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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下的高职艺术类人才培养,探讨了以课程为载体办出有特色、能错位发展的高职艺

术教学新模式。分析了高职艺术类课程教学现状与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下高职艺术类专业课程的特点,提出了课程改革

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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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教育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艺术类专业遍

布各高职院校成为其风景线,并以强烈的视觉效应吸

引着学生。随着校企合作办学的深度化、紧密化,高职

艺术类课程的改革受到了极大冲击;艺术类专业课程

如何借助企业的运作模式、环境及资源来实现学生从

设计师助理到设计师,从技术助理到技术员的蜕变,以
及高职艺术类专业课程应有何特点等成为了当前业内

探讨的热点。

1 高职艺术类课程现状

目前高职艺术类专业主要有室内艺术设计、环境

艺术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产品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陶
瓷设计与工艺等,面对高职艺术生源的特点,课程改革

围绕“够用、实用”原则进行,因此在现有艺术类专业课

程改革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下问题。

1.1 专业基础课名称单一而独立

在高职艺术类课程中素描、色彩、基础图案、装饰

基础、三大构成等专业基础课仍占据人才培养方案中

相当一部分课时,虽然这些课程是要夯实学生的基础

能力,但会给学生以错觉,感觉就是高三课程的延伸。
很多学校也在积极进行专业基础课程的改革,如设计

素描、设计色彩、造型基础等,但课程还是单一、独立,
没有把基础课程与实用项目紧密结合起来或分解到一

些专业核心课程中去。

1.2 专业课程种类繁多而分散

高职艺术类专业课程受到本科教学模式的影响,
有时也成了本科教学的“压缩饼干”,课程种类多,课时

在16、24、32学时不等,课程知识点各自独立。然而在

接触到服装设计产品时企业却是一个个实际项目,包
含效果图、CAD图纸、服装裁剪、服装工艺等综合知

识。一个项目是多门课程的综合,而学校教学则是分

成若干课程,教师之间以各自的课程为阵,在课程设置

上品种多、模块多;在教学过程中强调了许多单项、专
项能力,在综合能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培养不

多。

1.3 教材品种丰富而脱节

高职艺术类教材品种繁多,一门课程可以有上百

个品种,教材编写水平参差不齐。艺术教材与机电等

教材不同,艺术本身的特点造就了琳琅满目的内容,没
有绝对的标准。有些考证教材目前软件版本比较新,
但考证系统版本低从而连带教材版本落后、脱节。学

校与企业的合作模式众多,与企业合编的实战教材数

量却不够;一些专业核心课程强调行动导向法、工作任

务驱动法,但教材的主编主要还是来自高校教师,而不

是企业多年的技师。

1.4 课堂形式单一而平淡

在高职艺术类专业课程中除一些实践操作课程

外,有些学校还是以机房、多媒体教室作为教学的主要

场所,课堂形式单一,教师主要通过PPT讲解或简单

地操作演示,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设计不多,对于一些专

业性强,知识点枯燥的内容,课堂就会出现“手机热”现
象。

1.5 课程改革制约众多而受阻

当前高职艺术类课程改革已成常态化,但在课程

改革中制约因素众多如专业实训室投入,教师团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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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革的力度与创新理念更新,企业化课程改革力度,
企业技术人员参与课程改革的主动性,以及当前微课、
信息化课程等最终通过顶层设计分层次、分模块系统

化转化为免费课堂的平台投入等。一些常规课堂教学

模式、课时计算模式、考试模式等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

课程的改革。

1.6 校企课程流于形式而枯燥

艺术类企业种类多,规模小,接纳学生量少;高职

艺术类的校企课程不易实现大规模企业化课堂,一般

情况是班级学生到艺术类的企业会被分组,接受不同

的项目内容。虽然校企课程合作的出发点较好,但在

实际运行中并未能按计划实现,这些单一的工作易使

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2 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下高职艺术类课程的

特点

  当前高职艺术类校企合作主要涉及环艺、广告、动
漫、服装、产品、影视等艺术专业工种,对接着设计师、
技术员、陈列师、网页制作员、广告策划师等职业岗位;
这些职业岗位能力通过不同形式的调研反馈到课堂,
改革艺术类课程让学生适应企业岗位,课程教学就需

具备如下特点。
(1)现代化 高职艺术类课程改革处处体现着现

代化手段,QQ、微信、微课、翻转课堂、虚拟仿真融入课

堂教学,如建筑漫游、虚拟动态秀、3D虚拟服装设计、

VR技术等。课堂教学中不需要纸质化点名,登陆学习

系统就能进行考勤、完成作业、自我评价等;借助互联

网+技术,企业虚拟制作环境等领域的学习,学生能自

主主宰课堂。
(2)同步化 在艺术类课程改革中课程内容、项目

要新颖,借助企业实际环境不再仅满足以往做过的项

目,关注与企业同步,让学生真实地感受到课程的实用

性和时效性。校企双方共同有效设计项目,而不是让

企业把学生排斥在外,课程内容同步并具有超前意识。
(3)可视化 高职艺术类课程的特点是视觉效应,

根据艺术特点要凸显可视效果,如图片库、各类室内效

果图库、各类服装效果图库、海报库、包装库、分模块的

典型制作工艺等,通过名师、名匠按专业、课程、分解项

目不同让学生自主地选取。通过海量图片与视频来体

现艺术特有的可视化属性。
(4)项目化 高职艺术类课程的改革重点是要体

现项目化和注重实战。无论是专业基础课程还是综合

课程,课程都需结合市场需求精心进行项目化设计,如
涉及图案的内容可用珠绣、丝带绣、线绣等结合丙烯颜

料、数码印花等方式,在包袋、T恤衫、鞋面、靠垫等产

品上进行个性化设计,成为有创意的产品。课程是一

个个项目、实物和有市场的产品的组合。
(5)实时化 课堂教学不再局限于课堂,引入专家

库、技术员库及多个学校的名师,淡化课堂空间、时间,
进行远程实时答疑,让学生时刻感受在线辅导。

3 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下高职艺术类课程改

革的策略

  2014年明确了高职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术技能人才,以及用人单位对高职艺术类毕业生的

高要求促使高职艺术类课程改革迫在眉睫。而且课程

改革的策略将会成为今后高职艺术类院校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3.1 借师资平台创多方共赢

高职艺术类课程要更好地发展,教师的教学水平

是关键。名师出高徒,只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才能教

出高质量的学生。课程组组长要有高水平的统筹能

力,企业、行业技术骨干要实质性参与,学校专业教师

要深入企业。课程改革需集多方力量精心打造,课程

的顶层设计占据重要地位。艺术大师、名师、企业的技

术骨干等要打破企业、学校的门户之见,让众多的学

生、企业员工分享优质师资提升技能,从而达到学校、
企业、学生等多方共赢。

3.2 借信息平台创课程特色

信息化手段不断体现在课前、课中、课后,艺术类

课程的特色是以图片、视频、实物等方式展示。在今后

的艺术类课程改革中信息化手段将是课程改革比拼的

重要手段。微课、信息化课堂、虚拟仿真技术,VR等现

代化教学将不断被运用,如建筑效果图不用传统模式,
点击自己满意的材质直接能看到实际效果;选择大型

企业设备的操作流程,企业产品工艺流程,学生学习不

受时空限制。学生在信息化世界中掌握专业技能,自
主学习感兴趣的技能知识,按需选取。

3.3 借企业平台创实战效应

高职艺术类课程建设只有依附在企业的土壤上才

能培养出适合企业生存的学生,企业文化、技能、发展

趋势要时刻融入到高职艺术类学生的学习中。高职艺

术类课程的改革必须借助名企或中小型混合制企业,
通过引企入校或厂中校等办学模式,共同设计课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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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让企业与学校教学融为一体;双方共享校企现代化

高端设备,在项目设计中设置典型工作任务,把企业的

实战、学校的原创相互融合才能适应企业的“短平快”
节奏。如在服装立体裁剪课程中一般会从衣身、领子、
裙子、袖子等进行讲解,但在教学中可以结合企业实际

项目通过整体项目的锻炼来让学生感悟相应的零部

件,来感悟纸样的公式及造型依据;引进婚纱市场的设

计师、技术员共同参与重点项目,在课程改革中通过学

生婚纱设计、制作、营销全过程让学生深刻理解礼服商

品的运作模式,以适应企业的生存之道。

3.4 借展示平台创艺术本色

高职艺术类课程只有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才能

让艺术之课丰富地开花。高职艺术类核心课程均能较

好地展示作品,一个高职院校毕业设计之季艺术类院

校永远是琳琅满目,因为艺术作品以其多姿态,动静结

合的方式独占鳌头。在课程改革中一定要发挥艺术课

程的展示功能,让学生成为展示的主角,如产品设计的

灯具展、旅游纪念品展等,环艺专业的家具展、模型展

等,服装的成衣作品展、毕业设计展等;通过这些作品

展推动课程的改革,让企业参与其中。一些原创设计

带着高职艺术生的天马行空创意被运用到企业的产品

中,能将艺术特色原汁原味地展示出来。

3.5 借评价平台创课堂效率

要推动高职艺术类课程的改革,评价平台是最好

的指挥棒。课堂不能以满堂灌或单一演示作为课堂主

体,今后的课堂教师只是教学的助推者,学生才是课堂

的主角。课堂考核要融入专业技能,沟通能力,展示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创新能力等。要让学生喜欢有形

与无形的课堂,淡化45min的时间与空间,重视过程

考核、结果考核等多形式考核模式,才能让课堂获得最

大效益。高职艺术学生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创意能

力、制作能力,关键是教师如何去挖掘,去激发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高职艺术课程除了有丰富的设计创意

外,更多地是要让设计作品落地,课堂改革的重心就是

排除阻力通过技术产生实物,成为流通市场中的产品。
如核心课程评价加入企业的录用情况及市场采纳情

况,在课程评价中要融入企业的标准,企业人员共同参

与课程评价。重视生产能力,设计能力,出台课程实效

的激励评价制度,把师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些综合

课程可结合省赛、国赛 、行业比赛来推动课程的评价。
高职艺术类课程的改革不能仅仅满足于学校封闭

式的改进,只有与企业实际项目共生存,依靠多元化的

师资,信息化的手段,精心设计的教学模块,企业化运

作的评价系统才能真正培养出吃苦耐劳,会设计且精

技能的企业准员工,才能培养出会终身学习的技能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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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viewofthetrainingofhighervocationalarttalentsunderdouble-subjectteachingofschool-enterprisescooperation,

thenewmodelofartteachingwithdistinctivefeaturesanddislocationdevelopmentwasdiscussedbycoursesinhighervocationalcolle-

ges.Thepresentsituationofartcourseteachinginhighervocationalcolleges,andthecharacteristicsofhighervocationalart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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