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三元双化一融合”——艺术设计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与实践总结 

摘要：  

本文总结了 “三元双化一融合”——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的

相关情况、以“现代设计+云南民族元素”的融合点教学特色内容。总结了根据

专业的发展，构建“设计+产业”的民族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基于民族传统设

计项目制教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强化以“专业平台+民族文化元素模块”为

依托的实践教学。文章最后总结课程教学内容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注重教学与

设计实践结合，以赛促教，培养师生创新应用能力、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学生

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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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 年）》明确指出：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

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但是，纵

观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设计教育改革的步伐较缓慢，良莠不齐，

培养人才缺乏创新。 

由于优秀的创新型人才匮乏，使云南各类设计领域的快速发展受到制约，

而云南市场中大量设计人才大都来源于各类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本次“三

元双化一融合”——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时间跨越为 9 年，是云南工商学院人文

艺术学院基于东南亚、中国西南地区、云南地区相关文化创意产业需求，结合

云南工商学院以“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目标，积极发挥我院的优势下，尝试高

等职业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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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元双化一融合”——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回顾 

1.1 基于“云南民族元素”本土设计的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文化强国。文化的发展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下，我校积极探索“三元双化一融合”

系列创新改革艺术设计人才培养。 

一方面，为迅速发展国家及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在设计中必须包含更多的

文化意识。因此，高校在进行设计教育之时，应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更多

的关注基于“云南民族元素”本土设计设计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艺术生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由于设计产业用人标准的提高、

市场需求量的增大、各个高校（包括本科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间激烈

的竞争，使各设计专业的创意设计人才培养及发展前景成为日益严峻的现实。

 

1.2“三元双化一融合”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的特色 

“三元双化一融合”， “三元”即指：构建学校、企业、非物质文化传承

人的协同育人；“双化”指：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产教融合、校企协同

为路径；“一融合”即：“现代设计融入云南民族元素”的融合点。 

 
图 1：创新“以学生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教学体系 

OBE教学专家戚世梁教授视频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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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夏寸草副教授（博士） 

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专题讲座 

 

 

 

 

 

 

 

 

 

 

 

 

 

 

 

 

 

 

图 3：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薛峰教授（博士） 

《文创形象中的传统工艺美学》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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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意大利视觉传达设计师 Andrea Adami 教授来校作 

《视觉传播和视觉污染》专题讲座 

 

 

 

 

 

 

 

 

 

 

 

 

 

 

 

图 5：校企合作单位优客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捷 

来我院开展题为《设计与旅行》讲座 

 

 



 

 5 / 46 
 

2.三元双化一融合”育人模式探索 

9 年来，本项目实现学校导师、企业导师、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共同授课，

邀请彝绣非遗传人罗珺，华宁陶曹栋、奥美总监余子筠等 23 人参与教学；深化

产教融合，同知名设计公司共同研发民族文创产品，成立了“设计+产业”的民

族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与名企开展校企协同的卓越人才培养；建立“翠羽银丝”、

“彝绣”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室；构建“基于民族传统设计项目制教学”

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强化以“专业平台+民族文化元素模块”为依托的实践教学，

形成多维的考核评价机制。鼓励师生挖掘提炼云南少数民族设计元素，致力于

云南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断探索云南本土高等职业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

式。 

2.1 名企开展校企协同的卓越人才培养 

与名企合作开设卓越班，选聘优秀企业导师、专业教师共同教学，采用企

业真实设计项目进行教学，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以成都优客平面设计卓越班

为例，特色一，真实的设计公司场景，引入绩效考核机制，进行设计岗位认知，

职业化训练。教学过程中，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设定不同的岗位实行个性化

培养。特色二，设计项目实战化训练，学生通过接触真实项目，从而提升学生

设计项目中的各项技能。特色三，帮助学生获取市场需求、掌握基本知识与应

用实战技能，提升专业能力及职业素质。 

图 6：校企合作单位优客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卓越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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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9级卓越班企业选用学生制作项目 

 

2.2 基于云南民族元素的项目制教学，民间手艺人与非遗传承人讲学 

积极探索基于云南民族元素的项目制教学，努力全面提高教学水平，紧密

结合地方特色，参与实际项目制作，民间手艺人与非遗传承人进校，传承学生

学习民间工艺的制作，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设计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图 8：学生日常项目制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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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溪韵民族设计产品 

 

图 10：和蒋正永老师一起手绘改变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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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谢晶老师传统民间工艺传授 

 

  

 

 

 

 

 

 

图 12：李飞云南陶艺项目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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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罗旭崐印刷课程的项目制教学 

 

 

图 14：罗旭崐印刷课程的项目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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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龚进教师摄影课程特色教学 

2.3 构建“设计+产业”的民族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16 年 4 月 20 日，(翠羽银丝)工作室与云南珉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

校企合作协议，在资源互补的情况下搭建产品研发设计平台，由我院学生设计

该企业的刺绣产品，及银丝与刺绣的新品开发。更加深入了解企业对人才的需

求和质量要求，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与职业素质修养，为本校大学生创业提供指

导性意见与资源平台。 

 

图 16：【翠羽银丝】校企合作创新样品 



 

 11 / 46 
 

 

图 17：美国 Adobe公司校企合作授牌仪式 

2.4 “云南民族元素设计”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2012 年开始，学院师生开展以“现代设计+云南民族元素”的融合点教学

为特色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素质养成，注重学

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举措，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路径，共同探索

“旅游特色资源＋传统民族元素改造升级”的融合点，重点项目制教学改革围

绕文创设计、非遗民族设计，传统再设计等设计项目。 

 

图 18：插画设计课程大理白族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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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包装设计课程傣族设计作品  

 

 

 

 

 

 

 

 

 

图 20：图形创意课程傣族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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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以“专业平台+民族文化元素模块”为依托的实践教学体系 

自 2012 年，每一年结合一个云南地区，选派教师及学生进行调研，完善该

地区项目制设计任务。 

2017 年，傣途毕业设计主题展览，以西双版纳傣族民族元素及创意设计产

品设计为主；2018 年，理城毕业设计主题展览，以大理白族民族元及创意设计

为主；2019 年，纳西印象毕业设计主题展览，以丽江纳西族民族元素及创意设

计开发为主；研发近完成近 400 余项云南传统文化的项目制设计，并获得市场

认可。 

（1）.采风实践教学活动——彝族楚雄黑井 

2014 年 10月 9 日，张旭辉、冯梅燕和李园园老师带领 2012 级电脑艺术设

计、影视动漫设计 86 名同学，对黑井古镇进行为期 3 天采风活动。与“云南文

投集团”下属的“黑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由企业提供产

品，学生为其创意画册、包装及宣传广告设计。 

 

 

图 21：2014年彝族楚雄黑井采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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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014年彝族楚雄黑井采风-2  

 

 

图 23：2014年彝族楚雄黑井采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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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风实践教学活动——建水 

2015 年 9 月，李飞、谢晶和冯梅燕老师带领 2013 级电脑艺术设计 1 班的

70 名同学，开展为期 5 天建水采风活动。学生提取民族和建筑元素，拜访工艺

大师，为后期项目设计积累大量设计素材。 

 

图 24：2015年建水采风  

（3）.采风实践教学活动——大理 

2016 年 9月 5 日至 9 日，刘明、谢晶和冯梅燕老师带领 2014 级电脑艺术 1

班 73 名学生，进行大理进行采风活动。学生实际体验大理传统民族图案文化元

素运用到现代设计中。从古城、洋人街提取民族元素，寻找项目设计灵感；去

喜洲周村考察扎染，学习民族工艺品研发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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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016年大理采风-1 

 

图 26：2016年大理采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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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风实践教学活动——勐海 

2017 年 9月 11 日至 19 日，罗旭崐、谢晶、冯梅燕老师带领 2015 级电脑

艺术设计 1 班，趟过普洱和勐海的山，涉过西双版纳和宁洱的河。历时 9 天，

感受了热带雨林的温度，品尝了普洱茶的浓香，记录了多彩的民族风情。 

 

图 27：2017年勐海采风-1 

 

图 28：2017年勐海采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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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014年黑井古镇采风毕业设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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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2015年建水采风毕业设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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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016年大理碰撞艺术节既 2016年学生毕业设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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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017年“勐海印象”毕业设计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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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原云南省副省长高峰莅临参观学生作品展 

 

  图 34：原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参观学生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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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学生“本质”小组作品展 

 

图 36：学生“孟巴拉”小组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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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学生“在路上”黑井古镇小组作品展 

 

图 38：学生“无聊治愈所”小组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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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学生“无聊治愈所”作品创意被维世纸杯企业丁总购买 

图 40：学校及企业参观毕业设计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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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以赛促教，培养师生创新应用能力 

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师生挖掘提炼云南多元少数民

族设计元素，致力于云南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多项设计作品在国内设计大

赛屡获佳绩。师生在国内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全国数字

艺术设计大赛、云南省职业技能大赛均获一、二、三等奖，共计 166 项。 

2016 级学生王靖茜，包装设计作品“古韵”荣获 2020 年国际 A’Design

全球设计大赛的铜奖。2017 级学生付曦设计作品《红包设计》，获 2021 年国

际意大利 A'Design Award 国际设计银奖，王金胜设计作品《花想容》，获 2021

年国际意大利 A'Design Award 国际设计铁奖。学生作品《瓦猫零食》、《三

花茶包装设计作品》、《无聊治愈所》等被企业购买采用推向市场。 

  

 

 

 

 

 

 

 

 

 

 

 

 

图 41： 2016 级视觉传达设计的学生作品“古韵”包装设计 

获 2020年国际 A’Design设计大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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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17 级视觉传达设计的学生作品“红包设计” 

获 2021年国际 A’Design设计大赛银奖 

 

图 43:2017级视觉传达设计的学生作品“花想容” 

获 2021年国际年国际 A’Design 设计大赛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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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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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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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谢晶工作室 

2.8 培养师生创新应用能力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2 凸显实践教学体系 

2.2.1 实践教学的构成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实习主要分为:认知实习、专业实习、综合实习。 

本专业学生分别四学年第一学期、第六学期、第八学期，安排学生在校内

外实习基地进行认知实习，专业实习、综合实习。 

 

 

 

 

认知实习：由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去知名设计公司及企业参观认知，主要认

知设计公司的构成，企业选派行业优秀的设计师为学生讲解设计行业相关情况

及人才需求情况； 

专业实习：学院每个学期组织学生到校企合作单位进行学习，学习当今相

关技术，尤其是如何将知识转化成实际应用。  

综合实习：分院下达综合实习任务书，选派指导教师，安排学生到相关设

计公司进行综合实习，完成与市场无缝对接。学生学完一定的专业核心课程后

进入企业实习，使用己学的知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实习过程中要有记录，

形成专业的实习报告，并探索未知的内容，以便回校后再进一步深入学习。 

 

 

图 46：云南省金茶花文创设计大赛的金奖，奖金 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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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元双化一融合”改革特色应用 

3.1 实现“民族+设计”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升级   

现有 2 个卓越工作室，翠羽银丝非遗工作室、苹果 IMAC 商业广告设计工作

室、影视动漫设计工作室、商业摄影工作室、虚拟演播室、创新设计工作室等。

购置 CNC、激光雕刻、3D 打印设备、VR 虚拟现实、实物投影、无人机航拍等先

进教学设备。为学生设计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等活动提供充分保障。 

与成都优客、褐石广告、博思堂等公司企业签订校外实习基地，基本满足

本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践的需要。 

 

 

图 47：升级建设后商业广告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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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升级建设后创新工作室 

 

 

图 49：升级建设后影视制作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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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升级建设后 VR工作室 

 

 

图 51：升级建设后摄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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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大师工作室-罗珺彝绣工作室 

 

 

图 53：大师工作室-谢晶名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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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木工工艺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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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陶艺工作室 

 

图 56：3D 打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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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托以“国内平台+国际视野”为特色的师资团队体系 

民间手艺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传承学生学习民间工艺的制作。

聘请意大利 Andrea 教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的 Martha 教授学术总监和兼职教

授，并建有 Andrea 教授领衔的创新设计工作室，国际化的办学理念深入人心。

聘请外教意大利卡梅隆参与授课。 

 

图 57：Andrea 教授授课 

 

图 58：意大利卡梅隆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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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民间艺人罗珺彝绣授课 

 

图 60：民间艺术教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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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产、学、研、销一体化”翠羽银丝非遗创新工作室模式 

致力于中国传统工艺、云南民族特色、现代艺术三者结合，创新研发“翠

羽银丝”工艺，获专利及版权登记 14 项。在产、学、研、销一体化教育模式下，

将教学成果进行转化，研发 67 项地域性、民族性、创新性的工艺设计产品。 

工作室将教学技术成果转换为社会实践应用，结合校企合作，采用传授高

校学生（设计研发）-农村妇女（生产制作）-电商平台（推广销售），并在不

断创新产品研究、开发、制作的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工匠精神，

让传统工艺得以普及和创新。 

 

 

 

 

 

 

 

 

 

 

图 61：翠羽银丝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室研发产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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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翠羽银丝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室研发产品-2 

 

 

图 63：翠羽银丝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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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真企业、实项目、多导师、新评价、出成果”校企协同卓越人才培

养 

与名企合作开设卓越班，选聘优秀企业导师、专业教师共同教学，采用企

业真实设计项目进行教学，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平面设计卓越班已经开设 3

届。 

优客旅游策划广告公司校企卓越班，引入公司绩效考核机制，承担学生的

日常管理工作，学生上下课同企业员工实行打卡制，企业设计师进行设计岗位

认知，职业化训练。 

在教学过程中，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设定不同的岗位实行个性化培养。

在专业老师指导指导下，培养学生掌握相关设计方法，训练学生具备解决工作

中实际沟通及项目管理合作能力，从而提升学生设计项目中的各项技能。 

 

 

图 64：云南果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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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云南大理白族茶叶设计 

 

图 66：云南十二生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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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组建云南民族元素品牌设计应用研究中心拓展教学深度 

云南民族元素品牌设计应用研究中心项目是立足“云南民族元素”的文化

思考，结合自主品牌的民族化设计研究与创新实践。从“云南民族元素品牌跨

界设计”的角度融入云南文化创意产业中,深化专业实践中心传承创新的建设内

涵，突显注重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性质，体现了通过研发平台的建设，以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打造世界品牌的建设目标。其中“翠羽银丝”民族民间工艺衍生

设计，“云南十八怪”插画设计，已经获取国家外观专利。 

 

 

 

 

 

 

 

 

 

 

 

 

 

 

 

图 67：“云南十八怪”插画设计 

云南十八怪”被外文今日中国、学习强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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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拾青白族扎染文创产品设计 

 

图 69：竹梦古千寻-丽江古城文创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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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万物有灵-纳西文创产品设计 

 

图 71：都盘修曲-丽江文创品牌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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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次“三元双化一融合”——云南工商学院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实施，为优

化我校艺术设计专业结构布局提供了理论论证，对我校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

的引导意义。对我省各艺术高等职业设计教育的特色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系

统的对比研究，并从中总结规律，为我省高等职业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提供了科

学依据。 

近 9 年来，我校为云南地区培养较高质量艺术设计人才达 2000 多人，连续

5 年就业率高达 98%，根据第三方机构麦可思报告，毕业生教学满意度达 95％。

师生成果科研突出，以赛促教取得佳绩，百项学生设计作品获奖，突破国际

A’Design 设计大赛 3 项。 

云南工商学院“三元双化一融合”——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在贵州工商

职业学院、广西英华职业学院 2 所省外院校推广应用，具有复制性，为其他地

区培养提供了参考价值。 

本次“三元双化一融合”——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着重注意：

1.注重教师团队的建设；2.基于“云南民族元素”项目制实践教学；3.教学环

境设施要与时俱进；4.持续挖掘“三元双化一融合”育人。 

 

 

 

总结人：云南工商学院艺术专业教师团队  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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