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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导向的工业设计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①

王沈策，毛征宇，肖冬明
（湖南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针对提高工业设计专业学生实践能力问题，进行教学重组与优化研究。以学科竞赛为平台导向，将基本能
力解构为实践课程单元，采用教师指导学生竞赛的模式，重点面向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创新思维、概念表达和综合应用

能力，依据学生个性和特点完成产品构思、方案优化、效果处理和版面设计等过程，形成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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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专业学科竞赛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全面考察学生专业综合素质的实践活动，具有权威性、范

围广、规范化、系列化、参与度高等特点，是现代教学中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１］。目前，高校学生

普遍存在着知识面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薄弱等问题，在激烈的就业竞争时，缺乏特色和竞争力［２］。

本文从学科竞赛导向的工业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研究出发，分析实践教学中的相关问题，构建知识系统、

载体系统和评价系统为主的实践教学体系。

１　国内外工业设计学科竞赛现状
学生通过参与各种正式的设计竞赛，能够深入地了解从品牌战略分析、新技术和新材料应用，到设

计概念、设计构思、设计表现和产品生产制造的全过程，同时掌握专业发展的前沿动态。不仅能培养学

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对学生科学精神、组织能力、协作意识和

竞争实力等方面的培养也具有重要作用［３］。

在这一形势下，涌现出一批标杆性赛事，如中国设计红星奖、芙蓉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Ｌｏｔｕｓ
ｐｒｉｚｅ）、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竞赛等著名赛事。设计竞赛已成为设计院校师生展现才华、能力以及实现
自我价值的重要平台。各地工业设计大赛的宗旨基本上是希望通过竞赛，整合工业设计资源，培育工业

设计人才和力量，遴选优秀设计师。与此同时，国际发达国家在工业设计竞赛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历史悠久和影响力的名赛，如美国《商业周刊》工业设计奖（ＩＤＥ
Ａ）、德国工业论坛产品设计奖（ＩＦ）、德国红点设计奖（Ｒｅｄｄｏｔ）。这三项赛事历史悠久，在世界范围内
征集作品，拥有跨国企业、知名设计师、学生在内的广泛参与群体，作品质量专业且成熟。

学科竞赛是对学生设计能力、实践能力、心理素质、团队精神以及思维能力的极大挑战，要求学生具

有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意识。此外，工业设计专业竞赛日益成为应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平台，通过专业

竞赛形成一种自主、能动、提高兴趣的学习模式，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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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工业设计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２．１　实践教学体系不完整

目前，实践教学内容的安排多附属于理论课程，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是验证、理解和巩固理论知识

的一种手段［４］。因此实践课程体系显得比较零散，验证性和演示性较多，设计性和综合性较少，各项实

践课程关联性较差，难以满足现代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２．２　知识层次教学体系不完善
工业设计成果是直接面向终端用户群体，并根据政策、时事、新技术、新材料的发展而变化，内容涉

及到多个学科领域，学生在理论学习过程中积累的能力不足以完成竞赛作品设计，需要构建面向就业的

专业化知识系统。

２．３　实践课程缺乏应用载体、对象
工业设计从主体上来说是一种应用科学，专业实践层在培养学生探索设计本质、创新解决问题和开

阔视野的综合素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今课程的应用从任务和目标出发，采用教师或学生

自主虚拟题目的方式作为设计对象，虽然能发挥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因随意和单一，造成课程实

践载体与产业实际应用脱节的问题。

２．４　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不完整
工业设计学科相关作品涉及多个不同领域，同领域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再加上个人审美与风

格的偏好问题，针对不同作品的评价没有衡量标准。目前工业设计实践教学以教师个人的判断为依据，

存在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问题。

２．５　无法创建和形成团队精神
工业设计的目标是产品设计，包含多学科技术集成特点，往往具有机械、材料、电器等学科的专业人

员参与，需要团队合作完成开发任务。目前工业设计课程评价方面，需要单独给出学生课程成绩，所以

学生都是独立完成课程任务，对团队创作形成阻碍。

３　构建学科竞赛导向的工业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工业设计专业学科竞赛大多针对企业设计师、在校学生。其中，国外赛事在概念设计部分以学生为

主体，如东莞杯工业设计大赛等，概念设计面向学生。国内很多竞赛只面向学生，如全国大学生工业设

计竞赛及各省级的设计赛事。同时，各个竞赛在设置主题时各有特点，如针对五金类小产品的武义杯，

以竹木为主的吉安杯等，除此之外还有针对于珠宝设计、工程机械、交通工具、家居设计和智能产品等。

应针对各级各类竞赛的特点，从实践教学体系出发，培养行业特色型、专业应用特色型、综合特色型企业

创新所需要的人才。结合工业设计实践教学，构建知识系统、评价系统、设计对象载体系统的实践教学

体系，基本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学科竞赛导向的工业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３．１　工业设计学科竞赛导向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学科竞赛中知识能力问题，将学生的设计能力转化为单元与模块化，按照能力顺序安排在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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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课程中，形成学生竞赛实践的方法体系［５］，提高层析教学环节，增加工业设计学科竞赛课程设计。

通过课程的专项指导，对竞赛设计的程序与方法有基本的认识，具备基本的竞赛实践能力，同时强化专

项实践课程所学习知识。针对学生个性、专长、兴趣进行培养。在大三上半期，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

与导师工作室进行双向选择，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的工作室单元中，因材施教，进行专项培养。在学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将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以及产学研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在科学研究及新

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３．２　工业设计学科竞赛层次、类别的知识系统
工业设计竞赛具有多层次、多类别的特点，因此需要建立竞赛类别和层级的知识系统，并根据相应

类别与层次构建知识体系，通过实践进一步地完善、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如初期的专业课程可以选择结

构、造型和功能简单，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学校生活中常见的产品进行设计，类似的竞赛课选择企业型专

项竞赛。高年级在选择专业课程实践课题时，可以尝试国际、国内的综合竞赛，提高学生眼界，开阔

视野。

３．３　工业设计学科竞赛的载体系统
工业设计实践课程内容主要是以教师单方面命题为主，大多数以概念设计命题为方向，形成单一、

狭窄的设计空间，无法发挥学生的兴趣特长，且不能对接产业实际。从学生知识掌握和就业创新的角

度，以实体设计和虚体设计作为载体、对象的两个范畴，构建产品设计、家具设计、交互设计、界面设计和

体验设计等设计方向，形成载体、对象体系统。针对竞赛类型的分析，获得具体设计的范畴、概念层次、

功能、结构等特点，形成针对不同行业和产品的载体系统，培养行业特色和适应能力的人才。

３．４　工业设计学科竞赛教学作品评价系统
工业设计是实践与知识结合的专业，学生作业一般以考查的方式进行评定，教师从课程的重点内容

出发，凭借感官和工作量来给出分数。此类评价方式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评价具有主观性，甚

至与教师个人的研究方向、喜好及对设计的认知有关，造成评价出自一家之言，不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

是评价对比的样本限制，每一门课程根据班级整体学习情况和掌握情况来进行评价，同时需要将作品相

互之间进行对比，从而给予级别评判，此类情况由于作业样本数量和范围的限制，只能对于班级内部学

生相互之间的学习情况进行比较，难以在同类型层次更大范围进行对比，无法获得外界情况。采用竞赛

平台的实践教学增加了作品评价的客观性，结合工业设计教育专家、应用领域专家、企业管理专家等多

维度评价形成作品的评价体系。同时，对作品的评价采用相对比较的形式给出成绩，基于竞赛当中众多

作品的对比，可以对比的作品样本远大于课程教学，所以评价结果更具有公信力。

４　结语
工业设计学科竞赛为实践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是展现学校、学生专业技能和精神的窗口。本文

从学科竞赛层次、类别的知识系统的研究中，界定竞赛对实践教学的不同功能与作用，分析实践教学与

学科竞赛的对接方法，实践教学过程中以实体设计、虚体设计形成载体系统，融合学生兴趣、爱好，提高

学习的积极性和实践能力，形成大范围样本的实践评价系统，指导工业设计实践教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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