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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杜航  孙琪 

（晋中信息学院  山西晋中  030800） 

摘要：新文科理念在科技革命升级过程中应运而生，强调学校应在教学中整合课程教学资源，加强课程教学之间的联系，进一
步完善课程教学内容。现如今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构成设计是重要的基础课，对基础教学有着较大意义和作用。但是在构成设
计课程教学中还存在教学理念、方法有待创新等相关问题，进而对课程教学和学生学习带来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学校结合新文科
背景分析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现状、价值，并从注重课程和后续专业课程融合、课堂训练运用新材料核心技术等改革与实
践策略出发，提高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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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Course "Composition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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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upgrading, emphasizing that schools should 

integrat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sources in teaching,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ontent. Nowadays, in the teaching of art and design majors, composition design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ole in basic teach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related issues in the teaching of composition design courses, such as the 
need for innovative teach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which ca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ourse teaching and student learn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school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value of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omposition design cours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and to start from reform and practice strategies such as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courses and subsequent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applying new material core technologies in classroom trai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effect of composition desig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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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文科背景下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现状仍不乐

观，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
践中，为提高实际的教学改革效果，需要围绕新文科背景，促
进构成设计课程教学与其他课程教学的融合，从而提高实际教
学效果。并且在新文科背景下改革与实践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有
利于构建跨学科交叉知识体系，为学生带来不一样的教学环境
和体验。 

一、新文科背景下《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现状 
通过分析和调查发现，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问题

主要从以下三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未能和
后续专业课程紧密衔接。不少学校在构成设计课程教学中的针
对性不足，未能真正将该课程教学落实到位，实际的课程教学
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际专业方向，甚至未能和人才培养的需
求与目标有机融合，其中构成设计课程教学和后续专业课程缺
乏紧密衔接是主要表现。而且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还是沿用相对
落后的传统教学形式，未能及时分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然后
围绕实际目标设置构成设计课程。教师在教学中还只重视基础
课教学，未能加强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的紧密衔接。从而就使
得很多学生缺少在后续专业课程学习中灵活使用构成设计知识
的能力，造成构成设计专业基础课无法更好地服务后续专业课
程，最终影响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效，还很难将专业课
程体系中构成设计课程教学应有的作用体现出来。其次，课堂
训练中未能有效运用新材料和新技术，实际教学与训练方法相
对单一，忽略技术和艺术之间的有效融合。当前一些学校在构
成设计课程教学中还是继续应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未能结合新
文科背景与互联网时代同步发展。并且在课堂训练中没有及时
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对学生展开教学，技术和艺术之间缺少充
分的融合。比如，在平面构成练习过程中教师还是让学生运用
手绘方式，未能加强互联网时代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并且
学生需要运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课堂训练与作业，缺少

对学生创新和色彩搭配能力的有效训练。除此之外，在艺术创
作中材料和工艺会对其带来很大影响，因此在实际的教学和课
堂训练中需要促进技术与艺术之间的融合，还要使用丰富多样
的材料和工艺展开教学。由于部分教师未能有效使用丰富多样
的材料、加工工艺来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所以就使得很多学生
制作出来的作品多样性不足，不能获得更为理想的学习成效，
最终影响学生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还会对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
革与实践带来很大制约。最后，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中未能加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充分融合。当前在新文科理念引
导下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和实践需要提升校企合作教学深度
与力度，推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融合。但是部分学校在实际教
学中还是运用以前固有的教学方式，整个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
教师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和知识点进行讲解，学生在学习期间
相对被动。并且教师还会对学生进行示范引导学生展开相应的
创作和临摹练习，未能及时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体现出来。而
且该教学方式对理论教学十分注重，对实践教学缺乏重视，这
就造成理论脱节实践，影响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与此同时，
一些学校未能发挥校企合作平台优势将丰富多彩的实践机会提
供给学生，这就导致一些学生在构成设计课程教学结束以后不
知道自身所学知识的用处，以及在未来工作和时间过程中怎样
运用，造成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阻碍学生的未来就
业和发展，进而不利于学校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中更
好践行和落实新文科理念。 

二、新文科背景下《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价值 
（一）有利于构建跨学科交叉知识体系 
新文科理念是在科学技术不断改革和发展之下形成的，该

理念中强调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充分融合，在教学中重点促进学
科之间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与渗透。而且有效将文科和理科之
间的学科障碍打破是新文科的重要目的，还进一步将传统文科
专业之间局限性的突破当作主要目标。事实上，构成设计课程
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交叉学科性质，其中主要在设计学和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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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体系充分融合的方面体现出来。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技术被
广泛运用在构成设计课程教学和知识谱系中，比如在信息技术
不断发展之下的虚拟现实技术、互联网技术等。这种情况下就
使得构成设计课程在教学中展现出了文科和理科融合的特性，
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有利于更好落
实文科和理科融合的特性，推动构成设计课程教学创新发展，
有利于构建跨学科交叉知识体系，实现课程教学与时俱进发展，
进而提高学生在构成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学习能力和素养。 

（二）有助于契合社会产业市场的需求 
基于新文科背景改革与创新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有助于契合

社会产业市场的需求，尤其是社会产业市场发展中对构成设计
专业方面的人才需求。新文科十分注重社会服务性和应用性，
这方面与传统文科特性相比具有较大区别。并且在新文科建设
过程中强调实际的建设工作需要和国家新一轮科技革命等进行
交叉融合，还需要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相契合，
有效体现出其建设接地气的特点，不断解决网络时代背景下人
类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法律、道德等关系问题，进一步推动社
会的有效发展与创新。在艺术设计专业的构成设计课程教学中，
该课程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其中不仅包含设计学、艺术学等相
关知识，还涉及市场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而且除了十分重视
使用技巧以外，还需要与商业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与需求相顺
应，让企业的相关需要得到满足，可以最大程度地将社会发展
中的实际问题解决。从这方面可以了解到，在新文科背景下改
革与实践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是契合社会产业市场需求的有效方
式，推动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发展。进而培养出更多社会所
需的人才，提升构成设计课程教学在人才培养和育人方面的整
体效果。这样也有利于使学生在契合社会产业市场需求的构成
设计课程学习中获得更多知识与技能，帮助学生未来有效就业。 

三、新文科背景下《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策略 
（一）注重课程和后续专业课程融合 
艺术设计专业后续的课程都会与构成设计教学中的创意思

维、形态造型等知识有所关联，所以，为推动后续专业课程教
学有效开展，教师就需要在构成设计教学过程中重视及课程之
间的融合教学，积极在教学中引入艺术设计的案例和具体实训
项目，真正推动基础课和后续专业课程之间的有效衔接、融合。
第一，教师在将构成设计基本理论知识传递给学生的过程中可
以向学生讲解与艺术设计有关的一些案例、知识。如此一来能
够让学生在刚刚学习构成设计知识时就可以和艺术设计专业之
间有机融合，进一步提高学生将构成设计课程和后续专业课程
融合的意识与积极性。并且这种融合的教学方式也比较契合新
文科理念，可以达到全面培养学生的效果。例如，教师在向学
生传递平面构成的重复、发射等构成法则过程中，就可以将室
内设计中的墙面装饰等案例融入到教学中，然后全方位分析相
关案例。进而让学生可以确定该课程的主要学习目标，还有该
课程在学习过程中和后续所学课程之间存在的一些关系，从而
使学生达到知识灵活运用的目的与效果。第二，教师在课程教
学中可以适当进行实训练习，并且在练习期间根据相对简单的
艺术设计实训项目培养学生，为学生选择更加适合学习和发展
的构成设计课题，让学生可以更好将所学知识和后续专业课程
进行融合，提高学生学习水平和效率。例如，在练习平面构成
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所学的相关构成要素将座椅方
案设计完成，也可以在课堂中有效引入居住空间的相关手绘墙
项目，将与某项目具体尺寸有关的墙面提供给学生，推动学生
展开设计方案的有效创意，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和发展。 

（二）课堂训练运用新材料和新技术 

在新文科理念引导下，构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需要
加强课堂训练运用新材料和新技术。一方面，教师需要结合技
术和艺术的结合是构成设计重点与核心内容的这一情况，重视
学生思维和实践之间的有效结合。在课堂训练过程中采用新材
料、新技术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进行有效培养，推动学生
的全面发展。例如，在对平面构成进行练习的过程中，教师就
可以让学生采用手绘和电脑有机融合的方式增强制作效果，并
且对电脑适当地运用来为设计提供辅助也可以提高作业效率。
如此一来就有利于使学生在创意构思方面集中更多精力与时
间，帮助学生快速形成创新与创造思维。另一方面，在对立体
构成进行练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不同材料与工
艺展开相应的设计和创意。例如，可以对不同品种的纸张进行
选择与运用，也可以结合生活中存在的相关材料，提高新材料
的运用效果。并且结合不同的加工工艺将丰富多彩的构成设计
作品创作与创造出来，进而推动学生的学习。 

（三）提升校企合作教学深度与力度 
目前在各个学校广泛运用校企合作教学的环境下，构成设

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需要采用提升校企合作教学深度与力度
的方式促使课堂教学中企业实际项目的应用与引入，让课堂教
学和学生具体实践方面有机融合。在实际的教学改革中，学校
可以构建校企合作的校外实习基地，不断将丰富的场地和设备
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展开相应的实训，进一步达到理论和实践
融合教学的效果，促使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例如，学校
可以提高和装饰企业之间的合作教学深度与力度，积极在构成
设计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引入手绘墙等项目，鼓励学生充分设计
相应的方案，也可以带领学生去往施工现场参与方案的落实和
实施。从而使学生在有效体验和感受的过程中充分了解工作氛
围，获得实践方面的乐趣，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让学
生更好地在实践当中运用所学知识，令学生通过实践实现多元
化能力的提升，更好彰显出新文科理念优势和价值。 

结语 
在改革构成设计课程教学中，需要注重该课程和后续专业

课程之间的融合，进而更好实现对学生的有效教学与培养。还
要实现课堂训练运用新材料、新技术的目标，多方面提升校企
合作教学深度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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