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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升学生交互思维和创新创业的能力,提高办学的活力和开放度,提出了基于乡村振兴的设

计类跨专业融合的项目式教学方法,以项目带动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创新性和复合性。通过乡

村振兴项目,达到广告学、视觉传达和环境设计专业课程的联动教学,形成了“四位一体”项目式教学实

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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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interactive think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mprove the vitality and openness of running schools, a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design specialty based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proposed to drive teaching with projects and 

stimulate students' autonomy, innovation and compound learning. Throug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 the 

linkage teaching of advertising,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courses has been achieved, and 

a "four-in-one" project-base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scheme has been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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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类专业的课堂教学中,目前

比较有代表性跨界课堂。在教学输出理

念方面,跨界课堂不局限于课堂内外,讲

究的是真实环境、真实任务,在实操中演

练,在实操中成长。从教学特征看,跨界

课堂中,教与学没有前后的顺序,教学相

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方法中,

跨界课堂则注重学、教、做融为一体,

真实任务贯穿整个学习。学习模式中,

跨界课堂则是学习、接受、实践合一,

没有顺序,是交叉进行的模式。从应用范

围来看,跨界课堂因为是师生一起,教学

做合一,适用于实践性强的教学内容。从

上面的对比分析中发现,从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角度来看,跨界课堂教学模式更

符合需求、现实和期待。设计类人才的

培养讲究理论、创新与实践,跨界课堂能

满足其多方面的需求。 

1 设计类跨专业项目式教育改

革的意义 

1.1多元合作,拓展教学深度及广度,

服务地方 

多元合作才能培养出全方位发展的

学生,多元合作可以使学校教学不再单

一,不再囿于课堂跳不出来,通过多元合

作中选择的合适项目可以使教学服务地

方发展。教学与国家重大战略结合,意义

重大,既满足了教学需求,拓展了教学的

深度和广度,又培养了学生的家国情怀

和人文素养。另一方面产、学、研、政、

用通力合作培养人才,是新文科教育的

发展趋势。 

1.2思维训练,提高教学创新能力,

传承与批判 

高校课堂注重于知识的传授,却忽

视了对现有知识的突破,对大学生来说,

不能只“学”不“疑”,“批判”能力的

培养是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尤其在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模式中,

我们更要培养学生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

神,必须要进行教与学的指导思想的跨

界。知识的传承与创新批判在这个过程

中并不独立,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高等

教育随着科技革命而不断改革和发展,

专业越来越多,每个专业的课程设置专

业性强,界域狭窄,学科越分越细,难以

培养出具有宽广知识视域的人才。高素

质创新创业人才必须掌握多学科、多专

业的科技和文化知识。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要进行专业跨界、专业课程设置跨

界。突破专业限制,使学生视野开拓,思

维也能得到训练与提升。 

2 设计类跨专业融合项目式教

育教学改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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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实现了“专业各自为王到专业融

合”的转变 

目前高校设计类专业的教学方式是

沿着自己的专业方向,除了基础必修课

是满足人文素质外,其他课程均囿于专

业内,哪怕人才培养计划中安排了诸多

的实践教学环节,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

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熟悉室内设计和园

林设计的内容,但是对于视觉传达的平

面内容就非常不了解；视觉传达专业的

学生平面设计的能力强,但是对于文案

策划的能力就相对要薄弱。广告学的学

生设计能力和空间感知能力弱。如果就

业中不从事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工作,很

难适应,学生受打击比较大。这是“专业

为王”的典型体现。但是,设计类有其相

通性,打破专业壁垒,走向专业融合,才

能适应现代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中教学

的需求。从专业为王走向专业融合,才是

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正确模式。通过

具体的真实的项目,深入本专业知识的

学习,同时掌握跨专业的多角度知识,既

完善了自我,又拓宽了就业的渠道。 

2.2以项目带动教学,避免了空洞的

说教 

目前高校设计类专业的教学中,理

论课程就是进行基本知识的教学与传授,

实践课程往往是老师布置的虚拟的项目

让学生完成,评价就是靠任课老师或教

研室老师来进行评判,缺乏实战性和评

价的多元性。即使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有

参加比赛的机会,但仍然属于“学院派”

的评价方法,讲究创意,但是对于执行力

如何缺乏相应的评价。由此提出的用乡

村振兴的实际项目带动教学,可以极大

地弥补空洞说教的不足。 

项目是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任务,

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知识的掌握,是解决

不了相关任务的。需要把学过的理论具

体化,指导实践的项目,在具体的项目中

巩固对原有知识的理解与深入。这样的

学生不会空洞,学生在执行的过程中积

极性提高,学习变得主动。 

2.3项目式教学,单元变多元 

在设计类跨专业融合项目式的教学

中,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范围扩大,不仅

仅精通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也要涉猎

其他专业的精华知识。教学由原来的单

元变为多元,学习变得完整,需要学生主

动学习与适应,可以改变以前学生学习

的被动状态。 

比如,视觉传达的学生除了本专业

的知识外,还可以学习到市场调查、文案

写作、策划,媒介计划等方面的知识,既

是对本专业很好的补充,也是就业后需

要的基本技能。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除

了本专业的学习外,还掌握了文案写作,

平面设计,广播视频制作等技能。广告学

的学生则弥补了设计能力弱和空间能力

不足的缺陷。 

3 设计类跨专业融合教学项目

设计 

设计类跨专业融合项目式教学如果

能顺利开展,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优化人

才培养方案；校企、校地双元双向育人；

需要具备真实的教育教学项目环境；需要

完善的制度保障；教师需要丰富的实践工

作经历；教师要有能够适应小组教学的能

力；需要设计出适合的课堂评价方法。 

创新性教育教学改革,主要是以项

目作为依托,以专业作为载体,以融合作

为手段,共同完成对学生的培养。项目设

计应符合主导专业要求,实施范围以区

域文化,乡村振兴发展为突破,目的明确,

团队合理,保证教学项目设计的科学性

与可执行性。本项目计划为： 

教学项目计划名称：项目式教学之

再创新——设计类跨专业融合共创乡村

文化振兴。教学项目主导专业：本项目

是设计类跨专业融合教学,所以以设计

学学科为主导,融和设计类学科之下的

相关专业,实现专业及专业课程的联动

教学。如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媒介设计、广告策划等专业课程。教学

项目实施目的：通过设计类跨专业融合

教学,设立乡村文化振兴项目,实现应用

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产、学、研、

政、用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

项目教师团队：视觉传达专业教师+环境

设计专业教师+广告学专业教师+地方服

务专家。教学项目学生团队：跨专业的

多个学习小组。 

结合乡村文化振兴的项目内容,以

乡村民俗文化为基点,从调查、策划、设

计营造、意识四个维度系统思考。“调查”

是设计学学科基础,确立乡村文化振兴

的灵魂与发展目标,以设计学广告学专

业课程为基础,盘活资源做“策划”,以

设计学环境设计专业和视觉传达专业课

程为实施办法,结合人文关怀、审美精神

与科学齐备的规划来引导,而后展开各

种落地的“设计营造”,最终总结学生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应该具备的人文意识、

素质意识、专业意识和交流意识等。提

出了“四位一体”项目式教学改革实施

方案。 

围绕项目,涉及到了设计类各专业

课程的联动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

以“市场调查与方法”、“广告策划与创

意”、“传播学”、“媒介设计”等为主组

成的一级关联课程群,还有“标志设计”、

“影视短片设计”、“动画设计”、“展示

设计”、“公共空间设计”、“景观设计”

等组成的二级关联课程群。运用具体项

目将这两级关联课程群知识联动、贯穿

起来,达到综合运用、创新运用的训练目

的。具体联动方式如图1所示： 

 

图1  课程联动方案示意图 

多个模块逐步开展,一方面完成了

项目的任务,另一方面参与的学生了解

了除自己专业外的知识,拓宽了视野,拓

展了知识面,而且掌握了一个项目如何

完整的进行。 

根据美国休斯顿大学著名心理学家

布鲁姆的CBE理论,构建出符合该项目的

教学评价体系,注重能力、参与和提升。

采用初期思维、中期执行、后期总结的

思路对项目整体教学过程实施管理与考

评。与传统评价方式相比有“五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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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评价内容主要以思维方式和能力突

破为主；二是评价尺度主要考察创新能

力,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之分；三是评

价标准从亮点、创造、逻辑、表述、整

体五个角度入手；四是评价方式从过程

评价、参与度评价、终结评价三个角度

考虑,确立理论、实践、需求4:3:3的权

重比例；五是评价组织由单一评价转向

多向评价,由教师、地域专家、学生共同

参与的“三位一体”评价方式,学生参与

个体间的互评。 

4 结语 

项目的实施也给我们教学过程提出

了要求。因为涉及到跨专业的融合,项目

的完成过程需要不同专业课程的参与,

要提前做好理论的教学,这就需要各专

业课程老师的配合,需要老师的通力合

作和学生的积极参与。跨专业项目式的

开展,涉及到不同专业基础课程的开课

安排,项目的实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完善知识结构,这就需要设计类各专

业在进行人才培养计划安排时要通盘考

虑,考虑知识的基础和前后衔接。项目的

实施是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完成,小组成

员的构成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既要考虑

到小组成员之间的专业知识的搭配,又

要考虑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模式。基于

项目的跨专业教学,是走出教室,回归真

实的环境,学习小组在不同的阶段出现

的问题可能并不一致,如何进行时间安

排,在怎样的地点进行,也是需要在实施

过程中要考虑的事情。这就需要指导教

师具备极大的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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