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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对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整体部署，其强调要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

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而设计思维是一套利用创造性设计流程来解决传统问题的规范化框架。因此，

本研究以乐山师范学院动植物检疫专业为例，以期将设计思维有效融入高等教育教学课堂，利用设计

思维的项目制教学完成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从而促进学生创新能力以及解决社会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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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deployment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form, it emphasizes the need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mote higher 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for college grad-
uates. Design thinking is a standardized framework that uses creative design processes to solve tra-
ditional problems.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the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major at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design thinking into higher edu-
cation teaching classrooms, use project-based teaching of design thinking to complete professional 
practical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promo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ability to solve practi-
cal problems in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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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5 年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了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整体部署，提出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

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1 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

导意见》中进一步要求，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当前，高校在以“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为代表的系列赛事活动中，为提升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均积极开展了“双创”基础教育，营造了“双创”教育氛围。但学生项目或创意往往与专业脱节、

与市场需求脱节，缺乏实践基础和应用验证，暴露出我们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痼疾。 
本研究将设计思维融入项目教学活动并应用到高校动植物检疫专业的课堂中，在实践的基础上对项

目教学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总结，以期为其他高校在实施项目教学活动时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方案和建议，

为动植物检疫专业教学实践提供一个可借鉴的参考样例和实际教学范本，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创新性解

决问题的能力。 

2. 设计思维概述 

思维是具有意识的大脑对客观事物所做的一种反应[1]。一般思维往往依赖于思维的惯性，凭借直觉、

经验做事，使得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跳过分析问题的过程，直接聚焦于问题的解决方案。一般思维的

思考模式下，往往会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出现唯个性化、思维固化等问题。 
而设计思维是一套用创造性设计流程解决传统商业问题的规范化框架。其本质是一种平衡商业效益

有效性与设计价值创新性的思维方式。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通过搭建跨学科团队，用流程化、沉浸

式的教练方式；营造勇敢、活跃的团队气氛，形成跨界人才相互连接的创新氛围，创造了诸多商业与社

会领域的变革奇迹，其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Owen 通过绘制概念图来展示设计思维的本质(见图 1) [2]。横坐标为分析/综合轴，它按过程(即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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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工作方式)对专业进行分类。轴左侧的专业更关注于发现或探索；右边的专业则与制造和发明有

关。纵坐标将概念图垂直分为两半，上半部分的专业更关注抽象的、象征性的世界，以及使人们能够

操纵信息、交流和共同生活的制度、政策和语言工具。下半部分的领域涉及现实世界以及管理物理环

境所需的人工制品和系统。 
 

 
Figure 1. The essence of design thinking 
图 1. 设计思维的本质 

 
这种专业划分产生了四个象限。第一个是分析/抽象，这些专业具有高度的分析性，其内容更具象征

性而非真实性，例如科学。第二象限是综合/抽象，它包括与抽象内容和综合过程广泛相关的领域，例如

法律，这一象限的大多数学科都关注法律的制定。第三象限是分析/真实，在内容尺度上涉及现实，在过

程尺度上具有很强的分析性。例如医学，因为它高度关注人类健康的实际问题，诊断过程是其主要重点。

第四是综合/真实，涉及设计等领域，包括合成过程和真实内容。 
在这个映射(用圆圈表示)中，设计属于第四象限，因为它是高度综合的，并且强烈关注现实世界的主

题。此外，由于设计学科涉及沟通与符号，所以带有一些抽象的特征，并且由于设计需要分析来进行综

合，因此也有一个分析组成部分。 
从广义上讲，设计思维被描述为“作为一个有意开发或发明新颖解决方案的设计师”接近世界[3]。

设计思维模式适合于解开不明确、模糊和非线性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问题和解决方案可能会共同发

展。设计过程中的同理心和开放、好奇的态度是这种设计思维的核心，尤其是以人为本的设计价值观和

实践。 

3. 专业实践中应用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的必要性 

在当前高等教育的培养过程中，本科生需要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而不是“被说教者”，需要

从学生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设计相关课程开展专业实践，利用不同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

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过去让学生仅仅再现专业知识的教学模式已经过时，专业实践的改革迫在眉睫。 
在高等教育背景下，设计思维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以支持跨学科和网络学习，并帮助学生毕业时具

备应对不同工作场景变化的实际问题[4]。如今，设计思维已经成为设计、工程和商业领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同时它对 21 世纪的跨学科教育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它涉及到创造性思维来产生问题的解决方

案。在国内，设计思维在学术上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其在商业领域中的应用。因此针对教育滞后的现状，

有必要在国内开展设计思维推广教育工作。 
项目制教学体现的是以学生为中心，利用真实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产出“有形”产品，而设计思维

则是以“人”为根本，一切设计围绕人的需求和认知心理而展开，培养学生的共情与动手能力[5]。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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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将二者有效结合运用于高等教育本科生专业实践过程中，可以较好协助培养学生的同理心，深入

了解真实情境的具体问题，促进学生设计思维发展。 

4. 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设计原则 

根据设计思维及项目制教学的研究分析，发现二者的核心理念大致相同，均强调真实情景、小组合

作、生成作品。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通过在真实开放的情景中学生自主思考，构建原型生成作

品，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本研究认为基于设计思维

的项目制教学设计原则有以下几点： 
(一) 专业性原则 
专业教育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没有专业背景，学生既缺乏创新的能力也没有创业的优势[6]。在

专创融合的背景之下，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设计强调专业性，无论是案例教学还是实践培训，均需要

以学科专业知识为基础。乐山师范学院动植物检疫专业以专创融合共育高技能职业人才为目标，修订改进动

植物检疫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不断优化，构建了培养学生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应用创新能力的课程体系。 
(二) 以真实情景为导向原则 
设计思维是生成性的，可以通过问题的解决过程不断得到强化。与一般的学习活动相似，设计思维

也离不开真实的问题情境，并在问题的具体解决过程中才能够得到体现[7]。建构主义的学习方式，强调

了知识是蕴含于真实的项目中，学生需要借助项目的完成来达到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通过对真实

的案例进行分析，建立了课本上的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同时，设计思维在概念上的要求很高，

使用具体的例子可以帮助学生在真实情景下体验这种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过程。 
(三) 以学生为主体原则 
我国新课改之后的教学活动摒弃了之前“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均强调以学生为主体，高校的课

程更加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全程学习活动，强调学生

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作为辅助者，在学生遇到困难时适当给予点拨和指导。教学

活动中的教师和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教师为学生提供问题情景或项目主题，学生根据特定的情景进行

自主探索，是学习的主体和主人。通过“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自主学习、探

究学习，充分掌握专业知识，发展专业技能，同时还可以培养自主探究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四) 实践性原则 
动植物检疫学科专业特性决定了这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学科。将设计思维教学模式引入教育实践，可

以帮助学习者有效组织思想和行动，通过让学生积极参与开放性实践活动，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帮助学

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校企合作的实践模式使人才培养更加贴

合企业岗位需求，充分发挥学校的学术资源和企业的实践资源，实现学生、学校、企业三方共赢的良好

态势。参加专业技能比赛的实践模式也能更好地提高学生技能操作水平，契合社会需求，提升大学生就

业竞争力，培养更多更好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5. 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活动要素设计 

通过应用设计思维，实践课中“实操”、实践基地“实战”能够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不

断在实践中自我学习、完善以及提高自身的认知和技术能力。采用项目制教学，学生为了成功地完成 PBL
项目，必须整合各学科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与团队配合来解决各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进行的

探究、沟通、创新和协作等行为，是传统教学模式无法触及的，也正是通过这些行为，才使得学生的综

合素质有全方位的提升，也使其更好地适应企业各岗位工作技能，快速胜任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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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活动要素设计可以设置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项目主题的选择：选择一个与检验检疫相关的主题，例如：水中离子检测与分析，半成品酸碱滴

定检测，成品微生物控制等。 
2. 设计问题：明确一个具体问题，鼓励学生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解决问题。如提高微生物检测速

度及准确性、针对微生物异常进行控制等。 
3. 团队合作：项目主旨通过解决现场的问题从而提升同学的专业能力。可以采用 8D 分析法的前六

个工作步骤来开展团队合作。 
1D. 问题定义(现象)——问题界定后会成立项目小组，组长及解决问题设计的专业模块的成员参与，

进行分工。 
2D. 现状分析——采用 5W2H (Why, What, Where, When, Who, How, How, much)的方式、3 现场(现

场、现物、现实)原则进行情况了解。 
3D. 初步原因分析与拟定暂时对策——由组长组织成员进行头脑风暴、采用鱼骨分析法、why 分析

法找出可能引起差异的原因。 
4D. 实施真因分析与验证真因——针对可能的原因进行验证找出真因。 
5D. 列出选定及验证永久对策——真因对应的解决方案的验证。 
6D. 执行永久对策及效果确认——标准化管理。 
4. 设计过程：引导学生运用设计思维进行项目实践活动。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需求调研、信息搜

集、数据分析、方案设计、实施和评估等多个环节，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可以秉持 16 字原则进

行指导：我做你看、我说你听、你做我看、你说我听。我做你看是管理者先要做示范给员工看，身教大于

言传；我说你听是员工先看你做完以后，管理者要耐心地讲解一遍，告诉员工为什么要这么做，甚至还

要告诉他错误的做法；你做我看是让员工做一遍给你看，检查培训结果，在做的过程中进行纠偏；你说

我听是让员工在做完以后再口述一遍是怎么做的，从中发现问题予以纠正。 
5. 实践环节：通过前往校企合作单位实地考察、实验室操作等形式，使学生亲身体验实践活动，并掌握

操作技巧。例如，学校和企业建立的专业实践基地可以支持学习方式的旺季顶岗实习(暑期 7~8 月)，学生在

企业里可以掌握实验室操作、相关仪器检测原理学习，在岗位上完成具体的任务，并且理解工作任务交付的

时间、质量要求。专业实践基地也会将该岗位的工作内容制作一个学习清单、学习地图，以此为导向让学生

系统进行学习。最后会对学生的实习效果采用周期评测进行考核：每月对学习内容、操作内容进行检测。 
6. 成果展示：要求每个小组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汇报。报告应包括对问题的分析、解决方案的设计

和实施过程、数据分析结果、项目方案的收益情况、经验总结和对未来改进的建议等。 
7. 反思评估：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项目实践活动进行反思和评估，收集学生对整个过程的感想和意

见，了解他们对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并针对性地提供反馈和指导。 

6. 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评价 

设计思维的培养具有情境性，因此在教学中可以使用适合具体情境的评价工具。基于设计思维的项

目制教学评价可分为学生的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除了在项目教学过程中的定性评价外，还可以通过量

表的方式进行定量评价。 
Blizzard 在 2015 年设计了一款设计思维特征自我评价量表(见表 1)，用于高等教育中学生设计思维能

力的评价。通过对调查数据应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回归模型，将其中 9 个问题映射到设计思维的五个相

关特征：协作、实验主义、乐观、寻求反馈和综合思维。单凭调查问题并不能完全确定设计思考者的定

性特征，但这九个问题能够基本探索设计思维特征和其他变量之间的联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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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elf-evaluation scale of design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表 1. 设计思维特征自我评价量表 

问题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完全同意 

1. 我从那些与我观点不同的人那里寻求意见      

2. 我确定不同课程主题之间的关系      
3. 我对项目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以找到一个在解决问

题时具有最大影响的解决方案      

4. 当问题解决时，我关注问题之间的关系      

5. 我个人可以为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      

6.我所能做的一切都不会让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事情变

得更好      

7. 我寻求个人改进的反馈和建议      

8. 我希望获得多个领域的一般知识      

9. 我经常向同学学习      

 
教师评价量表由教师评分，相对客观、操作简单。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可采用 Shively 所制定

的设计思维模型量规(见表 2)，该量规以斯坦福设计思维模型为基础，并嵌入创造性思维技能和批判性思

维技能。将学习者分为新手、学习中、专家三个层次，依据学习者各个阶段的表现提供细化指标，便于

教师评价学生设计思维的全过程[9]。 
 
Table 2. Design thinking model rubric 
表 2. 设计思维模型量规 

 初学者 进阶者 专家 

共情 

没有充分收集数据；数据

可能没有清晰地呈现或没

有仔细地分析或合成；数

据只代表学生的观点。 

通过访谈、观察、有目的地

参与或研究来探索；展示

发现，但没有完全综合各

种来源。 

通过深入的访谈、观察、有

目的地参与或研究，积极

而审慎地考虑最终需求；

综合了多种类型的数据来

表示不同的观点。 

解释 

提出了有限的方法来分析

项目；在没有解释的情况

下随机选择问题；问题陈

述过于宽泛，无法指导后

续阶段；很少有证据表明

从共情阶段收集的数据被

考虑在内 

考虑了几种分析项目的方

法；选择问题陈述，并解释

自己的选择辩护；问题陈

述可能过于宽泛，无法指

导后续阶段，或者可能没

有纳入从共情阶段收集的

数据 

考虑了多种方式来分析项

目；设计师将从共情阶段

获得的知识整合到问题陈

述中；学生仔细选择问题

陈述来固定他们的工作，

并可以解释他们的选择；

问题陈述是有意义的和可

操作的；问题陈述为下一

个阶段提供了结构； 

制定方案 

考虑了几个不同的想法作

为项目的潜在解决方案；

能够详细阐述他们的一个

想法，并捍卫他们将使用

哪个想法来开发他们的原

型。 

考虑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想

法作为项目的潜在解决方

案；能够详细阐述他们的

一个想法，并阐释他们将

用来开发原型的想法。 

考虑了许多方法来开发解

决方案；提出了独特而灵

活的想法来满足特定的需

求；能够详细阐述他们的

一些最好的想法，并捍卫

他们将使用哪个想法来开

发他们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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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试和改进 
记录了设计、实验或模型

的一些迭代、更改和调整；

对最初的想法感到满意。 

记录了设计、实验或模型

的具体迭代、更改和调整；

在整个过程中继续阐述或

调整最初想法。 

记录了设计、实验或模型

的深入、具体的迭代、更改

和调整；在整个过程中继

续阐述或调整最初的想

法；使用从真实受众那里

收集的实际数据来做出积

极的改变。 

反思 

简要回顾设计过程中遇到

的挫折或成功；反思包括

对未来探索的一个想法；

忽略了用具体的证据来支

持他们的思考 

通过解决项目的一些挫折

或成功来反思设计过程；

反思包括未来的探索途

径；为这些思考提供了一

些证据。 

通过具体解决项目阶段、

挫折、流程和产品的改进

以及未来的探索途径，对

设计过程进行了深思熟虑

的反思；为反思提供了有

效的证据。 

 
新课程改革以来，单一评价转变成了多元化的评价，不仅要求教师对学生做出评价，还要求学生之

间互评以及自我评价，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制教学活动中，评价不应只是

出现在交流评价一个环节，只对学生的作品进行最终评价，需要将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有机结合起

来。通过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结合、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结合的方式，

从多方面进行评价与反思，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设计思维和创新能力。 

7. 总结与展望 

在项目教学实践中，教学工作者能发现在实践活动中存在不足，但并没有掌握如何完善项目教学的

方法，不能引导学习者更好地完成课堂任务，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0]。将设计思维的理

念、特征融入项目教学中，能够达到完善项目教学的效果。同时，当设计思维更好地融入整体学科设计

并与学科专业知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教师也会更重视设计思维。学生和教师都越来越需要“像设

计师一样思考”，以在复杂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为了应对未来的社会需求及挑战，在高等教育中，将设计思维运用于课程教学中进行实

践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支持设计思维作为教学实践，以创造适合我们知识时代复杂、网络

化问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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