设
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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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决定实施“六

卓越一拔尖”计划 2.0。随后提出，各高等院校要加快推进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2024 年 7 月，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加大本科专业调整力度，着

力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有

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支持高校深化新

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对现有专业进行改造，

培育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国各大高校聚焦新

质生产力建设新要求，深入推进“新专业建设、专业建设新

要求、交叉融合再出新”，体系化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

农科、新文科建设。在“四新”建设背景下，从学科分割走

向交叉融合是中国高等教育守正创新的必由之路。而艺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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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作为较为年轻的学科，融合了文学、经济、计算机、哲学

和艺术等相关门类，具备交叉学科的先决条件，适应新形势

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路径。2022 年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

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设计学”（1403），对设计教育的人

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中国美术学院作为艺术类高

校，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把战略转变为目标，把目标落实为

举措，在设计学交叉学科教育教学的组织模式、培养机制、

内容方法、理论实践等方面开拓创新，构建形成具有鲜明中

国美术学院特色的设计教育发展新范式。

何为交叉学科？现代意义上的交叉学科是指两门以上

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互渗透、彼此借鉴、融合共生的新

学科 [1]。钱学森先生提出，交叉学科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 [2]。北京大学王义

遒教授指出，形成交叉学科要有相对固定、共同且比较复杂

的科学或技术研究对象。不同学科的领头人必须对母学科有

相当深入的理解，能掌握其精神实质和处理问题方法的精

髓，并具有一定的融合能力。交叉学科成员应与母学科保持

经常性联系，不断从母学科中获得新知识、新技术的滋养，

并在交叉学科中发挥作用。2017 年 10 月，美国希拉姆学院

首次提出“新文科”的教育理念，将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

语言等多门学科建设中。而西方设计教育中学科融合的萌芽

可以追溯到前现代艺术设计教育阶段，即英国“工艺美术运

动”初期，从传统的“师徒制”教育模式逐渐向现代设计教

育过渡。出现了“明星式”的艺术设计名师，倡导鲜明的艺

术设计理念，对设计态度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到现代艺术

设计时期，出现了包豪斯式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机构，成立

了艺术设计相关协会，即德意志工业制造同盟。这两个机构

逐渐奠定了现代艺术设计教学方式和设计协会制度，初步建

立了艺术设计学科人才培养机制和设计协会模式 [3]。经历了

百年发展，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工具的不断涌现，当前

国外设计教育深度打破学科壁垒，从社会发展需求精细化出

发，致力于培养跨学科、跨文化、多维度的创新型设计人才。

在设计学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不能一味地

照搬西方模式，而是需要在中国“四新”建设的语境中，探

索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的人才培

养模式。清华大学提出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随着艺术设计学科在地化发展，中国

的设计教育研究理念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逐渐从“分科

教学”走向“综合素质融合”的教学模式。既有的学科体系

教学逐渐发生转变，“分科”不“分学”的培养方式逐渐深

化，专业综合基础教育、课程思政、通识教育和美育教育不

断加强 [4]。在此背景下，过往以设计方法论学习和专业训练

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时代发展，设计学交

叉学科的人才培养对学生的跨专业知识水平、全球化视野和

多元化思维方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互联网 +”、

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下，如何创新发展设

计教育，如何适应新质生产力需求开展交叉学科背景下设计

教育并创新设计教育模式，成为相关教育者亟待思考和研究

的课题。

2 当前艺术类高校设计学科人才培养亟待解
决的问题

2.1 传统的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新质生

产力需求
长期以来，艺术设计教育沿袭了工艺美术教育的传统

框架，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未能及时跟进快速变化的行业需

求。这一现状导致学生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与市场实际需求之

间存在差距，传统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多元

化的工作场景。艺术类高校由于自身学科构成较为单一，在

培养过程中难以实现跨学科的教学模式，缺乏对设计行业实

际需求的深入了解。

2.2 人才培养理念陈旧，理论学习与实践技能失衡
艺术类高校设计学科传统的培养模式过于强调关于图

形、图案的理论性学习，学生在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方面发

展不均衡，课程体系偏向传统图案学的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

环节，下乡实践课程、产学研合作平台流于表面，缺乏高质

量的跨学科联合课程和真题真做的实践教学平台，限制了设

计学科的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2.3 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善
大部分艺术类高校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尚未成熟，

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在人才培养上的沟通与合作不足，具

有交叉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师资梯队建设滞后，缺乏既懂艺术

设计又熟悉其他学科知识的教师，以及能够有效指导学生深

入设计行业实践的行业师资团队。

2.4 设计学科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的传统化
艺术类高校设计学科的课程设置偏向单一学科，缺乏

跨学科的课程群，在教学模式上仍然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

主，学生被动接受陈旧的理论知识，缺乏自主学习、主动探

索的过程，缺乏与现代技术和行业需求紧密结合的数字化、

实践化教学手段和平台。

3 艺术类高校设计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
的创新路径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对设计类人才的跨学科知识体系、

复合型实践技能及创新精神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从而使艺术

类高校设计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成为必然。在“四

新”建设背景下，艺术类高校要对传统的设计教育进行转型、

改造和升级，实现理论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实现人

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交叉融合。要有发展性思维，课程

体系、教学体系与模式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应该具有

一定的动态开放性，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新问题 [5]。

具体创新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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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体系和研究方向
作为新文科之下的设计学应突破自身学科限制，与新

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学科相结合，与信息技术、管理科

学、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利用新工科的工程

技术、新医科的健康理念、新农科的生态智慧，共同推动设

计创新。将新技术手段（如 VR、AR、3D 数字技术等）融

入设计学交叉学科的教学体系中，构建艺科融合课程群，强

化跨学科课程间的内在逻辑。组织相应的具有不同学科知识

背景的教学团队，统一授课计划和进度，确保课程内容的连

贯性和一致性。

3.2 优化多学科贯通的课程体系
在课程设置上，强调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依据成果导

向教育（OBE）理念，调整课程体系，整合课程资源，确保

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引入跨学科的选修课程，如管理学、艺

术原理、设计心理学等；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人文社科、信息

技术、前沿科技等通识课程的比重，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促进学生对大文科和交叉学科的理解和探索。同时，加强实

践教学环节，将科技创新项目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课题化的

项目制教学，增强学生运用设计手段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以实际项目或设计竞赛为驱动，让学生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

程中运用交叉学科的知识进行学习和实践，增强跨专业合作

能力。

3.3 创新交叉学科教学方法与模式
构建由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导师组成的导师团队，实

施跨学科导师制度，如跨学科导师、项目导师、双导师等，

以指导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确保学生能从多角度

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培养。采用翻转课堂、项目驱动等教学法，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鼓励学生在案头查找资料、在田野实地调研，课堂上进

行方案讨论和汇报，教师进行引导式点评，在教学模式上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

3.4 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
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设计学科积极与政府、企业、

科研机构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模式，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紧密结

合，形成课题化项目制的协同育人机制和复合型设计人才培

养模式。实施产教协同育人策略，通过与企业合作，将实际

设计项目引入教学，让学生在真题真做的工作环境中学习，

提升解决复杂设计问题的能力。鼓励跨专业、跨学科的团队

合作，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学习体验。

3.5 建立“四新”建设背景下科学的评价体系
建立一套符合交叉学科特点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应

覆盖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跨学科素养等多维度，确

保评价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前瞻性，以适应设计学交叉学科

人才的培养需求。评价体系中应融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

成效，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环节的评

估，检验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综合素质。关注教学水

平和教学效果的持续提升，确保评价体系能够促进教育改革

的深化，推动设计学专业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科学有效的

评价机制需覆盖教学的各个环节，不断优化评价指标，确保

与“四新”建设的总体目标一致，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

实施。

4 结语

综上所述，《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 年）》明

确了设计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四新”建设推动了艺术类高

校的设计教育从传统模式向跨学科、综合型、应用型及创新

性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通过打破学科壁垒，促进文理艺工

等多学科的深度融合，艺术类高校的设计学科不仅注重学生

艺术审美与设计理论的培养，更加重视技术应用、市场洞察

及创新能力的提升。构建复合型师资队伍、实施以学生为中

心的协同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与评价机制成为关键举

措。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强化与企业

合作，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出既

有深厚文化底蕴，又能掌握新技术，具备跨界合作能力的高

素质设计人才。总之，“四新”背景下的艺术类高校设计学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形成一套“新目标—新内

涵—新师资—新模式—新能力”的系统性教育体系，以期为

社会输送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创新设计人才，推动设计学科乃

至整个文科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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