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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推动下的设计学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创新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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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智化浪潮对设计教育提出新要求，传统实践教学模式面临技术脱节、跨学科能力不足等挑战。本研究旨在探索数智技
术赋能下的设计学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创新路径，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及产业变革的复合型设计人才。基于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与
实证调查，提出“技术融合—平台重构—生态协同”三位一体的创新框架：首先，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融入设计实践；其次，搭建虚实联动的数字化实践平台，通过 VR/AR 仿真、云端协作工具等数智化技术手段优化教学场景；最
后，推行校企协同的实战化项目，结合企业真实需求与竞赛孵化机制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通过数据驱动的动态评价体系与“学
术+技术+产业”三栖型师资培养，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与综合素养，为设计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研究探索方向与
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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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智技术推动社会快速全面革新，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对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教育模式等方面
都带来深刻影响。最近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
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中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教
育数字化战略，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
势，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
性教学的有效途径，主动适应学习方式变革，促进人工智能助
力教育变革[1]。AIGC 等数智化技术改变了传统设计作品产生方
式，给设计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设计对象、设计方法、设
计工具、设计思维等方面带来深刻影响，促使设计从业者和设
计教育者不得不开始反思，数智时代下的设计师应该具备怎样
的素质，以及如何培养能够适应数智时代发展的设计人才。设
计学类专业的应用属性决定了实践教学在其专业教育体系中的
重要位置和作用。探索数智时代背景下设计类专业实践教学模
式的创新路径，对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设计人
才具有重要意义。 

一、设计类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国内在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发展方面速度卓越，高校设

计教育随之快速响应做出了积极探索改革。部分资源相对优厚
的高校设计学院陆续开设了相关课程，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技术在设计教学中的应用，并结合校企合作真实项目提升师生
实战能力，如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开设“数字创新设计”课程，
湖南大学开设“智能设计方法”课程，武汉理工大学开设“智
能科学与设计”课程等。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和特赞信息科
技联合发起成立“设计人工智能实验室（Design A.I. Lab）”，阿
里巴巴“鹿班”智能设计平台也被用于教学，为设计教育的数
智化转型升级探索了道路。然而，更多的普通高校相对资源有
限，在数智化赋能设计实践教学研究方面相对较为薄弱，更多
还停留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开展着资源有限效率较低的教学活
动。 

国外设计教育以技术赋能与跨学科融合为核心，形成了多
元化的实践教学模式。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开设
“Design for AI”课程，将人工智能与设计结合，培养数据驱动
设计能力；斯坦福大学“d.school”通过项目制学习，围绕真实
问题开展团队协作，强化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德国包豪
斯学院开创“产学研结合”模式，注重工业技术与艺术设计的
融合，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利用虚拟现实（VR）等技
术构建沉浸式教学环境，提升空间感知与创新能力。此外，智
能化设计工具（如 Autodesk 生成式设计工具）的普及，进一步
推动实践教学的技术化转型。这些探索强调教学与行业需求的
紧密结合，通过校企合作、前沿技术应用等方式，系统性培养
学生的综合能力。 

国外实践教学更注重技术深度整合与系统性培养，而国内
在政策推动（如“新工科”建设）下逐步缩小差距，但仍需优
化校企合作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并提升技术应用水平。未来需
结合本土需求，构建“政校企社”协同育人模式，推动实践教
学向数智化、综合化转型。 

二、数智化带来的挑战与机会 
1. 教学模式转型：单向输出与多维交互的博弈 
传统设计教育以教师单向讲授为主，缺乏动态互动与个性

化引导。学生依赖课堂知识灌输，难以适应数智时代对自主学
习与创新思维的需求。数智技术推动教学模式向“人—机—云”
三位一体转型，例如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
构建沉浸式课堂，学生可通过智能平台实时互动、回看录播课
程，实现“泛在学习”与个性化资源匹配。清华大学等众多高
校已通过智慧教室与在线平台优化教学体验，提升知识吸收效
率。 

2. 课程体系重构：学科壁垒与交叉融合的冲突 
传统设计课程体系固守单一学科边界，难以应对数智化对

跨学科能力的要求。例如，艺术设计类专业在数智背景下需融
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但现有课程教学内容及手段大多滞
后于技术发展。高校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课程群建设推动
学科交叉，如南开大学开设“人工智能与创新”通识必修课，
同济大学开发《线性代数及其应用》等融合计算机技术的教材，
将生成式 AI 工具（如 Autodesk）引入设计实践，培养复合型人
才。 

3. 实践教学创新：资源匮乏与技术赋能的平衡 
设计类专业实践教学长期面临实验室设备不足、校企合作

松散、实践方式单调等问题，大部分高校设计专业学生缺乏真
实项目经验。数智技术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室、智能设计平台（如
阿里巴巴“鹿班”）重构实践场景，重组实践资源。例如，英国
皇家艺术学院（RCA）利用 VR 技术模拟空间设计环境，浙江
大学通过校企合作引入企业项目，提升学生实战能力。生成式
AI 工具（如 Midjourney）还可辅助设计原型开发，缩短创意落
地的周期。 

4. 师资能力升级：传统经验与数智素养的迭代 
部分教师对数智技术接受较慢，理解应用能力不足，只有

少数可以熟练使用智能教学平台，难以满足数智时代对教师“学
术+技术+艺术”的“三术型”数智素养需求。教育部已在大力
推动教师数字素养标准化，要求教师掌握数据分析、智能工具
应用等能力。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通过“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
伍”试点项目，培养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并鼓励校企联合培
训，提升教师产业对接能力。教育部也通过协同育人项目申报
等方式将企业和高校联动起来，开展师资培训等促进师资能力
升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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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企协同深化：产教脱节与生态共建的矛盾 
传统校企合作多流于形式，合作过程存在教学管理、教学

组织、保障条件、考核评价等多方面实际困难和问题，多存在
企业需求与教学内容错位的境况，导致实践效果一般，学生就
业后仍需较长时间适应岗位。数智化推动“政校企社”协同育
人机制，如南开大学以“突破卡脖子技术”为目标，与字节跳
动等企业合作开发 AI 产品，培养实战型人才。上海杉达学院通
过数智化教材与产业项目结合，构建“学研产一体化”平台，
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 

三、设计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策略 
1. 构建“跨学科融合+数智赋能”的课程体系 
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将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数

智技术深度融入设计课程，构建“设计+技术+商业”的跨学科
知识框架。 

（1）课程重组：开发“智能产品设计”“数据可视化设计”
等新型课程，例如同济大学将生成式 AI 工具（如 Autodesk）引
入工业设计课程，实现参数化设计与智能优化。 

（2）技术赋能：通过 VR/AR 技术模拟真实设计场景，如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利用虚拟现实构建沉浸式空间设计
教学环境，提升学生的空间感知能力。 

（3）学科交叉：联合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学科，开设“人
机交互设计”“用户体验研究”等课程，培养复合型设计人才。
清华大学“数字创新设计”课程引入机器学习算法，指导学生
通过用户行为数据优化产品原型设计，实现“设计—验证—迭
代”全流程数字化。 

2. 搭建“虚实结合+动态交互”的数字化实践平台 
利用虚拟仿真、云端协作等技术构建虚实联动的实践教学

场景，解决传统实验室资源不足、场景单一等问题。 
（1）虚拟实验室建设：部署智能设计平台（如阿里巴巴“鹿

班”），支持学生在线完成设计建模、渲染与协同开发，例如浙
江大学通过校企合作搭建“设计+科技”实践平台，接入企业真
实项目数据。 

（2）云端协作机制：利用 5G 网络与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地
域团队协作，如珠海中大附中与中山大学超算中心合作，通过
云端平台实时共享设计资源与学情分析数据。 

（3）动态资源库：建立或接入开放式数字资源库，整合全
球设计案例、专利数据库及开源工具，支持学生按需调用与二
次创作。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通过 VR 技术模拟城市更
新项目，学生可在虚拟环境中测试设计方案的环境影响与可行
性，降低实体模型制作成本。 

3. 推行“项目驱动+校企协同”的实战化教学模式 
以真实产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校企联合项目、竞赛孵化等

方式，强化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实战能力。 
（1）企业命题制：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如智能家居设计、

新能源汽车设计、数字化文创产品设计等），要求学生从需求分
析到交付全程参与，例如同济大学与字节跳动合作开发 AI 驱动
的产品设计项目。 

（2）竞赛与孵化结合：组织学生参与“红点设计奖”“全
国大学生智能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中国国际
创新大赛”等赛事，优秀作品通过校企联合孵化平台推向市场。 

（3）双导师制：聘请企业设计师与高校教师共同指导项目，
例如上海杉达学院通过“学研产一体化”模式，实现产业经验
与学术理论的深度融合。珠海中大附中与中山大学超算中心合
作开展 AI 编程教育，学生通过企业级平台完成智能产品开发，
优秀成果直接对接企业需求。 

4. 建立“数据驱动+多维反馈”的动态评价体系 
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从“单一结果评价”向

“过程—能力—成果”多维评价转型。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推
动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的 OBE 理念更好融入

实践教学。 
（1）学情画像系统：通过智能平台记录学生设计流程、协

作效率与创新点，生成个性化能力图谱，例如 MIT 的“Design for 
AI”课程利用数据分析工具量化学生的创意实现能力。 

（2）多主体评价：优化以任课教师为主体的传统课程评价
方式，引入企业专家、用户群体参与作品评审，例如阿里巴巴
“鹿班”平台通过 A/B 测试评估设计方案的商业价值与用户体
验。 

（3）即时反馈机制：利用 AI 算法实时分析设计缺陷并提
供优化建议，如 Autodesk 生成式设计工具可自动推荐结构优化
方案，缩短设计迭代周期。上海财经大学开发精准思政教学平
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设计作品的社会价值与伦理合规性，
辅助教师进行综合评价。 

5. 培育“数智素养+跨界协作”的师资队伍 
提升教师数智技术应用能力与跨学科教学视野，构建“学

术+技术+产业”三栖型师资团队。 
（1）校企联合培训：组织教师参与企业技术研修（如 AI

设计工具操作、数据可视化分析），例如教育部已先后实施推动
两批次的“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项目，覆盖
全国五十多所高校[2]。 

（2）跨学科教研组：组建由设计师、工程师、数据科学家
组成的教学团队，例如武汉科技大学工业设计专业引入心理学
专家共同开发用户体验课程。 

（3）国际学术网络：鼓励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如 ACM 
SIGCHI），引进海外先进教学模式，如斯坦福大学“d.school”
的项目制学习经验。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通过建设思政课虚
拟仿真教学体验中心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培训思政课教师，使其
掌握智能工具应用能力，并成功转型为“技术+人文”复合型导
师。 

总结 
数智化对设计教育既是颠覆性挑战，亦是结构性机遇。高

校需以技术为杠杆，推动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实践场景、师
资能力与校企协作的全面革新，充分利用数智技术优势，整合
挖掘利用教学过程产生的大数据资源，通过课程重构、平台升
级、实战赋能、评价革新与师资转型五大策略，构建“精准化、
交叉化、实战化”的实践教学新范式。最终实现从“知识传授”
向“能力塑造”的质变。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元宇宙、脑机接口
等前沿技术在设计教学中的应用，构建完善“政校企社”协同
育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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