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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改革模式探索》全面论述了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模式的本质特征、
主体作用、教改的规律和方法，特别是对于艺术设计教改模式的实践性教学方式的特殊性作了深入的
探索。
《新世纪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改革模式探索》认为本专业的教改模式具备了国际上同类专业的实践性教
学体系结构完整性的特点，涵盖了西方现代艺术设计及其教育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从工艺美术设计转向
工业设计，服务于工商业，再到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对国内其他高校艺术设计教改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依托市场，以项目为载体”
的教改模式的雏形。
《新世纪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改革模式探索》以这一教改模式为原型，引进当代系统科学理论，采用多
学科的方法，进行理论建模，定位该教改系统是面向市场的开放系统，具有多层级的结构。
该模式的特点是以高校为主导，实现企业与高校一体化，通过项目教学，实现多元主体间互动的社会
实践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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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系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海南省美协会员，钱塘书画社会员，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哲学和美学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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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省部级课题4项，省部级以下课题多项。
有诗歌、散文、美术、书法作品、文艺评论多篇在省级和国家级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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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和参与各类课题4项，为企业承担设计项目几十项，指导学生参与
省级、国家级设计比赛并获奖多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世纪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改革模式探索>>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艺术设计教育改革的文化视野一、文化的自我更新是艺术设计之魂二、发展经济、服务消费是
艺术设计的重要任务三、形成民族、地域、个性风格是艺术设计追求的目标四、创意和创新是艺术设
计的本质特征五、跨学科、超学科是艺术设计的文化特点六、设计教育是培育艺术设计主体的主渠道
第二章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模式的范本一、实践模型和理论模型的差异二、从原型到范本的理论动
态发展三、对各种艺术设计教育模式的比较第三章 高职艺术设计教改模式的本质特征一、面向市场办
学的开放性二、项目制教学的实践性三、工作室教学的实效性四、教学目标的创意性五、教学结构的
优化性第四章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中的主体作用一、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中的主体性二、教师的
多元角色三、学生的主动学习方式四、研究者的导向性地位五、社会的强大支撑作用第五章 高职艺术
设计教改的多层级系统一、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是复杂性系统二、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的多层级
系统三、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系统的要素和结构四、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系统的运作机制第六章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的规律一、教改的宏观社会系统自组织规律二、教改的中观教学系统优化规律
三、教改的微观心理系统的创新规律第七章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的方法论一、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
改的方法系统二、高职艺术设计教学中常用的创新方法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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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分析了高等教育内部资源的局限性。
首先，物质资源的有限性。
任何一所高等院校的物质资源都是极其有限的。
对于理论教学、工科的实验性教学，高等院校有限的物质资源也许够了，但对于像企业管理这样社会
实践性强的专业，高等院校凭借有限的资源，无法设置模拟课堂。
其次，人力资源的有限性。
高校的人才选拔基数少，盲目性大；高校的师资出自高校，来自高校，并且学历越来越高，高校教师
南于对高校的依赖性，缺乏实践经验，无法适应企业家人才培养；高校缺乏广泛的人际交流渠道。
企业家成长需要竞争环境中的人际互动的条件，并需要长期磨炼。
市场恰恰具备这种条件，而高校恰恰不具备这些条件。
再次，信息资源的有限性。
与社会信息所具有的直观性、特殊性、动态性、随机性相比，高等院校的信息具有理论抽象性、社会
普遍性、相对稳定性、现实滞后性等特点，对于理论性强的某些专业、语言学专业和工科专业相对合
适，但对社会实践性强的专业，其信息的数量、质量都显得不够。
高校缺乏广泛的人际互动，无法利用主体在信息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优势，信息的结构性和功能性较
差。
学生无法对不同的信息源进行比较，过多地受到单方面信息源的影响，思维结构的动态性较差，容易
形成思维定势，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是在对现象的多次反复的比较中形成的，真理是
全面的，是在对不同观点的分析比较中形成的。
第三，分析了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对高校发展的重要性。
现代高等教育起源于近代西方，是相对独立的、封闭的教学科研系统。
随着时代进步，伴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政治民主化、信息社会化、教育普及化，传统的自我封
闭的教育系统就不适应了。
由于进入信息社会，信息的传播渠道加快了，人的闲暇时问增加了，加之其他社会条件，历史上存在
的人们接受信息机会不均等的差别在缩小。
从心理构成上来说，除极少数人外，人的智商差别是极小的，在获取信息机会相同的情况下，人接受
处理信息的能力是相同的。
在当代新的社会环境下，封闭式的高等教育的优势开始降低，这在不同的专业的表现特点也有所不同
。
科学发展的趋势是：从自然科学向社会、人文科学推进；从近代的分门别类研究向现当代的综合研究
推进；从近代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向现当代的辩证的系统整体思维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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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世纪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改革模式探索》是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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