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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设计教育中基础与专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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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我国的艺术设计教育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其中关于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人才的问题，尤其

应引起足够重视。在艺术设计教学中，过于重视基础技能的训练，忽视了艺术设计中最为重要的创造

能力培养，结果导致学生纵然有较强的美术基础，仍难以在专业设计上有所突破与创新，与国外设计

教育的大趋势相左，这是与艺术设计的本质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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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历史相当短，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才将艺术设

计专业作为一门艺术学科正式确定[1]。 

近年来，艺术设计教育虽得以迅速发展，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要和国

际接轨，首先要从艺术设计教学着手，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要适应时代与社会的需求，更新观念，

大胆改革，逐渐完善现有的艺术设计教学体系。 

如何看待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基础教学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已引起我们国内学术界及教育界

的重视。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基础课应该怎么上？怎么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美术基础与

设计创意之间又是怎么样一种关系？我们的艺术教育应从何入手来理顺这些关系？对于这些问

题，似乎并未达成共识，而这些问题对于我国艺术设计教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针对艺

术设计的特征与艺术设计的教学进行分析探讨，尤其对艺术设计教学不同于纯美术教学作了强调

和论述。 

一、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国外设计教育的特点 

随着 20 世纪新技术革命的崛起，艺术设计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扩大出口、提高产品

竞争力并占领市场的重要手段。由于艺术设计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它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 20世纪 90年代，美国根据克林顿总统的倡议，在小石城召开全美艺术设计圆桌会议。会

议讨论了艺术设计对提高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作用，美国政府把艺术设计看作国家经

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企业界提出，设计就是经济效益。无独有偶，日本企业界也认为，

设计的优劣决定企业的兴亡和国家的盛衰。德国依靠产品设计优势，使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市

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2]17。当今国际企业界流行的口号是：设计，在创造人类的明天。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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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艺术设计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何等重要。 

（一）包豪斯学校的特征 

早在 1919年，德国魏玛成立了国立包豪斯学校，这是艺术设计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包

豪斯学校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向学生传授自己的创作方法，而是要让学生探索个人的道路，不是

把某种风格强加于人，而是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其它学校“趋同”的教学思想比较，包豪斯

学校“求异”的特色表现得尤为明显。它对传统的艺术教育体制进行了彻底的变革，使艺术设计

作为一门新的职业得到确立。同时，将“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作为其设计教育的主导思想[2]34。 

包豪斯学校确立了以“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等“三大构成”为现代艺术设

计教学的主要内容[3]。训练学生按照众多事物共同的构成因素及构成法则来创造，而不是按照特

定事物的外在形貌来摹写复制，这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艺术设计院校造型教学的中心课题。例如对

比、均衡、节奏、渐变、聚合、发散等等，艺术设计造型训练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创造非自然、

非写实也非表现的视觉形态，培养满足设计需要的能力。 

包豪斯学校的开创性工作之一，就是进行了工业产品形象的纯化。它强调以立方体﹑矩形﹑

圆形的几何造型为主，使产品形式单纯明快，轮廓简单并富有变化，注重其抽象性的形式法则与

形式美。包豪斯学校独创的教学制度，对于培养艺术设计人才服务于工业社会是行之有效的，时

至今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设计院校，还参照包豪斯学校方式组织教学。 

（二）创造与开拓精神为艺术设计的灵魂 

从艺术设计的本质上要求，每一次具体的设计过程都是一次创造的过程，艺术设计师应当在

每一次设计过程中发挥﹑验证和锤炼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而越来越多的事实也证明，一个好的设

计往往来自于好的创意，而好的创意则是设计师创造性思维的凝聚和闪光。 

在西方艺术设计教学中，创造性思维是艺术设计的生命，创新与发明能力的培养重于一切。

这一点从包豪斯学校开始就得到体现，至今仍视创造与开拓精神为艺术设计的灵魂。求新、求异、

求个性是艺术设计之根本，服装设计、产品设计、广告设计、室内设计、视觉传达等等领域，追

求的都是创意，是具有全新视觉冲击力的形式美感，国外的艺术设计教学主流，把超越现存规矩

和开发想象作为主要目标，使艺术设计学科更具创造性思维和创意性特征。 

（三）强调综合能力的培养 

西方各国在艺术设计教学形式与课程设置上差异很大，但其共同点是比较重视理工科课程和

实践课程的学习，强调综合能力的培养。设计教学需要熟悉人机工程知识、材料知识和加工技术，

同时，对机械工程和制造工艺有一个运用能力，还需要表达与构思能力。 

二﹑艺术设计与知识结构 

艺术设计的本质是创造，创造始于设计师的创造性设计思维。因而设计师应对思维科学特别

是对创造性思维，要有一定的领悟和掌握[4]。 

艺术设计的本质要求设计师具有高素质、高能力，包括艺术和美学的素质及各种知识修养能

力的要求。当代艺术设计师的知识结构，不仅包括必要的专业知识修养，同时也包括哲学、社会

学、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艺术学、美学、数学、物理学、生态学、语言学、信息科学与系

统论等知识，而当代设计师不能忘记的是，切合时代脉搏的现代设计理念和良好的设计思维方式

往往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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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信息时代，设计教学更呈现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设计教学的共同规律是要培养学生

有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与素质，不能重造型能力而轻综合能力。对一个设计师来讲，理解能力﹑应

用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想象能力等综合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艺术设计师的设计造型能力包含有多种成分，美术基础只不过是其整体知识结构中的

组成部分，基础的美术技能与写实能力也仅仅是必需的前提之一。 

三、我国艺术设计教学现状 

（一）艺术设计教学未能自成体系 

我国艺术设计教学总体上还很年轻，根据我国教学部颁布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艺术设

计专业属于艺术学科。长期以来，我国的艺术设计教学仍沿袭美术教学，艺术院校里的艺术设计

专业多为工艺美术专业更名，总体而言，艺术设计教学至今未能摆脱美术教学而自成体系。 

艺术设计教学不同于美术教学，这一点在今天已有共识。虽然，教学主管部门和许多教师已

意识到我们的艺术设计教学难以适应市场需要和时代步伐，但仅停留在对教学作一些浅层的课程

结构调整，教学改革的力度远远不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体系问题，大部分艺术设计院校至今仍

然套用美院式的教学方式与观念来培养我们的艺术设计师。 

（二）艺术设计教学研究领域狭窄 

长期以来，我国艺术设计教学范畴主要集中在工艺美术领域，即使在今天，仍主要集中在服

装﹑染织﹑装潢﹑室内﹑陶瓷﹑视觉传达等等内部结构比较简单的工艺品及轻纺制品。 

（三）艺术设计教学重教学轻科研 

重教学轻科研是我们教学的通病，而在艺术设计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应该提醒的是，艺

术设计的主要对象并非工艺品，而是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如果我们的艺术设计要与国际接轨，

就必需结合工业生产与产业结构对课程进行调整，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结合科研、结合

生产、提高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以科研来促进教学。而增加实践类课程、增加综合能力的培养

也是我们艺术设计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与目标之一。实践性课程的开设，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

力、应用能力﹑动手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四）艺术设计教学中科学技术知识含量过少 

在我国艺术类招生的艺术设计教学中，涉及科学技术知识学习内容过少。艺术设计教学缺乏

理工类课程，而艺术设计是艺术﹑科学﹑工程的交融汇合，集成性和跨学科性是其本质特征。在

艺术设计教学中，加强科学技术知识学习的含量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缺乏，无疑将严

重影响艺术设计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对结构复杂的工业产品设计极为不利。 

四、艺术设计基础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课与专业课割裂 

基础训练应该为专业设计服务，这一点在教学思想上必需明确，并需要得到教师的贯彻。当

前我国的基础课程仍然处于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状况，不管什么专业，基础课的设置是一样的，

以素描、色彩的写实技能训练为主，仅注重审美形式教学。 

同时，由于我们的基础课教师大多出身于美院的油画系﹑版画系﹑国画系，在教学思路上仍

是传统的，与艺术设计专业形成差距，使基础教学重写实摹写及技法训练，其结果，只能使基础

教学与专业教学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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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课训练重技能轻创意 

在我国的基础课程教学中，不仅缺乏抽象的、发挥想象力的几何造型训练，而且缺乏非自然、

非写实的视觉形态训练。在三大构成训练中，也存在程式化、刻板化问题。在基础学习阶段不注

意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5]。我们往往以绘画写实能力为标准评价一个艺术设计的学生。尤

其是设于美术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更容易走向唯美主义。同时，在基础课教学中，重写生轻创

意、重写实轻写意、重素描轻速写、重具象轻抽象、重共性轻个性、重技法轻构成，其结果是，

扼杀了学生的创新与开拓精神。 

在基础课教学中，还缺乏抽象几何形态练习，缺乏人物及场景器具的速写，缺乏以线为主的

结构性素描，缺乏雕塑与空间、线条与组织等等具有创意表现的课程。 

（三）基础技能训练课时间过多 

在我国高等艺术设计教学四年的本科学习中，美术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就占了两年，在占总

课时一半的基础美术课训练过程中，学生几乎未能接触到专业的学习内容。当前通过艺术类招生

的学生，大部分入校前已经拥有一定的美术基础，不需在大学阶段再花宝贵的时间进行重复学习。

与国外艺术院校的学生相比，我国学生的美术基础与写实能力是远远超出的。我们培养的对象是

艺术设计师而不是画家，过多地强调写实能力，是设计基础教学中的黑洞，不但浪费了大量时间，

也容易使艺术设计学习陷入唯美主义及形式主义的误区[6]。 

（四）基础教学没有以创造性思维为主线 

最近，来自国外的设计教学研究报告说：“设计的基础课程应摆脱以美术课题为重点、以工

艺为指导的设计教学思想，以便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7] 

在我国艺术设计基础教学中，存在一种认识误区，即绘画好等于设计好，而绘画水平又集中

体现在写实能力及技能水平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尽管对于某些与现实生活有形象联系的艺术

设计门类来说（如广告招贴、展示设计），美术写实摹写能力训练非常重要，但总体而论，包括

这些设计品种在内的艺术设计造型训练，是以非自然的构成表现为主要方式的。在我们与国外艺

术设计专业的学生交流中发现，国外学生的美术基础普遍不如中国学生，但在设计作品联展的过

程中，外国学生在形式上比较多样，思维上比较活跃，抽象表现比较丰富，有的作品富有新意，

画面效果反差很大。相反，我国学生的作品风格比较单一，手法比较一致，画法也过于写实，总

体上缺乏创意。 

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电脑及 CAD 等新一代设计工具和手法，已经为我们的艺术设

计师所掌握并得以广泛运用，完全依赖于美术基础及绘画技法来表现设计构思或效果图的情况已

大为减少。 

五、结  语 

（一）建立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乃当务之急 

中国的艺术设计教学绝大部分来自纯美术教学，未能形成独立于纯美术之外的艺术设计教学

体系。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培养的只能是实用美术人才，而非艺术设计师。要建

立一个符合时代要求并融入世界艺术设计格局的艺术设计教学新体系，乃当务之急。 

（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艺术设计教学之根本 

我们应加强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注重技术的自由发挥，提高和促进学生的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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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根本在于我们的教学方式。无论是基础教学还是专业教学，都应以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为教学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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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issues that are worth discussing in our Chinese art design education. Especially, 

cultivating creative talent requires our more attention and more recognition. Overvalue the training of the 

basic skill, ignor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reative thoughts that is of the most importance in the art design, 

which would make our Chinese art students lack of the ability of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m to break trough or have a new and fresh idea while they are designing, although they strongly master 

the ability of the art basic skill. Moreover, it is against the essence of the art design and might not follow up 

the art design trend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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