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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注产业动向，提高师生创新能力

艺术设计类专业群服务地方产业除了培养高素质人

才之外，还应该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定期开展关于陕西

特色文化主题的教师培训，督促教师进行专业能力提升，

开展教学项目改革。教师的能力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水

平，只有教师自身真正熟悉了特色文化，真正明白了文化

传承的意义，才能将传承和再生落到实处。例如视觉传达

设计专业的老师可以研究陕西本土特色的传统纹样和图

案，借助符号语义学的设计方式将其延展到其他领域，例

如建筑设计中融入传统图案，提炼户县农民画中的元素到

文创产品中。

学校应关注产业动向，与政府、企业对接，参与政

府的文化项目，依托地方特色文化建立落到实处的校企合

作，用项目实战展开课程研究与改革。学校应完善教师关

于陕西特色文化培养的途径，并积极引入企业优秀技术人

员来校进行项目跟进，完善特色文化项目开展所需要的实

训室等硬件条件，并对于校内基于特色文化的各类竞赛提

供支持，解决实际问题。

6、对标地方特色文化，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校企合作模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考察讲座、顶岗实

习、订单培养、校外实践基地等，在合作过程中，尽管学

生实践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对企业生产有一定帮助，但是

创新能力不够。究其原因，一是学校知识与行业脱节，二

是教师对于市场和行业的研究滞后。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

极速发展，迫切需要具有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的从业者。

艺术设计类专业应该对标地方特色文化，进行课题项目研

究，将高校多学科多专业资源优势与项目整合，促进学科

交叉融合，提高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围绕陕西特色文化，

如民俗、纹样，展开艺术创新设计研究，集中优势力量进

行突破。科研项目进教学，在教师、专家、企业人员的合

作下展开课程讲授和技术研发，促进高校与社会、企业的

产学研合作深化，切实提高教师对于地方特色文化的研究

深度，提升创新意识，助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效能。

7、开展社会服务，助力文化衍生

针对陕西特色文化，开展多样化的社会服务，让教

师和学生都参与到社会项目中，加强学校与政府、学校与

企业的联系，提高全校的社会服务意识，健全社会服务管

理体系，促进内涵发展，最终实现学校与地方经济互惠发

展。例如，学校设置专门的社会服务机构，将社会服务项

目纳入课程建设和质量考核，教学上针对不同的专业设置

激励机制，对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教师给予评定、评奖、

评优，从而激发师生服务社会的热情。学校对于有企业经

验的教师应该鼓励针对陕西地方特色文化展开社会服务，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助力文化衍生。例如，艺术设计类专

业可以与地方特色文化代表机构展开合作，通过现代设计

与传统文化产生碰撞，将特色文化融入农产品包装、农业

品牌设计、手工艺衍生品、文化创意产品等经济载体。

艺术设计类专业应以“创新型、应用型”的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进一步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的创新

性与专业性培养理念，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学科、学生等优

势，有力助推陕西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结　语

在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的背景下，地方特色文化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艺术设计专业群深化各专业优

势，提升地方特色产业服务能力与特色产业共同协调发展

是必经之路。传承陕西特色文化，对艺术设计专业群而言

既是优势，更是责任。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室内艺术设计

专业、新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等艺术设计类专业在不同的领

域可以传承及再生地方特色文化，从而推动产业发展升级

并提高院校人才培养能力。

参考文献

[1]仲颖：《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路径研究》，载《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

（2）：54-55页。

[2]鲁丽彬：《职业院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与地方新兴

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研究》，载《电子世界》，2016（15）

19-22页。

[3]康广、王静：《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的“双

创”人才培养》，载《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

（1）：65-67页。

[4]张赟、杜文娟、张乘风：《现代学徒制背景下高职

课程标准建设——以室内设计课程为例》，载《家具与室

内装饰》，2020（1）：117-118页。

[5]李茹冰、周红燕、洪艳：《地方高校建筑学专业毕

业设计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改革与探索——以浙江理工大

学为例》，载《浙江建筑》，2014（1）：60-62页。

作者简介

穆宝宁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视觉

传达设计

杜倩文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室内艺

术设计

王　晶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视觉传

达设计

文化·旅游丨Culture & Travel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