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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黑河学院设计系为例阐述黑龙江区域背景下,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创如何转型,专业如何

进行资源共享合作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经验,以促进专业内涵建设。 

[关键词] 黑龙江；区域；设计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根据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教育部关

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

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和教育厅《黑龙

江省高等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的文件精神

以及贯彻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重

大举措——“龙江丝路带”建设精神,结合

黑龙江省和东北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设计

人才培养规划的实际,黑河学院设计系进

行了黑龙江区域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

究初步的实践及探索,取得相应改革成果。 

1 黑龙江区域设计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研究背景 

设计类专业积极推进黑龙江区域设

计教育合作,目前已与莫斯科国立苏里科

夫美术学院、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

学、阿穆尔国立大学等俄罗斯四十余所高

校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彰显了办学特

色。通过设计理念融合、特色专业培育、

师生相互交流、科学研究协作、中国文化

艺术传播和交流等方式将黑龙江区域设

计教育合作贯穿于办学全过程,开拓了师

生视野,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推进了特

色应用型人才培养；同时也为国家、黑龙

江省和省内外高校开展设计教育合作交

流架通了桥梁,被誉为黑龙江区域设计教

育合作交流的“桥头堡”和“枢纽站”。 

在美术与设计学院特色办学科学定位

指导下,设计学围绕“融合、实践、创新”

的专业发展理念,确定了“厚基础、宽口径、

多方向、强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积极融合设计艺术教育资源,在教育教学

改革、科学研究创新、师资队伍培养、实

践基地建设和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把地处北疆、远离文化艺

术中心的劣势转变为突出地方区域特点、

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办学优势,教育

教学质量得到了不断提高,实现了快速发

展和特色发展。在这样良好的地缘优势和

发展基础上,2004年,美术与设计学院设立

艺术设计教研室包含4个专业方向。2009

年,设计学专业被评为黑河学院重点专业。

2011年,艺术设计创新创业培养模式试验

区被评为省级试验区。设计学专业在发展

过程中认真探索学科教学改革,积极促进

优质教学资源整合与共享,加强学生动手

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了

设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对全国同类院校

设计教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 

设计学专业通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各研究方向进行了多层次的对俄交流和合

作,以深化教学改革为契机,把地处北疆、

远离文化艺术中心的劣势变为教育国际化

的地缘优势,充分利用黑龙江区域优质设

计教育资源,发展联合办学,取得了丰硕成

果。目前,该学科已经成为边疆地区设计人

才培养培训的重要基地,又是黑龙江区域

设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是

展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及发展成果和区

域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实践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发展之路。面向

社会需求,建构服务型教学体系,创新形成

了以工作室制为核心的工学结合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成效突出。 

目前,设计学专业教师主持及参与的

课题256项,其中省级124项,发表核心期刊

论文56篇,出版教材及专著58部,各级各类

获奖140余项。2020年全日制本科生1484

人,生源遍布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山

东、河南、河北等九个省份。累计为社会

累计培养一千多名优秀的人才,毕业生遍

布国内各个省市,就业率持续五年保持在

90%以上,企事业单位满意率达98%以上,实

现了招生就业“两旺”。本学科在基本建设

上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教学用建筑面积从

“十一五”初5千平米增加到现在的近2万

平米,基本解决了制约本学科发展的“瓶

颈”问题,馆藏纸质图书由35000余册增至

10余万册。电脑设计工作室、多媒体教室

的设备实现了更新,新建设校内外实践实

训中心10个。在社会服务方面以学科建设

为平台,将产、学、研进行一体化,提高专

业学科对社会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面向社会、企业行业开展人才的培

养与培训；专业学科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

用、创业孵化；开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

校际之间的对口支援,促进优质资源共

享。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空间,深化

合作内涵,使之成为黑龙江省美术界黑龙

江区域设计交流的重要平台,提高了本学

科在省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2 黑龙江区域设计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研究路径分析 

(1)设计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逐步实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及文化传承职能的基础,从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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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区域高校设计专业长远发展。(2)

优化设计学科专业结构,推进设计学科专

业建设,培养德艺双馨、专业基础扎实、

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适应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3)力争在“龙江丝路带”建设中,使

设计创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化产业；进

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边境大

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热

潮。(4)培育黑龙江区域设计跨境交流平

台,壮大设计主体规模和影响力,创建设

计产业平台,打造黑龙江区域设计合作及

服务边疆的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品牌。 

3 黑龙江区域设计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研究实施策略 

3.1坚持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围绕

“双创”进行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设计学专业在建设期间,将保持

已取得的进步,同时要与时俱进,积极调整,

适应地区经济发展需求,以育人为根本,实

践教学和产业园区建设为中心,应用型人

才培养为工作目标,继续结合在国内高校

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调研成果及已有的研

究基础,结合美术与设计学院设计类专业

的现状,着力突破设计类专业具有“双创”

精神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课程结

构的改革和调整,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2坚持实践教学为主线,加强产学

研合作教育的研究实践,丰硕科研成果。通

过工作室制及产业园建设项目的建立和实

施,逐步增加实践教学比重,逐渐推进教

学、设计实践、产业项目应用的协同与集

成化,结合黑龙江区域设计特色办学和区

域经济文化建设及社会发展设计类专业力

争在创新、创业平台中起到搭建和支撑作

用,突出特殊地位,并计划在2025年,由“产

学研”推向“产学研用”的发展。 

与此同时借助项目研究,积极围绕黑

龙江区域设计风格比较进行具有实用性、

创新性和科学性的教学改革。通过鼓励教

师积极申报课题、出版著作、发表论文、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设计专利等方式提高

设计类教师科研能力及科研成果的产出。

设计类专业将继续争取符合地域特色、适

合开展深入研究的省、国家级科研项目。

改革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结合科研、教

学、学生毕业设计等增加新的实验项目,

把基础性、专业性的内容贯穿于综合性、

应用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项目之中,

从而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

力,并以此解决增加综合性、应用性、设

计性和创新性实验项目带来的课时矛盾。 

3.3做好黑龙江区域设计特色课程体

系建设,促进内涵建设。做好黑龙江区域设

计特色课程体系的建设,积极推进和实现

俄罗斯蜡染、纸构成、建筑设计与制图、

陶艺、纤维艺术、民间美术、传统图案临

摹等特色课程的引进、互派和交流,通过省

内设计互派教师、互派学生、以及引进行

业、企业设计导师、引进实体项目课程、

案例等实际活动来实现课程体系的建设,

另外为实现新媒体和传统印刷的有机结合,

发展角色设计课程,衍生出现代产品设计

与陶艺、纤维、漆器等结合出成品销售。

环境设计方向在原有课程基础上,继续加

大实践环节,深入产业中学习,如参与实际

工程施工,加强与产业园、奥兰德等实践课

程的建设。发展漆艺、陶艺、纤维课程,

实现课程成果的转化。 

3.4打造高水平的教师团队和管理队

伍。队伍建设包括师资队伍与管理队伍的

建设规划,师资上,设计类专业青年教师

人数居多,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教学活

力,要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的能动性,鼓励

中青年教师参加各类学习培训,利用每年

寒假、暑假派出至少两名教师出去学习培

训。鼓励教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大力

培养在职教师和柔性引进名师授课、讲座

等形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师资培训是

“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优良的师

资队伍为开展课程体系建设、推进教学改

革起到保障和动力作用,到2023年至少有

3名博士,有一年及以上国内外知名高校

或著名研究机构学习人员比例达到40%。按

照专业发展需要,科学安排人员,合理规划

岗位,提升管理队伍的整体水平,加强保障

服务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准和保障能力。 

根据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需要,培

养一支领军人才和带头人,增加“双师型”

教师的比例,培养双语型教师,特别是具

备一定俄语水平的设计教师的培养培训,

提高教学水平,共享优质资源,编写教材。

以杰出人才引进与队伍国际化策略,持续

聘请行业导师授课、国内名师柔性引进,

坚持做到事业、发展、待遇、环境、文化、

感情等要素并举的优秀人才培养、引进、

使用方针,实现院级教学名师零的突破。 

3.5利用好平台和基地建设,强化特

色与优势,加强对俄交流。依托对黑龙江

区域高校的校际合作,拓展设计学专业的

合作对象,努力提升合作层次、开展实质

性合作,现有的切林姆霍瓦写生基地偏重

于绘画写生,因此设计学专业要借此发展,

建立以设计交流为主的基地建设和采风

点,并建立合作平台,可与俄高校开展学

生互派或针对某一题目开设工作坊,黑龙

江区域设计学生组队共同完成,每期学习

结束后采用成果汇报展的形式宣传。 

我校在黑龙江区域交流中有着独特

的地缘优势,因此在人才培养中要体现出

这个优势,引进教学理念、课程体系和优

质教材,在交流中不仅要吸收区域教育特

色,也要彰显我们历史文化的特色,黑龙

江区域的建筑、配色、包装设计、书籍设

计、图案等都是设计的素材和灵感,中西

交融,构建黑龙江区域设计特色实践课程,

从设计的角度传承与发展我国传统文化,

既有民族特色又不失现代感。 

4 结语 

黑龙江区域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研究成果得益于学院黑龙江区域设计合

作特色办学搭建的良好平台。我们将继续

依托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全力挖掘自身

优势,为设计人才培养和黑龙江区域设计

文化艺术交流做出更大的努力,为高教强

省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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