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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北部湾大学陶瓷与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申报、开设及建设历史现状，并基于教学和人才培养质

量现状的调查、分析及原因剖析等，文章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愿望，并秉承一切为了学生的原则，在某些

教学改革基本原理、原则及方法等的指导下，提出产学研协同驱动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室”

的构建教学改革项目，详述了其教学改革的依据、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策略、实际操作和实施措施等

等，还阐述了其具体内容、实施策略及保障条件和支持基础等，最后预见了本教学改革的作用、意义和

成效与创新点。本教学改革将给其他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建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也具

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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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caus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stablishment, and con-
struction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in the College of Ceram-
ics and Design of Beibu Gulf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the aspiration for teaching reform was propose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ve-
rything for stud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ertain basic principles, rules,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reform, the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of building a “studio”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driven by the collaboration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was proposed. The basis, 
concepts, basic principles, basic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its 
teaching reform were elaborated in detail. Its specific content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guaran-
tee conditions, and support basis were expounded. Finally, the role, significance, effectiveness, and 
innovation points of this teaching reform were predicted. This teaching reform will provide certain 
experi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other teaching reforms,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and also have certain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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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设计专业是一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属设计学类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四年，授予艺术学

学士学位。2012 年，环境设计专业正式出现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1]。这个专业可以认为

是艺术类与环境类交叉学科的专业，故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类专业，应有其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案，

其要求毕业生具有一定艺术素养和潜能与技术，同时又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理工相关理论知识和相关素

养及技能技巧。然而该专业传统的教学模式与创业需求脱节，课程设置过于狭窄片面，无法适应时代的

进步，教学实施过于死板、不灵活，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所以，环境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需要进

行优化设计，其教学理念应该改良，教学应该改革，这也就是本研究的缘起。 

2. 相关基础 

教学改革必须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经验与研究内容，并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能草率、马虎和随便，

必须深思熟虑，认真剖析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在前人成功的基础上加以继承与创新，所以要分析钻研前人

的研究理论和实践报告，并从中理出教学改革的原则、思路及方法，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及保障措施。 

2.1. 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产学研合作教育作为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三螺旋理论(Etzkowit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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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desdorff, 1995) [1] [2]。该理论强调政府、产业与高校的协同创新，为校企联合工作室的治理结构设计

提供了依据。例如，德国“双元制”模式[3]通过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职业适应性。

李明在其硕士论文[4]中指出，尽管《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推动了校企合作的政策落地，但

多数高校仍面临“企业参与表层化”、“项目资源碎片化”等问题。 

2.2. 环境设计专业的教学模式改革 

环境设计作为艺术与工程的交叉学科，其教学模式需兼顾创意表达与技术应用。然而，张华[5]认为

传统教学普遍存在“重艺术轻技术”倾向。近年来，BIM、VR 等技术的引入虽部分改善了实践环节缺失

的问题，但李耀遥(2019) [6]认为课程体系仍缺乏系统性整合。张绣(2023) [7]指出过程性评价可有效衡量

学生的综合能力，但如何将其与行业标准对接仍需进一步探索。 

2.3. 工作室制教学的创新与挑战 

工作室制教学通过真实项目驱动，已成为各专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尹玉杰(2019) [8]汇报了山东商业

技术学院计算机与应用专业依据的“工匠工坊制”是以“工作室制”和“现代学徒制”理论与实践为基

础、以项目任务为驱动、以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范文彬(2019) 
[9]汇报了某中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实践经历。徐俊(2012) 
[10]汇报了南京某高职学院艺术设计类工作室课程开发与教学模式的构建。然而，吴昊(2021) [11]指出，

工作室制的长效运行仍受制于校企合作稳定性不足、评价机制模糊等瓶颈。 

2.4. 研究缺口与本文定位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1) 环境设计领域的工作室制教学研究多聚焦艺术院校，

缺乏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实践案例；2) 产学研协同机制设计碎片化，尚未形成涵盖课程、师资、评价的完

整框架。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构建“产学研协同驱动”的教学模式，通过双规制师资、动态学分转换等机制，

系统解决校企合作中的资源整合与可持续性问题。 

3. 背景与原因 

北部湾大学环境设计专业设置在陶瓷与设计学院，来源于钦州师范专科学校中艺术设计系的美术设

计，即以美术绘画为基础的设计。一开始任课教师全是美术绘画的，在 2018 年，吸收了两三个园林或工

程类专业教师后，开设环境设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方向也逐步向“艺术 + 工程”靠进[12]，
最终达到今天这样的教学局面。近些年来，项目团队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效果不是很好，人才培养质量

不是很高，社会的认可度有待提高，毕业学生就业率有待提升。 
现有的教学方法过于传统，满堂灌方式居多，从而没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学内容过于理

论化与知识化，技术性、技能性内容过少，无法激起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和学习兴趣，使得教学效果不好，

人才培养没能达到预期的质量。此外，开设历史较短、行业背景浅显、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因此得不到

社会普遍认可，知名度低，竞争优势不大，弱于其他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本研究提出利用基于产学研理念[13]-[15]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室”来解决该问题，其意义

重大：改善了本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注意力，锻炼了相关教师的行业沟通能力、专业业务能力及

社会服务水平，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成效，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效果，提升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增加了

毕业生的就业率，扩大了专业的社会影响力，并带动北部湾大学其他专业的发展。 
本项教学改革是有一定的基础：其一，相关领导与教师对本教学改革的愿望强烈，且直接关乎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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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体的切身利益；其二，师资力量得到大幅提升。近年来，引进或调入了一些具有相关专业的博士

和教授，对本专业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带来希望；其三，本专业是艺术和建筑及工程综合性本

科专业，具有独特性和综合性及组合性，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上层及其他学院的支持；其四，本专业开

设时间短，教师数量较少，容易被后续进来的相关相近专业的教师来接任，利益较好平衡，容易调整；

其五，本校其他本科专业(如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和美术学等)改革的成绩、经验与教训，能为本项教

学改革提供借鉴作用。 

4. 依据与理念 

教学改革不能胡乱改革，而是要有一定的依据和理念，这些依据和理念是我们教学改革的前提和基

础，是我们进一步进行教学改革方式方法及途径的选择依靠和观念及指导思想。本专业(环境设计)教学改

革的依据和理念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产业需求驱动的教育理念[16]-[18]：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室”构建的教学改革主要围绕

产业需求进行人才培养，因此，教学改革需要紧密围绕行业、企业对环境设计师的需求，以就业为导向，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高素质、实用型的人才。 
2) 产学研一体化的教育模式[19]-[21]：教学改革“工作室”构建的环境设计专业，需要打破传统单

一的教学模式，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即通过与企业合作，实现产业需求的及时反馈，促进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教学资源的及时调整和改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3) 项目式教学法[22]-[24]：为了满足产学研一体化的教育模式，教学改革“工作室”构建的环境设

计专业需要采用项目式教学法。通过项目式的教学，将学生的实际操作与产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具有产学研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4) 导师制[25]-[28]：教学改革“工作室”构建的环境设计专业，需要采用导师制。通过导师制，由具

有行业、企业工作经验的导师对学生的职业规划、专业方向、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指导，帮助学生更好

地融入产业需求，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5) 实习实训体系：教学改革“工作室”构建的环境设计专业，需要建立实习实训体系。通过实习实

训，学生将有机会在企业实践中锻炼环境设计专业技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就业奠定

基础。 
其中最为重要的理念是“产学研一体化”，而要实现这个极为重要的理念，具体的方式方法和途径

也是依据另外一个依据和理念——“实习实训体系”——而需要的“工作室”来达成的。 

5. 系统化实施架构设计 

对照上述的教学改革原因，扎根目前教学的现状，瞄准将要教学改革的目标，本着一切为了学生，

服务于教学质量的改善，服务于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和效果的提升。为实现本教学改革的意义、目的及

价值，故要采用一定的方法方式和策略去落实一定的教学改革具体内容，从而实施本教学改革项目。 

5.1. 战略认知框架 

教学改革要有动力、要有决心、要有恒心，只有这样才能让本教学改革项目执行下去。因此，要求

本研究团队、相关教学领导层和教学管理团队在进行本项教学改革事项之前，首先要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 现实环境设计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分析：要明白如今中国社会环境设计行业对复合型、实践型人才

的需求趋势，传统的单一型、书呆子型人才不再适用于现在的中国社会和未来的中国社会需求，这是本

次教学改革的基本原因。 
2) 现有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严重短板：教学理论与生产实践脱节、教学创新能力不足、大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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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适应性很弱，这是本次教学改革的现实根源。 
3) 国家现行政策对“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些政策有高校呼吁和要

求“双师型”教师、推动和执行校企合作、大力倡导创新创业教育等等)，这是本次教学改革的基本动力。 
4) 要正确把握产学研理念的价值，要充分理解产业、学术和研究这三者协同融通所能达到的功能和

所赋予的能力和作用，再从中领悟产学研三者结合在大学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可行性。 
5) 清晰感受到高校教学工作室模式的优势：这些优势在于：(a) 相关行业生产项目驱动教学、驱动

科研；(b) 场景化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c) 能驱动相关社会、环境及

其他资源整合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5.2. 核心理念定位 

在本项教学改革过程中，始终秉承忠诚的心，严格守护一个核心理念：“产学研三位一体”相互融

合的理念[18]，生产中有学习，学习中有生产，科研中有学习，科研服务于生产，生产提出科研要求，检

验科研的质量、价值及作用，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生产和科研实践，在生产和科研实践中学习，得到知

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提升。环境设计专业相关产业需求驱动教学、学术研究支撑实践、实践成果反馈反哺

产业。实施“真实场景”教学，以企业真实项目为依托，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实现“做中学，学中创”、

“研中学，学中研”、“做中研，研中做”，将科研、教学和生产三者用创新的精神和动劲串联起来，互

相融合为一体，来实现教学目标、完成人才培养任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价值目标定位和锁定：1) 总体目标为构建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导向的环境设计专业“工作室”教学

模式，推动教学改革与行业需求对接。2) 具体目标，从三个方面(教学课程体系、合作模式、)将总体目

标分解为三个具体目标：(a) 探索较好的设计课程体系与行业标准衔接路径。(b) 探索校企合作机制与资

源共享模式。(c) 探索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有效方法、途径及操作方式。 

6. 分层实施体系构建 

基于确立的战略框架，本部分从顶层设计、实施路径、执行方案三个维度构建分层递进的改革实施

体系。 

6.1. 顶层设计原则 

本项教学改革严格坚守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价值取向原则；二是动态适配原则；三是协同创新原则。

这些三大基本原则具体体现在：1) 改变传统的价值取向，转向到产学研一体化上来，真实做到产学研一

体化，落实环境设计行业生产与高校该专业学生教学培养及该专业相关教师科研工作相结合，相互融通，

相互促进，相互交融，互利互助，共同推进，教学产相长，做到校企合作，使得高校与行业合作，教师与

学生协同发展，各种技术赋能于专业学科发展。2) 要准确把握能力导向作为教改指挥棒的方向，要求我

们在本项教学改革中的原则就是要以培养本专业(环境设计)学生的能力为整个导向，学生的能力提升是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也是我们这次教学改革去除没有做到这点的地方，而要改善改良这些地方，

需以真实项目为载体，培养学生设计实践、与教师团队协作和产学研项目管理能力。3) 加强本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的动态适应性，这个动态适应性要体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的机动性和适应时代的动态性，

其中主要指课程的动态适应性，不能太死板，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的

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6.2. 实施路径 

本项教学改革若要执行下去，并有一定的效果，则必须打通四条路径：第一、校企深度绑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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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稳定的合作模式，订单式培养合作模式，企业提出人才需求，定制化开设课程(如商业展陈设计方向、

景观设计方向、室内设计方向等等)。另外一个合作深度绑定方式是项目共研，该方法方式通过校企共同

利益一致，联合申报横向课题，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如旧建筑改造中的节能设计、小区环境优化设计、居

民房屋装潢设计等等)。第二、技术赋能教学创新体系，专业教师必须在教学中应用相关的一些新技术，

如人工智能 AI、BIM 技术、VR 技术和 AR 技术等，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大力促进学

科发展。在本专业教学过程课程设计中要融入最近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如数字化工具

的深度应用，在新型的设计软件和模型中利用 BIM 技术进行全流程协同环境设计。再如在展示阶段利用

现代化的技术 VR 虚拟漫游增强方案体验；在施工阶段，可以采用新技术 AR 来实现设计成果与施工现

场的实时对话和对比。第三、双师型师资培养计划，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专业教师必须具有行业

或企业工作经历甚至要求在具有教师职称的同时具备工程类或艺术类职称，这就要求加强师资队伍的建

设，培养和组建一支强有力的高素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并维持一定数量一定水平的教师作为常备教师

力量；另一种是在课程教学的安排过程中要求一定数量的企业或行业工作人员来执教，也就是必须聘请

一些行业能手作为兼职教师来促进人才培养。第四、加强混合式教学平台建设工作，进行线上线下教学

资源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产学研理念的执行中，学生不可能整个学习过程都泡在学校，需要外出

实践学习、需要参与项目研究等等，所以，死板的线下教室学习是不可行的，故要灵活变通，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需灵活贯通在整个人才培养教学过程中，构建“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建立云端协作系

统，支持远程协同设计与成果的共享和共利互助的局面，在教学方式上和教学资源上均采用“线上 + 线
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6.3. 课程体系重构 

探索重构产学研理念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室”构建下的课程体系建设，其实施进度安排

的时间期限为半年时间，实施对象为北部湾大学陶瓷与设计学院环境设计教研室全体成员，人员安排上

以项目负责人、专业与学科带头人和教研室主任为主。课程体系的设置要兼顾基于产学研理念的环境设

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室”构建下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基于产学研理念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室”

构建下的校企合作新机制。 
本研究所构建的课程体系(表 1)需要以学分动态转换机制为保障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些相关课

程的学生灵活得到相应的学分，企业项目成果可替代传统课程作业，经考核后获得相应学分；另外参与

行业竞赛获奖、专利申报等纳入创新创业学分体系。 
 

Table 1. General construction table of curriculum system 
表 1. 课程体系大致的构建表 

模块类型 内容示例 教学形式 

基础理论模块 环境设计原理、建筑史、材料学 课堂讲授 + 案例分析 

技术应用模块 BIM 建模、VR 场景构建、参数化设计 实验室操作 + 企业工具培训 

项目实战模块 企业委托设计、乡村振兴规划竞赛课题 工作室分组协作 + 企业导师指导 

跨学科融合模块 智能建造技术、生态修复设计、用户体验 校企联合工作坊 + 专家讲座 

6.4. 评价与反馈体系 

教学改革项目执行之后的效果需要综合几个方面来总体评价，有课程教学效果、教师能力水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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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导师水平和参与度、毕业生人才质量、用人单位和社会对本专业毕业生的接纳认可度等等；此外，

在本教改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不正确或效果差的，需要及时得到相关反馈的信息，让本执行教改团队加

以收集、分析和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便真实甚至更好地达到教改目的。故需要构建评价与反馈体系，这

个评价和反馈体系设计为多维度评价主体，这些主体有企业导师、校内教师、学生、用人单位、项目用

户(甲方)，该评价与反馈体系可以用表 2 表示。 
 

Table 2.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system table 
表 2. 评价与反馈体系表 

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 权重 

校内教师 学术规范性、创新性和设计逻辑 40% 

企业导师 方案可行性、技术落地性、行业锲合度 30% 

学生互评 团队协作、贡献度、沟通能力 10% 

用人单位 能力表现、态度表现、和谐度 10% 

用户(或称甲方) 满意度、功能实现度 10% 

6.5. 其他支撑措施 

1) 强有力的校企联合管理委员会。其组成可以有：高校学科带头人、企业技术总监、行业协会专家、

政府代表，其职能有制定培养方案、审核项目资源、评估教学成效。 
2) 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成绩、成就和成果，需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在校

企协议中要明确成果归属(如设计版权归属企业，而教学案例归学校所有等等)。此外，在经费的支持上，

要求企业提供项目经费而学校提供配套相应的教学资源。 
3) 强化教师实践经历要求。要求这些相关专业的教师每年参与企业的实践不少于 3 个月，设立“产学

研”成果专项考核指标，并与年轻教师、低职称教师的职称晋升直接挂钩，以促使年轻教师投入该机制中。 
4) 动态优化贯穿全程。在实际操作运行中，要根据时间的推移和实践检验结果而不断调整，不断优

化。每个学期要收集相应的信息，如学生评教信息、校企互通信息、师生交流信息、社会企业行业反馈

和交流信息等等，根据这些反馈和交流信息来不断调整和优化相关机制。 
5) 加强企业导师“学术化”引导工作。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邀请企业专家、行业能手参与教学大纲的

修订，听取他们的意见，把握用人单位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对能力与技术的偏好，从而针对性地修

订人才培养方案，并联合发表行业白皮书或技术标准等等。 
6) 构建风险规避与保障机制，进行风险预警。对于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的情况，通过相关中央与地方

的政策激励(如税收减免)和荣誉授予(如产教融合示范企业)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让企业重新燃起激情和

唤起动力参与进来。加强制度保障，出台相应的《工作室运行管理方法和措施》来明确校企权责，以及

发布学生安全和设备使用管理等相关条例和细则。此外，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设备维护、企业导师津贴

补贴、学生项目孵化等等。 

7. 结语 

本教学改革项目虽刚起步，但本着上述的一些基本原则、理念、策略及操作措施，具有一定的创新

性。基于产学研理念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室”构建将改变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指导思想；提倡学生参与、体验、亲身实践、独立思考、合作探究，从而实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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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转变和教学理念的转变，代表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趋势。 
本教学改革项目实际操作在一步一步艰辛地执行着，虽然工作只是刚开始一年不到，但可以预见具

有以下成效，会达到相应的目标，解决相应的问题。 

7.1. 预期取得的直接成效 

1) 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亲自参与岗位工作实习，获取技能，提升自我价值； 
2) 打破传统的师生关系，倡导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与教师教学的启发性有机结合； 
3) 打破传统“一考定成绩”的考核方式，将学生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全过程。 

7.2. 预期取得的研究目标 

1) 制订基于产学研理念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室”构建方案； 
2) 与企业合作成立相关岗位职业工作室； 
3) 建立高效、良性、可持续的工作室运营机制。 

7.3. 预期解决关键问题 

1) 基于产学研理念的环境设计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 
2) 北部湾大学环境设计工作室长效运作、管理、考核、激励机制的建立。 

基金项目 

北部湾大学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于产学研理念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室”

构建”(项目编号：2024JGA018)；2023 年度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民族地区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乡村振

兴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ZJY1880)；2024 年度广西学校安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高校来华

留学生所致安全隐患防范机制”(项目编号：GXAW2024B016)；滇黔桂边革命老区人文精神与社会发展

研究基地暨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2022 年度开放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2JD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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