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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类专业“三促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①

蒋剑平
（邵阳学院艺术 设计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地方性本科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瓶颈，造成了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就业等一
系列不良的循环。“三促教学模式”的教学体系，以学生“就业、创业竞争力”为核心，通过“以展促教”“以赛促教”“以项

目促教”的教学模式来化解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与发展的矛盾及瓶颈，真正培养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意识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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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本科院校的艺术设计类专业是具有特殊性的学科专业。一是艺术设计类专业与社会贴得很

紧密，经济越发达，对本专业的教学促进越快，但大部分地方性院校艺术类本科专业所处的地方经济欠

发达，人才培养综合环境稍差，学生的学习条件和氛围一般，实习机会等都欠缺；二是地方性本科院校一

般不会把艺术类设计专业作为主打专业来发展，因此教学投入都基本不会太充裕，办学条件欠缺；三是

地方性本科院校的生源质量不高，学生的专业与文化素养偏低，学习积极性严重不足；四是很难引进高

学历和高水平的教师，师资队伍整体实力不强。这些“特殊性”构成了地方性本科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

的发展瓶颈，形成了教学与就业等一系列不良的循环。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２０１４年３月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的核心是
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是技术技能型。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

良在第七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研讨会暨中国长三角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成立大会上

表示，地方高校必须彰显“地方性”这个特征，紧密结合地方需要，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人才需求，才能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拓宽高校办学空

间，实现地方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性本科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紧扣“应用型”“创新型”的改革目标，以“就业、创

业竞争力”为核心。那么，针对地方性本科院校的艺术设计类专业发展如何突破地域限制和不足来发

展？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

笔者作为地方性本科院校的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管理人员，正在积极实施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三

促教学”来构建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毕业生就业的竞争力。

１　何谓“三促教学模式”
“三促教学模式”就是“以展览促双基”“以比赛促创新”“以项目促能力”的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

模式，简称“三促教学模式”，是以应用能力为核心，把基本理论和技能的提高、创新意识的培养、实践能

力提升作为目标，采用展览、参赛、实际项目引进课堂等形式贯彻于教学始终的一种系统性、创新性的教

学改革模式。其中，“以展览促双基”就是以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与提升为主导展开教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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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学习后通过实践作品来提高基本技能，通过作品展览的方式来提高学生和老师的积极性和参

与性；“以比赛促创新”就是通过带领学生参与国内外各种大型的专业性设计比赛，以提高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意识，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失去了创新，艺术将只能称作“技术”，因此，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创

新始终是不灭的主题。同时通过其他参赛单位的作品，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

“以项目促能力”就是教师将课程教学与社会实践项目结合起来的教学模式，切实提高师生的社会实践

能力，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就业和创业的核心竞争力，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２　“三促教学”模式对艺术设计类专业的作用及意义
２．１　有利于充分调动师生的教学与学习的积极性

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学习者或者教育者，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习和掌握在艺术设计教育学的过程中

十分重要，同时在专业学习或施教的过程中，都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者和实验者，都喜欢在探索或者实践

的过程中彰显自我的美术技能和个性，乐于展示给观众，同时也极想得到观众的共鸣或认同，因此，艺术

设计类专业的作品展示在学习和教育过程中尤为重要和突出。“三促教学”模式的“以展览促双基”就

是紧紧抓住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心理，为专业学习者寻找到一条自我展示的途径，有利于调动师生的教

与学的积极性，活跃课程教学形式，加强学生对教学内容中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学习和掌握，同时加强

了专业领域内的相互沟通和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因此，我们要求专业任课教师在每门课程完结

前必须要有一个师生作品展览，展览对所有专业的学生开放。学生课程作业的评分由其他任课老师和

本课程任课教师一起给予评定，占该课程分数的７０％。“以展览促教学”的模式可以确保每周、月都有
展览，增强了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一级带一级的优良

传统。

２．２　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力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是智者最高层次的追求，创新教育是高等

教育的核心。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创新，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是时代对大学生提

出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生必备的素质。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艺术设计同样如此，没有创意、创新的设计就没有市场和生命力。“三促教

学”模式中的“以竞赛促创新”就是着眼于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培养的。鼓励并支持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大量参与由官方的或专业协会组织的各种设计创意大赛，比如：教育部组织

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中国室内装饰协会“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和全国学联、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性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业类竞赛———“挑

战杯”，湖南省教育厅主办的“大学生艺术展演”等一系列的竞赛活动。专业教师带领并指导在校学生

积极参与，把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参赛的基础和动力，提高学生参与竞赛的热情和

创新水平，真正达到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的目的。对于大学生来说，提高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具

有优越性和现实性。只有把创新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力，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２．３　有利于增强师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艺术设计学科的属性需要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活动是整合艺术设计教育资源，统和校内外教学方

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１］艺术设计类专业“三促教学模式”核心就是增强和提高专业教师

和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其中“以项目促能力”就是“三促教学”模式的落脚点，这里对专业任课教师提

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要求任课的专业教师能够“拿得到”实际设计项目，这就需要专业任课教师不单纯

是一个教师的身份，必须有人际关系资源，以及个人要有优秀的设计案例基础；二是要求专业任课教师

能够“拿得下”承接到的实际设计项目，就是考验专业任课教师本人的动手实践能力；三是要求专业任

课教师必须“教得会”。“以项目促能力”的落脚就是促进师生双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因此，在“拿得

到”和“拿得下”的基础上，还得必须“教得会”，这就要求专业课程教师将项目引入教学课堂，制定项目

方案的同时紧密融合教学计划，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让学生亲身参与真实案例设计的全过程，真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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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参与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２．４　有利于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
对于一个地方性本科院校而言，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是非常迫切的，方法是多方面的，途径是

多通道的。艺术设计类专业“三促教学”模式的“以赛促教”“以项目促教”是直接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

誉度的快捷途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通过“以赛促教”获得很好的等级奖来迅速提升在同类

院校的知名度，二是通过“以项目促教”做出很好的创意设计案例，使学校服务地方经济获得赞誉，提升

学校的社会效益。“以赛促教”一般是官方和专业协会组织的各类大赛，参与的院校大都是同类专业的

学生同台竞技，如果学校领导重视，老师精心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取得优异的成绩，极易获得同行院校

师生的关注和赞誉，有利于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以项目促教”是师生同台参与社会实际项

目，如果任课教师组织周密，方案优秀，项目完成圆满，极容易获得来自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同时也可以

促进本专业学生的就业。

“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教育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教育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以其自身

特点影响经济。”［２］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对教育改革和反思的各种观点不绝于耳，对艺术设计类专业

教育模式的探讨也是百鸟争鸣。对于地方性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类学生培养应以市场为导向，以学生

就业、创业为本，探索新的培养人才的教育方法和模式，切实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应是永恒的主题。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

新意识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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