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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是一项复杂、长期、涉及范围广的系统工程。课程体系的架 

构是实现其培养目标，满足 “应用型”需要的中介与基础性工作。其内涵包括建立科学、合理、 

导向明确的课程类型，设置与目标契合的课程内容，构建高效、适宜的课程结构，同时还应建立 

符合目标需求的课程考核及质量监控体系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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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社会各个 

领域、行业对于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种要求既包括因社会岗位分工细化与企业扩 

大再生产等因素形成的对于人才 “量”的要求，也 

包括因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和社会需求具体化等条 

件转变衍生的对人才 “质”的诉求。这种 “量”与 

“质”的双重诉求，要求高等教育应 “因时、因事 

而动”，在满足社会对于人才 “量”需求的前提下， 

应在培养人才 “质”的问题上予以高度关注。 

一

、 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的提出 

依据艺术设计人才 “质”诉求的考量，结合艺 

术设计专业学科内涵特点及其实际工作岗位要求， 

艺术设计专业应适时地转变传统的单一的人才培养 

模式及目标，架构符合学科、社会诉求的 “学术型” 

与 “应用型”并举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教育理念。其 

中，学术型人才应重在“求知”，目标是培养成为“艺 

术设计家”，满足于艺术设计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 

论发展与建设及该领域高端、深层次的科研需要； 

应用型人才则应重在 “求用”，目标是造就 “艺术设 

计师”。这种人才培养目标着眼于艺术设计专业现实 

与未来工作的具体需求，契合于艺术专业设置的实 

践作用与意义。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是指生理、 

心理、学识、能力等综合素质较高，具有多维知识 

综合应用才能，能够从事较复杂的艺术设计实践， 

并通过创造性艺术设计活动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 

做出较大贡献的崭新人才 。相对于学术型专业 

人才，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新课题，需要 

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及其评价与考核体系等 

方面均做出与培养目标相适宜的调整与创新，以促 

成和配合这一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对于高等艺术 

设计教育教学而言，建立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需要的专业教学课程体系，便是这种探索与研究工 

作的现实彰显与具体实施，是实现其培养目标，满 

足 “应用型”需要的中介与基础性工作，是艺术设 

计专业教育对学生的直接影响源，而合理的艺术设 

计课程结构更是提高该类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 

托与保障。 

二、建立科学、合理、导向明确的课程类型 

在教育理论界，课程的概念至今仍然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概念。从狭义讲，课程即课业及其进程， 

是指学校开设的教学科 目以及它们之间的开设顺 

序和时间比例关系；从广义讲，即是指学校为实现 

培养 目标而设置的教育教学因素的总和 ̈  ”。这 

于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而言，课程类型按不同维度 

来划分主要有：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必修课程与 

选修课程、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通识课程与专业 

课程等。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预实现其 “应用型” 

的培养目标，首先应建立科学、合理、导向明确的 

课程类型。 

依循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的类型划分，艺术 

设计专业应构建以学科课程为基点，以经验课程为 

主导的内在统一的专业综合课程类型。在指导思想 

上，应发挥学科课程的逻辑性、系统性和简约性的 

优点，加强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与底蕴，拓宽、夯 

实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适宜地确立经验课程的主 

体地位，强调现实社会 “应用”需要与学生专业学 

习与人格发展的辩证关系，旨在培养学生形成符合 

现实与未来岗位所需的艺术设计专业技能与活动 

“经验”。在具体操作上，应以现实与未来艺术设 

计专业岗位需求为取向，加强学科课程的小型化、 

综合性与拓展性类型建设，提升经验课程的时效 

性、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比如 《艺术设计史》、《艺 

术设计概论》、《艺术设计原理》等专业学科课程， 

该类型课程应采取 “浓缩”、“跨界”与 “拓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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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予以建设，避免因科目繁多、支离破碎而造成 

相互分离又彼此孤立，使之形成 “学科合力效应”； 

而 《专题设计》、《图形创意》与 《室内设计》等专 

业经验课程，则应以 “紧扣现实、立足当下、面向 

未来”的理念给予不断地更新、调整与设置，防止 

出现因脱离现实岗位需要与忽视学生“主体性活动 

经验”而造成供非所需的盲动和盲从，也要避免因 

课程缺乏 “前瞻性”与 “先进性”而导致的视野狭 

隘与观念滞后。科学、合理与导向明确的课程类型 

划分、统筹与适宜建设，有助于建构起符合应用型 

人才培养需要的课程门类、课程内容及其结构，形 

成不同类型课程的良性补足与互动，明晰各个类型 

课程的目标、任务与内容，从而以 “合力”的效应 

达成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设置与目标契合的课程内容 

教育学博士靳玉乐教授在其 《现代课程论》 

中指出：课程内容是作为符合课程目标要求的一系 

列比较规范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组成的用以构 

成学校课程的文化知识体系，课程内容是课程的主 

体部分 (P135)。从对课程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 

出，课程目标对课程的内容具有方向指导作用。也 

就是说课程目标一旦有了明确的表述，就在一定程 

度上为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提供了一个基本的 

方向。而课程内容是课程 目标的最直接的体现，是 

实现课程 目标的手段，直接指向 “应该教什么”的 

问题。对于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而言，课程目标应 

包含两个层面，一是 “瞄准”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科 

内涵诉求与价值取向，即造就的人才以掌握艺术设 

计专业综合知识为素质要求；二是 “锁定”社会与 

市场的现实与未来需求，即培养的人才具备应用艺 

术设计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为能力要求。两个层 

面的目标要求是互为依托于互为条件的，薄弱的 

“专业素质”必然导致 “专业能力”的缺失与上升 

乏力，而有限的“专业能力”必然基于“专业素质” 

的偏差与供给不足。在双层目标的导引下，课程设 

置的具体门类及其内容应成为关注的要点，应达成 

目标与具体举措的高度 “契合”。 

按照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的分类方式，艺术 

设计专业的学科课程内容设置应以 “专业内涵”之 

必需为基础，同时针对兼顾与满足专业岗位的“应 

用”所需，进行适宜的 “深化”和 “拓展”；应强 

调课程门类之间知识逻辑体系与承接关系的内在 

联系，明确 “课程整体”给予现实和未来 “应用” 

的指导作用；应力求将学科课程抽象的分析和理性 

的概括转变为贴近实际、服务 “应用”的具体理念 

与生动方式。比如 《设计方法学》、《设计心理学》 

等课程，其内容首先应阐明它的学科背景、地位与 

作用；其次应讲解该课程与其他学科课程、经验课 

程之间的互承关系；同时应依托具体、典型的 “设 

计案例”，将其抽象的理论与理性观点进行分类阐 

释与剖析说明，以便学生领会与理解其内容的现实 

作用与未来意义，避免单调、空洞的 “就事论事”。 

而诸如 《计算机辅助设计》、《设计表达》等 

艺术设计专业的经验课程，课程内容首先需依托与 

架构于必要、充分和坚实的学科理论，围绕与之对 

应 “理论”展开，应确立相关专业学科课程的基础 

地位与指导作用。就上述两门课程而言，《艺术设 

计美学》与 《设计基础》等课程内容就是其“必备” 

的学科课程基础。第二，该类型课程应更多地关注 

与把握内容与现实“艺术设计实践”的对应和联系， 

并积极地面向与着眼于未来 “专业实践”发展趋势 

和诉求，做到 “学有所用”、“未雨绸缪”。第三， 

课程应力求将 “设计经验”(技能、技法)进行必 

要的归纳与总结，并将其提炼、上升为 “方法论” 

的学科高度，紧扣学科本质。第四，课程内容应保 

持常更常新的时效性，避免与现实设计工作的 “脱 

节”或 “滞后”，失去高等教育的 “先进性”与 “引 

领性”。第五，课程内容应以相对客观、全局的观 

念和视野予以设置，竭力摒弃因教师主观色彩造成 

的 “不当取舍”与 “经验局限”。第六，作为专业 

课程，内容还应关注学生、社会和知识领域三个内 

容基点的复杂交互关系等 (P231)。 

四、构建高效、适宜的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是课程 目标转化为教育成果的纽 

带，是课程实施活动顺利开展的依据。课程结构的 

研究是课程论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也是内容相当丰 

富的部分。课程结构是课程各部分的配合和组织， 

它是课程体系的骨架，主要规定了组成课程体系的 

学科门类，以及各学科内容的比例关系、必修课与 

选修课、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搭配等，体现出一 

定的课程理念和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乜 。就应 

用型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而言，课程类型的划分 

解决了艺术设计众多专业课程的 “应用型”归类， 

课程内容的明确提供了每门课程的“应用型”方向， 

而架构高效、适宜的课程结构则是满足应用型专业 

人才教学所需课程体系的优化和组合。 

以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划分为例，应用型艺 

术设计专业的课程结构涉及了专业学科课程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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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课程各 自及其相互之间多重内在与外在关系的 

比例、顺序、配合、承接、组织和协调等问题。就 

艺术设计专业学科而论，由两大类课程组成的课程 

体系应在总体理念上符合其专业内涵与特质的需 

要——艺术设计专业而非彼专业；就应用型人才培 

养 目标论之，由课程结构构架起的课程体系应指向 

现实与未来实际岗位需求——应用型而非研究型。 

《艺术设计概论》、《艺术设计美学》、《艺术 

设计史》等学科课程，应打破彼此之间的孤立，使 

之 “整合而高效”，构建小而精的基础性、综合性 

的平台，以 “充分、适度”作为其架构的依据。而 

对于《设计表达》、《计算机辅助设计》、《编排设计》 

等经验课程，应理顺其设置承接顺序与配合关系， 

形成有机而指向明确的知识链，以 “合理、互动” 

为其结构设置的原则和标准。就两大类课程体系的 

关系而言，首先应改善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之间的 

“脱节局面”，使之互为架构、互为依托而 “关联” 

为一体，形成必需的 “合力效应”。同时，基于培 

养 目标的诉求，二者均应给予 “应用”以足够的空 

间与时间，适宜地调整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的比例 

关系，加大经验课程的权重，彰显经验课程的优点 

与取向适应性，达成符合专业特点与应用型要求的 

课程架构。 

五、建立符合目标需求的课程考核及质量监 

控体系 

针对一门课程的建设，在完成了课程的类型 

划定、内容设置与结构架构等工作后，还应对其考 

核方式及其授课效果予以关注，这是关系到课程目 

标达成与否的重要尺度与参照系统，其实质不仅是 

对学生获得课程成绩的内容、途径及形式等因素合 

理性、适宜性的监督，也是对其过程与结果等方面 

客观性、公正性的把控，是对课程开设总体状况的 

质量监控 (P211)。就应用型的艺术设计专业而言， 

课程的考核方式与方法是与其课程 目标、评阅主 

体、成果形式等因素息息相关。其中，课程目标决 

定了课程考核的评价基点与理念指向，评阅主体构 

成了课程考核的客观主体与 目标对象，成果形式是 

课程考核的对象主体和 目标载体。而课程的质量监 

控体系则为上述因素达成科学性、公正性、客观性 

提供必需的保障与监督。 

鉴于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的专业内涵及其特 

质，其课程考核的方式与方法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与个人色彩，较之其他专业的课程考核存在着诸多 

差异。首先，就评价基点而言，该专业的课程考核 

应是围绕“专业”与“应用”的双重评价基点展开， 

既包含着必要的专业特质诉求，也应兼顾应用型目 

标满足与达成的程度。其次，课程考核的评阅主体 

应是一个 “相关群体”而非 “个体行为”，一般应 

由专业教师和企业人员或第三方 (课程 目标人群) 

共同组成，以保证评阅主体的代表性、民主性与公 

正性。再次，作为评价对象主体与载体的成果形式， 

应根据课程类型的不同予以区别对待，应是一个课 

程 “目标系统”而非 “单件作品”。其中，学科课 

程的成果宜以 “专题报告+理论考核”为形式，并 

关注“现实与未来应用”为内容予以呈现，避免“一 

卷定成绩”的片面与脱离 “应用”一味 “论理”的 

不足；而对于经验课程，则首推实物化的 “作品”， 

应将课程成果落实于具体的“物”或“事”上 (P15)。 

其中，对于 “作品”的应用效应与前景应成为考核 

的要点予以格外 “关注”。同时，对于上述两种类 

型课程的考核，学生的课程整体表现均应纳入成果 

最终成绩的核定，并占有一定权重，包括课程过程 

中学生的学习态度、合作意识、沟通能力与创新思 

维等因素，以此来体现 “专业”与 “应用”的双重 

目标诉求。 

基于上述的课程考核方式与方法，应用型艺 

术设计专业课程考核的质量监控体系应围绕其具 

体的课程门类与总体课程体系目标展开。这种质量 

监控应建立在充分尊重艺术设计专业内涵与特质 

的前提下，兼顾现实与未来学科专业发展及岗位需 

求，应是一种指导性、建设性的把控与促进，既要 

包括课程考核结果的质量审核，也要包括课程目标 

的针对性、课程类型的科学性、课程内容的时效性 

和课程结构的合理性等课程因素监督。 

六、总结 

以上仅为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方面 

的一些认识与探索。专业课程体系的架构若能达成 

其预期目标，还需要授课资源、教学模式及培养模 

式等多方面的统筹与建设。多年的教育实践证明， 

艺术设计是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交叉性 

学科畸̈ H 。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是一项复 

杂、长期、涉及范围较广的系统工程，培养造就应 

用型艺术设计人才既符合其学科专业内涵的要求， 

也是艺术设计专业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作出的必要 

与必需的选择，更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大职能在艺术设计专 

业领域的具体彰显。 

(下转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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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活动中，人们所依据的语境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语用主体不断创造、 

构建和选择新的语境来为交际服务，以使语言交际 

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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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selection of cognitive context 

SHEN Li—h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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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gnitive context．which is proposed by Sperber& W ilson in their Relevance Theory,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context．It considers context as dynamic，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a subset of hearer’S 

assumptions about the world．The hearer selects and constructs different contexts for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utteranc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electing and constructing of cognitive 

context． 

Key words：Relevance Theory；traditional context；cogn itive context；selecting；constru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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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the course system of the applied-art＆ design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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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ining of Applied—Art& Design talents is a complex，long—term，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systems engineering．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the interm ediary and basic work that can 

achieve its training objectives，and meet the needs of”application”．It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rational，clear orientation course type，sets the course contents that can meet the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builds e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course structure，and establishes the course evalu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system 

ofthe target needs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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