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１４

工业设计概论课程内容的整合 ①

那成爱，吴志军，邢江浩
（湖南科技大学 中小型机电产品湖南省工业设计中心，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教学面临着“知识泛、结构散、内容旧、缺乏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培养”等现实问题。借
助国际化的设计资料，梳理知识的层次和逻辑，采用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整合和建构了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六大

知识模块。这种整合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在国际化的设计思维和理论知识的应用等能力培养方面效果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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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工业设计在现代
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价值日益突出，设计理论的作用也逐

渐凸显。然而，在现有工业设计专业的教学体系中，设计

理论方面开设的课程比较少，核心课程只有工业设计概

论和工业设计史两门。在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中，

面临着“知识泛、结构散、内容旧、缺乏思维能力和应用能

力培养”等现实问题。基于此，在我校工业设计专业提出

的“国际化视野，本土化实践，培养务实型工业设计人才”

的整体专业建设思路下，对工业设计概论课程内容进行

了整合与建构，以提高国际化背景下工业设计专业人才

培养过程总的教学质量。

１　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
工业设计概论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核心理论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的《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２０１２版）中，也将该门课程
作为核心示例课程，推荐学时３２学时［１］。在理论课程相

对缺乏的工业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中，工业设计概论既起

着引导学生了解和认知工业设计基本概念、原则、现状与

学科内涵的作用，又起着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维观念、

设计伦理价值观、职业理想与专业兴趣的作用。因此，工

业设计概论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对

学生的整个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起着启蒙作用。

在设计和市场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工业设计概论课

程的目标主要是在跨文化背景下促进学生全面认识工业

设计及其学科内涵和产业特征，从多学科及产业链中不

同利益方的角度理解工业设计的行为、原则和价值，能初

步应用基本设计理论和原则评价设计作品、现象和参与

设计实践［２］。除了专业知识与能力的要求以外，还要通

过理论教学，间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人文艺术修

养、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与自学能力。

２　教学内容的整合与模块建构
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内容非常宽泛，为了重点突出，

层次清晰，便于在有限的理论教学课时中整体把握相对

宽泛的基本理论，提高讲授效率和教学效果，需要对教学

内容进行整合。

２．１　核心内容的整合
工业设计具有综合性学科的特点，人与物的关系是

工业设计关注的焦点，虽然决策和人（如设计师、用户／消
费者等）是设计中的重要因素，但人工物（产品）的物质属

性（材料、结构、功能等）同样是设计研究的重要内容，设

计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是综合性的。工业设计研究主要

探索设计师如何在可用性、制造、市场和文化等约束条件

下创造产品，设计知识既涉及到设计活动本身（ｄｅｓｉｇ
ｎｉｎｇ），又涉及到设计活动的结果（ｄｅｓｉｇｎｓ），还涉及到设计
活动的完成者—设计师（ｄｅｓｉｇｎｅｒ）。结合奈杰尔·克罗
斯（ＮｉｇｅｌＣｒｏｓｓ）的理论，工业设计的知识主要包括３个方
面：人（设计师、用户／消费者等）、行为和产品［３］。这些方

面既包括创造的过程和创造者，也包括人为事物（产品）

及其目的（用户／消费者），其中用户／消费者是理解设计
品、设计行为和设计师的逻辑源头（相互之间的关系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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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所示）。工业设计概论这门课程主要论述的内容也与这
几个方面密切相关，这也是笔者建构和整合“工业设计概

论”课程教学内容的核心，即如何理解设计品？如何理解

设计行为？如何研究用户及其需求？如何认知和培养设

计师？

图１　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核心内容及其关系
２．２　课程内容的模块化建构

以核心内容为中心，考虑到实施模块化和专题性教

学的组织和实施，笔者在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核心内容的

基础上，加入了设计与工业设计的基本概念，以及当代设

计理念与趋势等内容，建构成六大知识模块，即设计与工

业设计、设计对象、设计行为、用户研究与设计原则、设计

理念与趋势、设计学科与设计师。各模块包含的知识内

容及其相互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工业设计概论课程内容的六大模块及其关系
设计与工业设计模块的核心在于理解设计的内涵、

工业设计形成的背景、不同时期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

会和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对工业设计的定义，分析不同

时期工业设计内涵的变化和工业设计的本质。辨析工业

设计、手工艺设计及工程设计之间的区别。“设计对象”

模块主要是从物质、意图、空间和时间维度来综合理解设

计品的本质属性，同时又从文化、艺术、技术和商业的角

度理解设计品的复合特征，探讨设计品与生活方式和社

会互动关系。“设计行为”模块主要探讨工业设计的基本

程序、典型的设计思维过程、创新方法和设计的逻辑，深

入剖析和理解作为动词的“设计”的社会特征和复杂性。

“用户研究与设计原则”模块主要介绍用户研究的基本方

法和用户—产品交互的基本模型，分析以用户为中心和

支持技术、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多利益协调的设计原

则，理解国际权威的设计评价体系。“设计学科与设计

师”模块主要分析工业设计学科的性质、设计研究的内容

和方法、设计能力的培养、设计学科和设计产业的发展趋

势。“设计学科与设计师”模块主要介绍当代国际工业设

计的主要理念和发展趋势，如无障碍设计、通用设计、健

康工业设计、情感化设计、体验设计、交互设计、服务设

计、可持续设计等，描述未来设计的走向和宏伟蓝图［４］。

３　模块内容整合的原则和方法
３．１　梳理知识的层次和逻辑

在每一个模块内，根据设计的逻辑梳理知识的层次，

建立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知识层。对容易混淆的知识

点，进行集中编排和对比分析，方便课程教学的展开和学

生的理解，也有助于学生从整体层面把握知识，方便复习

和总结。

在进行“工业设计内涵”的分析中，为了加强对工业

设计本质———“创造人与产品之间更合理的交互关系，并

利用产品作为媒介创造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

理解，在内容的编排上，紧跟着的是分析工业设计与手工

艺设计、工程设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种对比分析，有

助于学生更清晰地领悟工业设计的本质内涵。

在进行“设计对象本质属性”的分析中，将人为事物

的属性分成物理属性（结构、材料、形态、功能等）、意图属

性（有用的、好用的、想用的等）、过程属性（时间维演化的

历史和生命周期）、系统属性（空间维的产品背景和网

络），有助于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从动态的、系统的和

多维的角度来全面对比和理解设计品。在进行“设计对

象复合属性”的分析中，将产品属性分成文化性、艺术性、

技术性和商品性，有助于教学过程培养学生从多角度整

合理解和认知设计品的能力。

对比思维和整合思维是工业设计的重要思维特征，

前者容易激发“差异性”和“新颖性”的产生，这是设计创

新的灵魂。后者培养学生的协调和处理利益对立问题的

能力，这是设计得以实现多利益协调并最终推向市场的

关键。“工业设计概论”虽然是一门以理论为主的课程，

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应该与设计实践课程一脉相

承，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和融合。

３．２　整合国际化、权威性和务实型的专业资料
在建构设计内容的过程中，参考资料的前沿性、权威

性和专业性至关重要。国际国内设计都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都在不断更新。密切关注学术

前沿，整合国际性最新设计资料，对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

野、专业眼光和专业学习习惯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教

学内容建构中，涉及到的主要概念、技术方法和设计案

例、主要选择《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设计研究）、《ＤｅｓｉｇｎＩｓ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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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ｅｓ》（设计论丛）等国际权威期刊杂志和国际工业设计
协会联合会（ＩＣＳＩＤ）

①

①、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ＩＤＳＡ）
②

②、红

点、ＩＦ等权威国际设计机构的官方网站，部分内容还参考
了Ｉｄｅｏ、Ｆｒｏｇｄｅｓｉｇｎ、浪尖设计有限公司等国内外著名设计
公司的最新资料。在内容的选取方面，融入了交互设计、

服务设计、文化创业产业等当前热点内容，对培养学生的

专业性思维和国际化视野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学生

了解最新的国际工业设计动态、主导的方向和设计现状。

在工业设计的概念部分，所有定义都选自国际工业

设计协会联合会和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的定义，并比较

分析了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在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
１９６９年、２００６年等不同时期对设计定义的修订，探索这一
时期设计理念的变化。在介绍和分析设计的原则与设计

评价标准时，选取了德国工业设计大师迪特·拉姆斯（Ｄｉ
ｅｔｅｒＲａｍｓ）提出的“ＧｏｏｄＤｅｓｉｇｎ”的十大标准，对比解读了
国际五大权威设计大赛（美国优秀工业设计奖－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ｄｓ、德国 ＩＦ设计奖 －ＩＦＤｅｓｉｇｎＡ
ｗａｒｄ、德国红点设计奖－Ｒｅｄｄｏ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ｗａｒｄ、日本优良设
计大奖－ＧｏｏｄＤｅｓｉｇｎＡｗａｒｄ、韩国优秀设计奖 －ＧｏｏｄＤｅ
ｓｉｇ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等）的设计评价标准和部分获奖作品，也介
绍了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ＲｅｄＳｔａｒＤｅｓｉｇｎＡｗａｒｄ）的评价
标准。这些国际化权威性的专业资料，有助于提升学生

国际化的设计视野和设计价值观，在跨文化环境下了解

国际设计的发展趋势和伦理观。在设计和市场日益全球

化的今天，设计观念与国际接轨，有助于促进跨文化的交

流，对激励学生参与各大权威设计竞赛活动、提升设计人

才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教学内容中，融入著名企业的第一手设计资料和

案例，对培养学生务实性设计能力的提高也至关重要。

在介绍工业设计流程的过程中，笔者以国内某著名设计

公司进行新产品开发的流程为案例，深入分析了设计过

程所包含的企业分析（市场调研、产品定位与企划概念）、

初步概念设计（草图、效果图）、深入详细设计（三维效果、

结构－外形设计、人机分析）、整合设计（界面与 ＣＭＦ设
计）、市场推广设计（标示、包装、宣传、展示）等具体步骤，

并探讨了这些过程中，在不同阶段设计师如何与厂商、工

程师、市场销售人员等进行充分合作。介绍完设计流程

之后，以与企业合作的产品设计项目文档和设计报告为

案例，阐述设计的策划、过程管理和评估的基本流程。这

些企业设计实践中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学生更形象、更

务实地理解设计行为及其过程的特征。

教学资料的国际化、专业性和务实性，对培养学生到

专业杂志、网站、展会和市场上查找资料、应用资料自学、

进行跨文化背景下的交流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专业学

习过程中不能只通过“百度”搜索一些缺乏专业性的娱乐

性流行资料，专业的角度和眼光决定了学生的职业习惯

和思维高度，对学生专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国内设

计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与应用的资料缺乏专业性、学术

性，脱离生产和市场实际密切相关。

３．３　理论与案例结合
设计是一种基于情境的反思性实践活动（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设计理论往往通过设计案例来显示、
建构和检验，设计问题和设计知识往往建立在对设计案

例理解的基础上，并通过设计案例来勾勒［５］。因此，通过

对设计案例的反思和分析来认知和解读设计理论，对设

计理论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将日常生活中熟悉的

设计案例生动地融入到理论教学中，有利于启发学生理

解知识和运用知识，也有利于学生在生活中进行体验学

习，激起学生对生活设计的兴趣和思考。结合设计理论，

对典型设计案例进行多层次的引导式分析、启发和总结，

在讲述知识的同时进行概念、原理间的对比分析，有助于

学生深入理解设计理论，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设计分析方

法和设计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理论联系

实际的能力，以及从生活和设计现象中学习、领悟设计理

论知识的能力。

四　结　论
工业设计概论理应着重于阐述工业设计的基本概

念、设计逻辑和基本原则，分析设计对象、设计行为和设

计伦理与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教学实践显示，借助国

际化的设计资料，梳理知识的层次和逻辑，整合和建构工

业设计概论课程的知识体系，对培养学生国际化的设计

视野、设计认知和跨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合作与竞争能力

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也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

兴趣，并在设计思维层面和知识应用层面提高设计理论

课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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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Ｌｏｎｄ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６．

［４］吴志军，那成爱，刘宗明．工业设计概论［Ｍ］．北京：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美）布坎南，（美）马格林．发现设计：设计研究探讨
［Ｍ］．周丹丹，刘存，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０．

（责任校对　晏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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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①　国际工业设计协会（ＩＣＳＩＤ）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ｓｉｄ．ｏｒｇ．
②　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ＩＤＳＡ）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ｓａ．ｏｒ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