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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机工程学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重要理论基础，其理论体系贯穿于产品设计的整个环

节。在传统教学模式下，人机工程学教学存在很多问题，为了实现在 CDIO 大工程实践中对于工业

设计的设计指导，必须探索和研究在新型教育模式下如何对人机工程学课程进行改革。运用调研、

实验以及文献研究的方法，详细剖析了传统教学中人机工程学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

题，提出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措施已部分得以实施，效果显

著，在以后的教学中将继续进行推广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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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CDIO（Conceiving-Designing-Implementing-Operation）工程

教育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工程教育模型，是由麻

省理工学院、瑞典查尔姆斯技术学院、瑞典皇家工

学院和瑞典林克平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经过四年

的探索研究而创立形成。[1]CDIO 即构思—设计—实

现—运行，其教育理念主要强调以工程项目（包括

产品、生产流程和系统）的生命周期（从研发到运

行）为载体，让学生在集成化课程群理论知识掌握

的基础上，以主动学习、解决问题和动手实践的方

式来学习工程技术，最终达到培养具有综合创新能

力的创新型工程人才之目标。[2] 

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综合性设计

类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主导是本学

科办学的指导方针。工业设计专业非常强调设计实

践在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在实践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无论是教学模式还是培养理

念均与 CDIO 的培养理念如出一辙。 

C D I O 教学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将产品、过程或

系统的构思、设计、实施和运行作为工程教育的背

景环境，通过集成化的课程群，来培养学生的工程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这种基本教育思想指导下，

结合目前学校的教学条件和要求，我们将工业设计

专业所开设的课程分成：项目类课程，集成化课程

群，以及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设计、实习和毕业设

计），构成了 C D I O 工业设计培养计划的三个基本

单元。《人机工程学》属于集成化课程群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如何将传统的被动填鸭式的教学变为主

动应用型的方式，是本文所探讨和研究的重点。 

二、人机工程学课程的重要性 

《人机工程学》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的

理论基础课程，其理论体系贯穿于产品设计的整个

环节。 “以人为中心”是现代设计一个最基本也是最

重要的出发点，而《人机工程学》的基本原理，正

是基于对产品设计中人的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如何

合理的将人的因素融入到产品开发设计全过程中。

工业设计是为“人”而服务，作为实现以人为中心

的设计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乃至衡量当代产品设

计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人机工程学相关理论的研究

和教学一直是设计学科领域中的主要方向，同样也

是工业设计的主要理论基础。因此，在高校工业设

计专业的教学过程中，不论是传统教学方式，还是

采用新的教育模式，《人机工程学》依然是这个教

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很有必要去

探索和研究在新型教育模式下如何对于《人机工程

学》课程的改革。 

人机工程学作为工业产品设计中所必须考虑的

因素，促进了“人性化产品”中“人”的因素发展，

同时成为了提升产品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管

理大师麦克·波特的所说的那样，“企业具备竞争优

势的两个方式，一是扩大生产规模，走向规模经济，

才能占有成本上的优势；另一个便是创造企业或产

品的附加值，制造消费者趋之若鹜的心理”。[3]人机

工程学是给企业和产品增加有效附加值的重要“法

宝”，通过对其系统的学习和多次的实践运用，可

以促使学生在未来的产品市场竞争中，能够在产品

同质化和消费者对商品品质需求越来越高的情况

下，合理有效的处理产品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奇制

胜，击中消费者内心敏感的神经，这也许是《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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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课程最重要的意义。 

三、传统教学模式中人机工程学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人机工程学》在二年

级上学期开设，是在学生已具备产品设计概念和基

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讲授理论知识，并结

合部分设计实践，使学生初步掌握和运用人机工程

学的相关原理进行产品设计。主要讲述内容包括：

人机工程学综述、人体测量与数据应用、人体感知

与运动特征、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信息界面、工

作台椅与工具设计、作业姿势与作业空间、人机系

统总体设计。《人机工程学》设置为 40 课时，其中

理论授课 34 课时，而学生进行设计实践仅有 6 课时，

这是由于本课程的内容丰富，理论系统全面，如果

占用较多的课时进行设计实践，势必会造成教学内

容不能完成、理论学习不完善的后果，因此，除了

较重要的设计理论占用课上时间进行设计训练外，

很多实践环节都放在课下或者其他专业课程教学环

节中进行。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综合分析认为，在传统

教学模式下《人机工程学》课程所存在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教学内容宽泛，专业衔接薄弱 
人机工程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其研

究内容和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可以说，只要是为人

而进行的设计都会应用到人机的相关理论来指导设

计。传统的教学内容过于宽泛、抽象，且与工业设

计衔接较为薄弱。在传统教学中，人机工程学作为

一门独立的课程，其内容会面面俱到，兼顾很多设

计类专业。尽管其中有些环节与工业设计最为紧密，

但一般只能通过一个课题来进行设计实践，设计完

成后，如果不再反复，学生会很快忘记。因此，教

学完成后会造成重点内容不突出，与工业设计实践

联系不紧密，学生学完就扔，真正需要应用时却无

从下手，一脸茫然的状态。另外，尽管各种教材为

产品设计归纳了富有逻辑性的设计原则，并对深层

的设计原理解析透彻，但缺乏鲜活的设计案例来进

行佐证，因此，学生在最后的设计实践中也就鲜有

用学科理论来指导工业设计实践的主动性。 

（二）授课方式单一，教学效果较差 
在以往的教学中，理论授课占到了 85%，而实

践环节仅有 15%。学生在整个教学中基本上处于被

动学习状态，积极性不高。尽管在课程初始会一再

强调其重要性，但由于开设时间是在学生接触专业

之初，很多学生还对工业设计认识不足，认为工业

设计仅等同于产品外观设计，而把产品的尺寸选择、

界面设计、使用方式等重要的人机设计要素忽略掉，

所以对于人机中的诸多枯燥理论没有兴趣，以至于

本课程最终教学目标不能实现。因此，单调的授课

方式、片面的专业认识，最终导致课程学习效果非

常不理想。 

（三）教学手段单一，未能学以致用 

课堂教学是传统教学中最主要的手段，为了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在课堂上采用讨论、回答

问题、案例分析及简单的设计实践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但总体来说，学生的大部分学习活动仅限

于教室之中，学习内容也是按照教材上的课题按部

就班进行，所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调动的不够充分，

很难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四、CDIO 模式下工业设计专业人机工程学教
学改革及实践 

人机工程学教学方法的恰当选择和教学内容的

合理安排，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成败。因

此，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先进的教学手段与合理的教学安排，能够很好的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积极思考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最终可以牢固地掌握并在设计实践中灵活

的运用知识。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人机工程学》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

在 CDIO 模式下，应该重新组织该课程的学习内容。

教学内容纲要中可以按照设计实践环节来进行模块

化教学设计，每一模块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基本和

具体的要求，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应兼顾学生自

学的可行性及自学的效果。以《产品设计二》集成

化课程群为例，在此课程群中共进行了 5 次设计课

题实践活动。如在“潘天寿”文具设计大赛实践中，主

要将人机中的人体尺寸设计及应用、手握式工具设

计等理论作为一个模块进行讲解；在“慈溪杯”创意产

品设计实践中，主要讲解人体感知与运动特征、人

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信息界面等相关的人机内容。

如此以来，可以将人机工程学中与工业产品设计最

紧密的理论体系嵌入到每一次设计实践中，并有针

对性的解决每一个设计障碍，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

目的。设计实践需要知道和了解什么，人机就为你

进行解惑和指导，这样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将人

机设计的指导理念深刻烙印在学生的设计思想之

中，从而达到人机工程学之根本学习目的。这样的

改革措施，使得“人机工程学”实现了活学活用，目的

明确，针对性强，更为灵活的目标。 

（二）教学模式的改革 

在 CDIO 模式下，工业设计专业教学计划做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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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调整，主要是采用以设计实践进行专业学习的主

动学习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成为组织、引导和

辅导的角色，学生则成为主动、探索和创新的设计

者。同样，对于人机工程学的学习也应该在工程设

计实践中获得，对其进行的教学模式改革包括： 
1.将人机工程学贯穿于学校课堂实践中。 
在每个设计课题中，均会按照课题的设计内容

来设置人机设计单元，包括讲解、设计、指导、实

验、模型、比较、讨论等过程。例如在电风扇开关

设计这个课题中，按照产品设计的需求，需要讲授

人机的信息界面设计、操纵装置设计及操纵与显示

相合性等内容。学生在设计过程中，还需分别指导、

区别对待，如有的同学采用旋钮方式，这就需要运

用人机中旋钮设计的相关内容；而有的同学是采用

触屏的方式，则需要用到人机中关于屏幕设计的各

项设计原则。设计方案确定后，为了检验设计效果，

需要按照实物大小制作产品模型，学生利用模型可

以真实的触摸、感受自己所设计的人机界面设计，

判断旋钮的尺寸大小是否合适，摆放位置是否合理

等，之后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直到最佳效果。将

人机工程学和学生正在进行的设计课题相结合，会

让学生感觉到像是在寻找打开设计之锁的“钥匙”

一样，能主动积极的去捕捉，去学习。 
2.将人机工程学贯穿于校企联合培养中。 
校企联合培养是我们专业在 CDIO 模式下，率先

在全校开展进行的一种工程实践方式，目前已经运

行了 1 年的时间，效果非常成功，得到了学校、企

业、学生及家长的一致首肯。在该模式下，学校与

企业签订联合培养协议，将高年级的学生推荐到用

人企业去参与真正的设计实践。这种课题实践的过

程是：(1)与企业建立联系，确定具体项目；(2)由教

师或工程师制定任务书；(3)学生消化任务内容，查

找相关资料；(4)进行有关设计，教师或工程师把关；

(5)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充分发挥其技能水平，进行

实际加工制作；(6)学校与企业综合评价考核。[1] 
在高年级学生的校企联合培养中，人机工程学

仍然会继续贯彻其中，甚至效果更突出。例如，在

上学期的校企联合培养中，有部分学生到展示设计

公司实践。在进行每一次的设计实践过程中，一方

面需要和校内及校外指导教师进行沟通，主动学习

掌握相关的人机理论，包括如何在展示设计中考虑

人体尺寸、人体动态姿势分析、视力及其特征、人

的心理活动特征等各部分与展示设计息息相关的人

机内容；另外，最为明显的优势是可以深入到公司

的制作车间，亲自参与工程的施工制作过程，身临

其境的感受自己在设计中的不足，如接待台的高度

是否适合工作人员的各种活动姿势，数字化显示屏

的安装高度是否适合参观者进行观展，活动体验区

的布置是否有利于人员进行各种操控活动等等，这

些切身体会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人机的设计原则对于

设计过程指导的重要性，从而也会真正掌握展示设

计行业中必备的人机工程理论。 

（三）教学手段的改革 

教学手段是为了教学目标而服务的。在工程实

践为主的教学过程中，人机工程学的内容与设计环

节紧密联系，所采用的教学手段，主要包括： 

1.建立人机实验室 

俗话说，百学不如一试。人机工程学课程中有

很多诸如设计尺寸、参考数据、生理及心理特性等

非常枯燥的理论知识内容，单纯的讲解会让学生难

以接受；但如果把它们搬到实验室，通过学生自己

的亲身实践、亲自测量等手段获得这些知识的话，

学生会深刻理解尺寸数据的来源，各种原理及特性

的应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对于人体尺寸

测量与应用这个内容模块，是人机中人体尺寸获得

的基础，更是产品尺寸确定的重要参考。传统教学

中，对于该部分内容，教师会对照人体尺寸表格和

图示一一讲解，以帮助学生理解。这种教学模式出

现的问题是：一旦离开书本，学生很快就会忘记测

量项目的名称和具体测量的人体部位，更难以在产

品尺寸的设计中，快速、有效地选择人体尺寸的参

考值。所以在 CDIO 模式下，我们将此内容搬到了实

验室，设定了有针对性的实践环节：首先由同学们

相互配合，测量个人的人体主要尺寸，立姿和坐姿

尺寸等，画出尺寸图，并进行 1:2 的人体模板制作；

并依据此模板，设计一套适合自己使用的电脑桌椅，

要求详尽的分析考虑产品各部分的尺寸。通过该实

践环节，同学们在完成过程中表现的非常兴奋，既

搞懂了人体尺寸测量的相关知识，又对于产品尺寸

的选择与应用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过程。此过程既

有独立完成部分，又有相互协作的环节，不仅锻炼

了个人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又增强了团队协作

精神，可谓是一举多得。 

2.以设计竞赛为契机，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内容 
如何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设计实践的积极性，各

类设计竞赛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工业设计

专业是一门设计范畴很广泛的专业，各种国际性设

计比赛，如 IF、红点等，以及国内各种设计协会举

办的比赛，如潘天寿文具设计大赛，“大圣杯”玩

具设计大赛等，这些设计比赛均可作为实践教学环

节的设计课题。首先，设计比赛有明确的设计主题，

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有很强的锻炼和提高作

用；另外，学生在参赛后获奖的成就感，可以极大

地促进对于本专业的深度学习，这种学习动力的形

成，是主动学习的关键。例如，在 2012 年的潘天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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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设计大赛中，设计对象是以文具为主，与人手

的尺寸、使用姿势等人机内容密切相关，因此在设

计实践中，详细给同学们分析讲解了人手的生理特

性，各项尺寸在手握式工具的具体运用等相关知识，

现学现用，鲜活生动，让学生完全理解了手握式工

具与人体姿势等人机内容，并实际运用到了自己的

设计课题中。 
3.实际案例分析讨论，加深印象，改良设计，

树立正确观念。 
现有的人机教材应用范围广，专门针对工业产

品设计的案例分析较少，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在教

学过程中按照相关内容组织安排了多次案例分析及

讨论。例如在人机工程学内容讲授之初，为了引起

学生对课程的重视，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组织学

生一起来探讨课程的重要性。讨论的课题为：“寻

找身边的不足”，让学生积极发言，去挖掘生活、

学习和活动中所使用的各类产品的设计不足，并深

入分析这些不足是如何形成的。各位同学在讨论中

都运用发散性思维努力思考，最终归纳时发现，很

多产品的设计不当居然都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

“人”的因素所造成的，从而树立了对于人机工程

学内容学习的正确观念。 

五、结束语 

CDIO 教育模式作为培养工业设计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它强调的是学生的综合

能力与社会大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更注重工程实

践，加强培养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在 CDIO 教育理

念指导下，对“人机工程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是为了

顺应新的教学模式，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在此

次教学改革过程中，得到了学生的热情响应与支持，

教学效果明显。通过对参加教学改革的学生调查发

现，学生对该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兴趣明显提高，

大家都表示在这种方式下不再是枯燥的学，而是积

极主动的学。很多学生在设计比赛中获奖，自己的

设计成果得到了肯定，这无疑是对学生学习的极大

肯定和鼓舞，同时也更加激发了老师的工作热情，

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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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 ergonomics teaching reform 
in CDIO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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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rgonomics program i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Industrial Design, and its theory system runs 

through in every link of products design.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patter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ergonomic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sign guides to industrial designs in CDIO engineering practice, we must 

explore and search how to reform the ergonomics program in the new education pattern. We use methods such as 

the research experiment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rgonomics program under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t length.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propose to reform teaching content, patterns 

and methods, etc. Some of these measur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and will be spread and 

extended in the late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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