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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 art and desig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driven b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s provided a new design space and language 
for product art design, but also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design education.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product art desig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on this basis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product art 
desig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ducational reform paths such as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 practice-oriented curriculum strategy and deeply integrated teaching method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t is found 
that by combin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raditional design teaching,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cultures, it can more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novative design abilit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futur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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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下的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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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转型推动下的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快速发展为产品艺术
设计提供了全新的设计空间和语言，同时也对设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首先阐述了数字化转型对产品艺术设计专业
教育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形势下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接着，本文探讨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实践导向的课程设置策略和深度整合新兴科技的教学方式等教育改革路径。发现，通过结合新兴科技和传统设
计教学，增强跨学科、跨文化的交融和沟通，可以更有效地提升产品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和适应未来市场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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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进行数字化转

型，其中的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也不例外。数字化转型不

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传统的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

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虽然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设

计空间和语言，使得设计手段有了前所未有的风采，但它同

样给设计教育带来了复杂矛盾的问题，怎样在创新与传统中

找到平衡，如何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跨学科能力的设计人

才，都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的目标不仅在于详细梳

理和分析当前问题，更在于提供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革路径和

教学方式，以实现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升级和创新，进

而提升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中国的产品艺

术设计专业教育适应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

2 数字化转型对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影响

2.1 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设计空间及语言
科技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了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

带来了全新的设计空间和语言 [1]。互联网的普及与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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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步，使设计师可以超越物理世界的限制，探索数字

化环境下的无限创意可能。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和三维

建模技术，设计师可以在数字空间中高效地构思、调整和实

现他们的创意，减少了传统手工制作的局限性和时间消耗。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通过对消费者行为和市场趋势的

深度分析，为设计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持，使设计方案更贴

近目标受众的需求。这种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改变了传统设

计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觉的方式，推动设计语言向更加个性化

和精细化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则进一步拓展了设计语

言的边界，智能算法可以自动生成复杂的设计方案，辅助设

计师进行创意迭代与优化 [2]。

沉浸式体验技术也正在重塑设计的表现形式，增强现

实（AR）和虚拟现实（VR）等技术为设计产品提供了更为

直观的展示方式，用户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沉浸式体验，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感受设计的价值。这些新兴技术不仅改变

了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在无形中塑造着

新的设计文化和语言体系。科技发展带来的设计创新正在推

动设计教育向着更开放、多元和动态化的方向演进。

2.2 新形势下对设计教育的新要求
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面

临着一系列新的要求。传统设计课程往往侧重于美学与手工

技能，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普及，设计教育必

须涵盖更广泛的技术和策略。设计师需要具备掌握数码工具

的能力，善于利用这些工具进行创造性的表达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设计教育需强调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能力，以适应快

速变化的技术环境 [3]。这意味着培养学生在复杂系统中识别

问题、设计解决方案的能力，也包括对数据分析的理解与应

用。数字化转型还要求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通过协作

与共享实现最佳设计结果。这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团队工

作，还包括跨学科、跨地域的协作能力。在全球化的市场环

境中，设计教育还需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和社会责任

感，使他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开展设计工作时更具适应性和

竞争力。通过满足这些新要求，产品艺术设计教育才能在数

字化时代保持其相关性与前瞻性。

2.3 数字化转型为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提供的机

遇与挑战
数字化转型为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提供了诸多机遇，

也带来了相应的挑战。在机遇方面，数字化工具和平台的普

及使设计教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能够更广泛地

获取全球设计资源。新科技的融入促使设计语言和设计方式

发生转变，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创作可能。挑战同样不

容忽视。快速迭代的科技要求教育体系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和

教学方法，以应对日新月异的行业需求。教师需要具备较高

的技术素养，以有效整合新技术进行教学。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教育机构需不断适应改变，以保持教学的前沿性和实

效性。

3 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改革路径

3.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实施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

育面临着革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成为教学改革的重

要方向。这种模式旨在通过调整教学结构和方法，促进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并使其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设计

需求。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

位，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这

种模式不仅改变了教师的角色，使其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

学习的指导者，还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以提升其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模式下，教师需要设计更具

开放性和探究性的学习任务，以激励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

潜力。

该模式鼓励通过项目驱动的方式进行教学，使学生在

实践中验证理论知识，获得切实的设计经验。通过真实项目

的模拟，学生能够熟悉项目流程和实际操作要求，这种实践

导向的教学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设计技能，也增强了他们的团

队合作意识和跨学科沟通能力。

3.2 实践导向课程设置策略的探讨
实践导向的课程设置策略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产品

艺术设计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专业课程应重视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使其能够在实际设计项目中运用所学知识，应通

过引入真实的设计项目和案例，让学生在模拟或现实环境中

完成从构思到产品实现的全过程。在课程中融入多学科的协

作机制，促进学生在跨领域团队中的沟通与合作能力。加强

校企合作是实现实践导向的重要途径，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参

与课程教学，为学生提供经验分享和行业前沿知识。应设立

灵活的模块化课程，以便学生根据兴趣和职业发展需求选择

不同的专业方向。引入新兴科技，如 3D 打印、虚拟现实等，

使课程内容与时代发展相适应。评估机制应不仅关注理论知

识，还应考核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确保学生能

够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通过这样的教学变

革，可以有效提升产品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

素质。

3.3 深度整合新兴科技的教学方式研究
在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深度整合新兴科技的教

学方式能够显著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设计能力。借助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课堂教学可以实现更

为动态和交互的学习体验。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丰富了课程内

容，还从视觉、感知等多个层面为学生提供了全新的设计视

角。通过将新兴科技融入教学，学生可以超越传统设计工具

的限制，获得更多的设计方法和灵感来源。这种创新的教学

技术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将科技理论应用于实践，提升其解决

复杂设计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及自主学习的动

力。在数字化背景下，这种深度整合的教学方式正逐步成为



136

现代教育进展·第 03卷·第 08 期·2025 年 04 月

产品艺术设计教育变革的重要方向。

4 提升产品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

4.1 新兴科技与传统设计教学的结合
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为产品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注入

了新的活力，其与传统设计教学的结合成为提升学生创新设

计能力的关键途径。基于新兴科技的教学方法不仅丰富了设

计的表达手段，而且扩展了设计的思维范畴。在教学过程中，

利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及人工智能等技术，

学生能够在近乎真实的环境中进行设计实践，有助于增强其

空间感知能力和创意思维。通过 3D 打印等先进制造技术，

学生得以将数字化设计快速转化为实物模型，从而加深对设

计过程的理解和把控。

传统设计教学强调设计美学和人文内涵，新兴科技则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二者的结合能够推动学生更深入地

探究设计的本质问题。教师在课程中应用跨学科的教学方

法，将科技知识与艺术设计紧密结合，使学生能够在动态学

习中激发创造力。通过项目驱动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在科

技应用中提升实践技能，也增强了他们在复杂环境中解决设

计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学模式有效地培养出兼具技术敏锐

性和艺术鉴赏力的复合型设计人才。

4.2 跨学科跨文化的交融和沟通在创新设计中的作用
在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跨学科跨文化的交融和

沟通对于培养创新设计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跨学科的整合拓

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其能够综合运用不同领域的理论和

技术来解决设计问题。例如，将工程学、心理学与美学相结

合，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产品的功能、美观与用户体验之

间的关系，创造出更具竞争力的设计作品。跨文化的交流进

一步丰富了学生的创意思维。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背

景带来的多元视角，可以激发学生打破常规的思维模式。这

种多样化的文化输入，使学生在设计过程中更具包容性和创

新意识，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中开发出满足多元文化需求的产

品设计。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合作，还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

能力和沟通技巧。这些能力在复杂的设计项目中尤为重要，

能够提升团队的整体创新效率和项目实施能力。通过系统化

地推进跨学科跨文化的教育实践，产品艺术设计教学更能适

应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创新需求。

4.3 如何提升学生适应未来市场的竞争力
在全球化和快速变化的市场背景下，增强学生适应未

来市场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市场需要具备跨领域知识、灵活

应对挑战的综合型人才。加强多学科交叉课程设置，能够丰

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全面的设计思维。注重培养学生的

数字素养，使其熟练掌握创新设计所需的各类数字工具和技

术手段，能够敏锐理解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通过与行业

紧密合作，学生可以接触真实项目，获得实践经验，受到市

场机制的洗礼，从而获得面向未来的实战能力。学生还应具

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和团队合作精神，以便在多元化的工作环

境中表现出色。这些策略的结合将有助于培养适应数字经济

时代的人才，提升其在全球设计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推动产

品艺术设计领域的发展。

5 结语

在数字化转型下，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正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通过本文的研究，透彻揭示了数字化转

型对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教育改

革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确立了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实

践导向的课程设置策略，也尝试了深度整合新兴科技的教学

方式。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但还存在诸多问

题和挑战未能解决。例如，如何理智评估和选择不断涌现的

新兴技术并将其有效地融入教学过程，如何在维持传统设计

教育优势的同时又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势，如何激发并培

养学生的使用新兴科技的创新设计能力等。同时，本研究希

望通过探索和实践，为中国产品艺术设计专业教育适应数字

化转型的新需求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进而推动中国产品

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持续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鑫.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应用研究[J].知识经

济,2022,(18):178-180.

[2] 沈玥.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数字化设计能力培养探析[J].艺术科

技,2021,34(20):220-222.

[3] 李翠轻,郭军城,董龄烨,刘敬华,李书青,杨建法.数字化转型视阈

下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

学研究（电子刊）,2023,(14):5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