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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的

模式与实践研究 !

杨元!吴志军!黄莹!周曦
"湖南科技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湘潭 3!!#$!$

摘5要!针对设计教学范式从应用艺术和应用科学向+融合创新,转型的趋势!结合关于设计的研究"为了设计的研

究和通过设计的研究等三种设计研究范式!构建产品设计研究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的整体化模式!+设计产业转型4课

程体系建设4课程建设4课题建设,的转化路径#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设计研究向教学体系整体化转化的具体方法!并以

+整体厨房设计,课程为例!阐释了+设计研究4教学资源4学生设计实践,三级转化的产业特色设计课程建设方法!为设

计研究向教学资源的转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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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国际设计组织+"k'=I& C9A(<0 =̀<:0Y

(_:?('0#简称kC̀ $发布了最新的设计定义!*设计

是一种战略性的问题解决过程#该过程通过创新的

产品(系统(服务和体验驱动创新(建构商业成功和

引导更好的生活品质%+设计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

的专业#将创新(技术(商业(研究及消费者紧密结

合#重构问题(发现机会(共同创造#提供新的竞争

和价值优势#服务于社会(经济(环境及伦理的发

展% 设计和设计教育本身就需要研究的支持#正如

日本设计大师黑川雅之所言#设计的学习(研究和

创作实践的关系可以想象为*呼吸+#如果说学习

和研究是呼气#那么创作实践就是吸气#要想顺畅

地呼吸#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二者缺一不可% 只有

具备创作实践的冲动或学术研究的兴趣#才能形成

设计学习的动力% 而将设计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

资源#在教学的过程中实现研究(设计和课程学习

的深度融合#从知识的传授或单纯技能的训练转向

探索过程中跨学科的融合创新#正是产业形态(工

程技术(商业模式等综合变革的新科技革命背景下

产品设计教学的新范式%

!5设计研究的范式

设计研究既涉及设计活动本身#又涉及设计

活动的结果% 结合奈杰尔)克罗斯"T(<9IR='AA$

等西方设计学者的理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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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的研究范

式主要有三种基本范式! 关于设计的研究

"@9A9:=/; 7J'W?-̀0 C9A(<0$(为了设计的研究

"@9A9:=/; d'=C9A(<0 $ 和 通 过 设 计 的 研 究

"@9A9:=/; 8;='W<; C9A(<0$

&*'

%

一是*关于设计的研究+% 主要探索设计师

在设计活动过程中的思维特征#即从哲学(认知科

学等角度研究设计师是如何学习(认知(理解(组

织和发展设计概念的#其目的是理解设计思维活

动的本质特征% 同时#为了提高设计结果的用户

满意度#也需要结合跨学科知识#研究消费者"用

户$对设计的认知模式% *关于设计的研究+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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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维(设计认知与方法(设计过程(设计教育(

消费者认知心理等领域%

二是*为了设计的研究+% 主要探索设计实

践项目是如何组织(管理和更高效地实现#其目的

是为获得客户和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最大化地为

提升设计的产业价值和用户价值提供支持% *为

了设计的研究+涉及产品销售市场研究(产品用

户研究(产品"功能/结构$研究% 市场研究的主

要目的是正确识别目标市场的需要和欲望#从结

构层支持现有产品的改进型设计.用户研究的主

要目的是发现用户习惯和真实需求#帮助设计师

优化产品体验#从行为层支持产品的重新定义和

架构设计% 产品研究聚焦于技术分析和技术原理

的创新#通过引进新技术(拆分和跨界重组原有技

术#从原理层支持产品的革新性设计%

三是*通过设计的研究+% 主要以设计为载

体#研究设计品映射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

式(审美倾向等现象#其目的是研究与典型设计相

互关联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 *通过设计的研

究+的典型领域有设计历史"特别是专门领域(时

间或地域的设计历史及演变$(地域性特色设计(

传统民族民间工艺设计等%

当前#设计研究正在向着规范化(科学化和成

果共享的纵深方向发展% 英国布莱顿大学彼得)

劳埃德在杂志,设计研究- "G#2.3* $%&'.#2$ #$!2

年第 !期发表了题为*设计研究 +$ 年!从设计方

法到聚焦于未来的思维+"@,/CG#2.3* 4#%"/'2%/

@&%&,#

4

@/-&2#' !".*=.*3! +$ T#),2/0G#2.3* 9#1

2#),-"$一文&3'

#在回顾设计研究 +$ 年的历程后#

认为当下设计研究的整体主题是聚焦未来的思维

"dW?W=9

4

>'/WA9& 8;(01(0<$#这种思维主要通过以

下 *个问题来支撑!"!$设计研究如何帮助架构

和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6 "#$设计研究如何

成为一种创造性和主动的力量来重新思考关于设

计的概念与内涵6 "*$设计研究如何能为我们塑

造更有责任感(更有意义(更加开放的生活6

#5设计教育的范式

现代设计职业化的教育起源于 !%!% 年创立

于德国的包豪斯学院% 包豪斯的设计教育口号是

*艺 术 和 技 术! 一 个 新 的 统 一 + " 7=?:0&

89/;0'I'<V!7T9SO0(?V)$#并提出了*技术(艺术(

科学+三位一体的课程原型"如图 ! 所示$% 包豪

斯*艺术4科学4技术+三位一体的理想原型在设

计教育发展至今的过程中并未成功实现#二元认

识论结构是设计教育采取的基本范式#主要有应

用艺术和应用科学&+'

%

图 !5包豪斯提出的课程原型

应用艺术遵循的是技术范式#重视作坊式的

手工艺实践#强调设计师的审美直觉(技艺和动手

操作#以学徒制为主#满足农业时代"工匠式$和

工业时代初期需要% 在这种教育范式下#设计被

认为是艺术或审美理论应用于手工业或工业实

践% 应用科学遵循的科学主义范式#重视设计中

科学方法与手段的训练#强调科学知识(理性分析

和科学决策#满足产品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工业

化时代需要% 在这种教育范式下#设计过程往往

建立在科学分析和科学方法实践的基础上#审美

与视觉感知的信息论(设计系统论(操作行为主

义(设计符号学(感性工程学等设计的*科学理

论+成为设计教育的重要内容%

当前#新科技革命带来了工程技术(产业形

态(商业与服务模式(竞争范式的深刻变革#产品

设计师开始从设计师的个人创意和产品外观造

型#向高端综合性设计服务转化% 如何帮助学生

发展自己的综合能力#创造未来的世界和社会#成

为设计人才培养的使命% 传统设计教育假定设计

师必须提前具备宽广的科学知识(基本技能(审美

能力#然后通过*应用+知识(技能和审美去创造

作品% 在新知识爆炸性增长和学习资源海量化的

互联网时代#知识和技能获取的渠道更加多元化#

综合性设计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不再是单

纯追求知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而是更加强调人

才培养的实践性(创新性(综合性和社会性#更加

突出融合和迁移跨学科知识#构建运用整体化知

识解决负载产业设计问题的能力#设计教育急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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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设计的研究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

的模式

设计教育从*应用艺术+和*应用科学+向*融

合创新+的范式转换#传统设计教育中以知识的

逻辑演进或技能的训练为核心的教育模式需要进

行改革% 其中#关键的环节就是需要将学科理论

研究和产业服务研究融入教学#将研究成果转化

为教学资源#全面实施以*设计任务+为依托的专

业教学%

结合设计研究的范式#产品设计研究的成果

向教学资源的转化是整体化的模式#包括课程体

系"知识系统$的构建(设计基础理论与地域设计

史论知识的扩展(产业领域特色设计课程的建设(

传统设计课程的改造升级(课程与毕业设计课题

的拟定(创新设计项目与设计竞赛课题的选择等#

既涉及教学内容的创新#也涉及教学方法的改革%

整体化的转化模式如图 #所示%

图 #5设计研究向产品设计专业教学资源整体化转化的模式

*)!5设计产业理论研究向人才培养方案的转化

产品设计是面向制造业的服务型行业#在传

统制造业向着智能化(服务化(个性化(柔性化和

分散协同化转型发展的背景下#设计产业(设计服

务模式和设计业务模式都在发生变革% 研究设计

产业的转型升级(产品设计创新嵌入制造业产业

价值链的模式等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设计创新

链和产品设计知识链#进一步整合成主干课程体

系#形成人才培养方案#这是从培养方案的源头开

展设计研究向教学资源的整体化转化#也是明确

面向产业深度需求的综合性设计人才定位%

*)#5设计思维方法研究向主干课教学资源的转化

从 #$世纪 "$年代设计方法"C9A(<0 F9?;'&A$

的兴起#到 #$ 世纪 %$ 年代末开始向设计思维

"C9A(<0 8;(01(0<$的转向#设计学科的基本逻辑

和核心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聚焦未来的思维是

当前人工智能领域设计规范研究和产业领域设计

应用研究的关键主题% 将设计规范研究所提出的

模型与理论"如设计过程模型(用户研究模型(人

机交互模型等$#设计应用研究提出的技术和方

法"如用户调查(市场调查(设计需求发现(创新

机会获取等$融入主干课程"如设计心理学(设计

概论(产品系统设计(产品开发设计等$的教学#

把学术前沿最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主干课程的教

学中#重新思考关于设计的概念与本质内涵#确保

设计理念(设计思维与设计方法的先进性%

*)*5基于领域共性设计技术与设计基础研究开

设特色产业领域设计课程

产品设计涉及的行业和领域十分宽泛% 设计

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真实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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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生活之中% 真实的问题相对于理想化的虚拟

问题#面临的条件"如具体的成本(人员(资源(供

应链(时间要求等$和需求更加复杂% 只有面向

行业开设设计课程#就真实需求开展深度研究和

设计#才能培养学生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综合能

力% 在传统教学中培养的优秀学生#可能具备良

好的创新思维与技法#设计竞赛成绩很突出#但主

要是解决虚拟的理想化问题.当面临着诸多*限

制条件+的产业真实设计需求时#往往茫然不知

所措#完全听从甲方的#不知如何创新% 先进设计

思维理念和方法与真实需求之间的隔阂造成了设

计师与企业主之间的矛盾!年轻的设计师经常认

为企业决策者都是土炮#不懂设计(小气(保守 .

企业决策者认为设计师都是花架子#不懂产品#不

懂市场#不懂营销% 而就行业共性设计技术与设

计基础开展研究#并研究成果融入课程教学#有助

于学生运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方法解决行业面临

的复杂问题#从而解决设计课程教学中一直存在

的矛盾!创意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

*)35地域设计研究向设计史论和传统地域设计

课程的转化

地域设计研究既是产品设计专业教学中传承

和学习传统优秀民族民间工艺(传播传统地域文

化的需要#也是增强和塑造未来设计师文化自信

的需要% 地域设计是设计史论和文化研究的重要

内容#通过地域设计的研究#分析和总结地域设计

的特点#传播地域文化% 结合地域资源#将地域设

计研究的成果融入课程教学中#一方面#可以扩充

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将设计理论与当地文

化及需求相结合#课程内容更加生动.另一方面#

所有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

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改造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类

的课程形式#改造升级传统课程#将文化创意产业

与设计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引入课堂#将传统民族

民间工艺作为创新设计的资源#不断与地方产业

合作#开展面向时代的创新设计% 通过两个方面

的转化#既有助于传播地域传统文化#又有助于通

过设计创新振兴地域文化产业%

*)+5设计项目服务及研究向科研创新与设计实

践课程的转化

把产业服务研究成果转化成教学资源#将企

业的设计服务项目和企业需求引入课堂与课外科

技创新和设计竞赛课题#以真实设计任务为依托#

以设计作品为导向#开展设计实践教学% 主要形

式有!"!$指导学生申报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

研创新项目."#$指导学生申报和完成设计创业

项目#组建创新创业设计工作室#自主开展设计项

目服务."*$以设计竞赛的方式组织学生完成企

业需求#设计成果交付企业#同时联合企业参与行

业性竞赛"产品奖$% 如 #$!2 年将湘潭厚德路灯

制造有限公司的项目需求引入课堂教学和开展设

计竞赛#学生完成的作品孵化后##$!, 年联合企

业参加 #*届广州国际照明博览会#获*阿拉丁神

灯奖)曙光奖+! 项(*阿拉丁神灯奖)优秀设计

奖+!项%

35科研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的实践

3)!5教学体系的整体化转化

我校产品设计专业运用设计研究成果向教

学资源整体化转化的模式#全面启动了专业教

学的改革#转化和改革的落脚点涉及培养方案

"主干课体系(特色设计领域$(特色课程建设(

毕业设计选题(科研创新项目(课外设计竞赛(

设计创业项目及设计工作室建设等多个方面%

部分设计研究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的过程如表

! 所示%

3)#5转化案例

在开发建设特色课程方面#针对厨房产业发

展和人才需求趋势#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资

源向教学的转化#在全国率先构建的一门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应用性特色专业课程*整体厨房设

计+

&,'

% 课程在理论知识层面#结合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交互因子导向下基于贝叶斯网络的

产品创意设计过程建模+等研究成果"如图 * 所

示出版的基础理论专著和设计应用专著$#融入

了学科最新的用户交互体验研究(系统整合创新(

生活美学(人机工程学(生活方式系统构建与研究

等知识点%

在课程教学应用层面#结合广东工业设计城

博士后科研项目*中国未来家庭厨房整合设计研

究+等与企业合作的项目#将中国家庭厨房环境(

用户与市场需求(企业生产中的设计图纸(生产工

艺说明(生产操作要求(产品质量标准(设计标准

与规范(设计手册(典型的优秀设计案例(项目研

究报告等编制成教学资源#融入课程教学和课程

设计的指导环节"如图 3所示$%

3%



第 "期 杨元#等!设计研究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的模式与实践研究

表 !5产品设计专业设计研究成果向教学资源的转化

研究范式 科研项目 教学资源

为了设计的研究

@9A9:=/; d'=C9A(<0

*互联网m

+背景下的工业设计转型

研究

制造业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的工业设计

产业转型研究

"!$面向全产业链的设计创新链和设计知识链#构建主干

课程体系

"#$开发三大特色设计领域!智能装备产品设计(生活创

新产品设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开设了*设计管理+课程

为了设计的研究

@9A9:=/; d'=C9A(<0

中国城市主流家庭厨房产业整合设计

研究等 +项
"3$开发建设特色课程*整体厨房设计+

通过设计的研究

@9A9:=/; 8;='W<; C9A(<0

马王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策略及开发

研究等 %项

"+$改造升级传统课程*民族民间工艺+#开发建设*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印染工艺与设计+等课程

关于设计的研究

@9A9:=/; 7J'W?-̀0 C9A(<0

为了设计的研究

@9A9:=/; d'=C9A(<0

交互因子导向下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产

品创意设计过程建模等 +项

""$扩展了*设计概论+ *设计心理学+ *产品系统设计+

*产品开发设计+等课程的内容

"2$改造升级传统课程*机电产品造型设计+#开发建设

*智能装备产品设计+等课程

为了设计的研究

@9A9:=/; d'=C9A(<0

企业服务项目 3$余项 毕业设计选题(科研创新项目(课外设计竞赛(设计创业项

图 *5设计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成果***专著

图 35科研成果转化的教学资源***研究报告与行业标准

在课外创作和设计应用层面#通过不断扩展

和充分共享厨房产业链间跨行业"厨房电器(厨

房家具(厨房配套产品(厨房设备等$跨企业资

源#开展毕业设计(科研创新项目和设计竞赛项

目% 如 #$!2年#应用研究成果指导学生参与顺德

区青田村精准扶贫公益项目*缮居) 青庐改造项

目+"如图 + 所示$#为乡村老年人家庭设计修缮

的厨房已投入使用#项目成果在 #$!2年的广东工

业设计周和中国北蟯工业设计论坛进行了发布#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课程整体教学效果明

显#学生在厨房设计领域完成科研创新项目 % 项(

毕业设计项目 3$余项#设计作品获德国红点等国

际国内奖项 #$余项%

图 +5设计实践活动*学生参加+精准扶贫,公益项目

+5结语

沿着*设计产业转型4课程体系建设4课程建

设4课题建设+的路径#将设计研究和社会设计服

务项目的研究成果向教学资源整体化转化#是在

新科技革命兴起(知识爆炸(产业转型升级(*互

联网m新学习革命+等新时代背景下#产品设计教

育从应用艺术范式和应用科学范式向*融合创

新+范式转向的重要方式% 通过产学研的深度融

合和设计研究成果向教学资源的转化#有助于培

养学生知识迁移(整合(应用和创造的探索能力#

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性创新设计能力和专业

兴趣#还有助于专业内涵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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