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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背景下的教学面临着诸多挑战。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教师的数字化素养不足、

学生对数字化学习的适应能力参差不齐、文创行业的快速发展均是设计教育十分突出的挑战，

对于文创设计课程的研究性教学模式的研究也是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教学模式

限制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数字技术与艺术设计的融合也是一大难点。为适应数字时代

的发展，教学模式需进行相应调整。应提升教师的数字化素养、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加强

跨学科融合，目的在于培养出更具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文创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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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中，文创设计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

有的变革。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为文创设计提供了更为

丰富的表现手段、传播渠道，也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新

的要求。文创设计课程作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

重要环节，如何在数字背景下进行有效的教学改革，以适应

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成为了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数字背景下文创设计课程的研究性教

学模式，结合分析数字背景的内涵及其教学价值，揭示当前

文创设计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难点，提出一系列优化策略，以

期为推动文创设计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字背景的内涵及教学价值

（一）数字背景的内涵

数字背景是指在现代社会中，个体或组织在数字技术领

域所具备的经验、知识、技能的总和。这一背景涵盖了广泛

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及区块链等前沿技术[1]。它不仅要求理解和掌握这些

技术的基本原理、应用方式，还涉及如何有效运用这些技术

来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创新与发展。

（二）数字背景的教学价值

探讨数字技术如何为文创设计课程提供丰富的教学资

源、便捷的教学工具，以及如何结合数据分析优化教学内容，

提升教学效率与质量。分析在数字背景下，文创设计课程如

何帮助学生掌握数字技能，提升其在数字环境中的创新能力。

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推动文创设计课程从传统教学模式向研

究性教学模式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教学质量、学生能力

培养的积极影响，促进教学模式创新。

二、文创设计课程教学存在的难点

（一）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传统教学模式大多数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但在文创

设计领域，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显然无法达到想要的教育成

效。文创设计是一个高度创新性、实践性的领域，它要求学

生不仅掌握基本的设计理论技能，还要具备独特的创意思维，

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传统教学模式大多数忽视对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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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市场敏感度的培养，导致学生在面对实际设计项目

时显得手足无措[2]。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师生互动有限，学生

大多数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这不利于他们主观能动性

的发挥，限制了他们的个性化发展。

（二）技术与艺术的融合问题

在数字背景下，文创设计的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先进的技

术手段。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

方面，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文创设计师需要不断学习、掌

握新的技术工具；另一方面，艺术是主观的、感性的，它要

求设计师具备独特的审美眼光、创意思维。如何将这两者有

效地融合在一起，是文创设计课程教学面临的一大难点。

（三）行业发展的快速变化

文创设计行业是一个充满变化的行业。随着数字技术的

不断发展，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文创设计行业正经历

着快速的变化[3]。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设计理念的更新上，

还体现在市场需求、行业趋势的变化上。对于文创设计课程

教学来说，如何紧跟行业发展的步伐，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使学生可以适应未来市场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学生个体差异的挑战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兴趣爱

好、学习方式、创意思维。在文创设计课程教学中，如何尊

重并利用学生的个体差异，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是一个重

要的挑战。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多数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采

取“一刀切”的教学方式，这不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4]。在

数字背景下，文创设计课程教学需要更加注重学生的多元化

发展，结合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

求。这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

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三、数字背景下文创设计课程研究性教学原则

（一）以学生为中心

研究性教学应始终将学生置于学习的核心地位，关注他

们的兴趣、需求、个性发展。在数字背景下，这意味着教学

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

[5]。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鼓励他们主动探索、实

践、创新，不仅限于简单地传授知识。结合关注学生的个体

差异，教学可以更加灵活多样，满足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二）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文创设计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研究性教学必须强

调实践与理论的紧密结合。在数字背景下，这意味着教学不

仅要传授设计理论，还要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让学生亲身

体验设计过程。结合实践项目、案例分析、工作室实践等方

式，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设计中，加深对理论的

理解，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中的总结也能进一步

丰富和深化学生的理论知识体系。

（三）创新思维培养

创新是文创设计的核心驱动力，研究性教学应致力于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在数字背景下，这要求教学注重培养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发散性思维、跨界思维。结合引导学生挑

战传统观念、探索新的设计理念，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

力[6]。数字技术也为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教师应鼓励学生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探索，发现新的设计可能性。

（四）跨学科融合

在数字背景下，文创设计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日益紧

密。研究性教学应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促进跨学科的交流。

这意味着教学要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如计算机科学、心理

学、市场营销等，以丰富文创设计的内涵。结合跨学科的学

习，学生可以培养综合性的思维，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设

计挑战。跨学科融合也能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推动文创设

计领域的创新发展。

四、数字背景下文创设计课程研究性教学模式优

化策略

（一）更新教学内容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创设计领域也在不断变革。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环境，我们需要及时更新

教学内容，引入最新的设计理念。这包括关注行业动态，将

新兴的设计趋势、技术融入课程中，保证学生所学知识与市

场需求紧密相连。我们还应鼓励学生关注社会、文化、环境

等多方面的问题，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

（二）创新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大多数侧重于知识的传授，而在数字背

景下，我们更需要注重学生的主动创造性。创新教学方法显

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采用问题导向、项目驱动等教学方式，

引导学生主动探索[7]。例如，结合设定具体的设计任务，让

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运用理论知识，培养他们的实际问题解

决能力。我们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如虚拟现实、交互体验、

增强现实等，为学生创造更加生动、直观的学习体验。

（三）强化实践教学

文创设计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强化实践教学是提

升教学质量的关键。我们可以结合增加实践课程、设立工作

室、与企业合作等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在实

践教学中，学生可以亲身体验设计过程，将理论知识转化为

实际技能。我们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实际的设计项目，与业

界人士合作，以提升他们的实战能力。

（四）个性化教学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能力、学习风格，个性

化教学对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结合了

解学生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路径。例如，对于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79

对某一特定设计领域感兴趣的学生，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深

入课程[8]。我们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如智能推荐系统，为

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五）多元化评价

传统的评价方式大多数侧重于对学生知识的考查，而在

数字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注重对学生能力、素质和创造力的

全面评价。多元化评价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采用项目评

价、同伴评价、自我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以全面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我们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设计竞赛、项目实践、

展览等活动，结合实际成果来展示他们的才华。

（六）师资培训与发展

教师是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师资培训与发展对

于优化教学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需要定期对教师

进行数字技术、设计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培训，以提升

他们的教学能力。我们还可以鼓励教师参与数字智能相关的

学术研究、行业交流等活动，以拓宽他们的视野。结合师资

培训与发展，我们可以保证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最新、最优

质的教学内容。

五、结语

数字背景为文创设计课程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结合本研究，我们深入分析了数字背景的内涵及其在教学中

的价值，明确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技术与艺术融合的

问题、行业发展的快速变化以及学生个体差异的挑战。在此

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创

新思维培养、跨学科融合等研究性教学原则，并进一步探讨

了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个性化教

学、多元化评价以及师资培训与发展等优化策略。这些探索

希望可以为文创设计课程在数字背景下的教学改革提供有

益的参考，以期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思维文创设计人才，推

动文创产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玮玮.文旅融合背景下坭兴陶文化与数字文创的融

合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4,45(2):460-471.

[2]孟琪.乡村振兴背景下聂家庄泥塑数字化文创产品设

计研究[J].丝网印刷,2023(20):75-77.

[3]张晨曦.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分析与

研究——以地域文化视角下贵州文创产品及包装设计为例

[J].绿色包装,2023(6):170-173.

[4]刘思捷.媒介融合背景下楚漆器的数字文创设计开发

策略研究[J].美与时代(上旬刊),2022(8):9-12.

[5]郑莉珍.文旅融合背景下温州非遗文创产品数字化设

计研究[J].天工,2024(2):54-56.

[6]张鑫雨,田宝华.数字化背景下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文创

产品设计研究[J].化纤与纺织技术,2023,52(11):189-191.

[7]张小燕.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漆艺文创产品创新设计

的思考[J].天工,2023(34):16-18.

[8]薛茹月.数字化背景下广州灰塑的文创设计方法研究

[J].大众文艺,2021(13):53-54.

作者简介：

陈伟利（1985.08），女，汉族，河南郑州，博士，讲师，

中原工学院，研究方向：品牌文创设计。

课题项目：

项目来源：“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项目。项目名称：数字文化产业与文创设计课程融

合策略研究。项目编码：2021BKJGLX562

项目来源：中原工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项目名称：艺术与科技跨学科创新型设计研究生培养模式研

究。项目编码：JG202346

项目来源：中原工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

目名称：“互联网+”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研究性教学

模式研究。项目编码：2023ZGJGLX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