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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教学特色探析

项!琬"

!!摘!要!中德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背景的差异!所以两国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理念#课
程体系#教学模式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之处"比较研究这些差异对我国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改革有

学习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中德$艺术设计教育$比较研究

!!当前!我国艺术设计专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

的重视!如果用空前繁荣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透过这繁荣的景象!我们也发现艺术教育专

业面临着许多的挑战与机遇!为此众多设有艺术

设计专业的院校开始推进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改

革"#德国设计$在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口碑!艺术

设计人才辈出!他们的先进设计教育观念%教学方

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德国艺术设计教育具有

如下特点"

一"教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富有个性与特色

高校的教育理念决定他们的发展方向与办学

定位!清晰明确的教学理念才能渗透于教育的各

个层面!培养出一流的设计人才"与国内不同!德
国每所高校不会受自上而下%从南到北%横贯东西

的统一教育体系框架所束缚!而是每个州%每所高

校结合自身院校的地域性%历史性与当下时代的

变革与发展等特点明确的办学定位!传递教育理

念"比如&德国首都的柏林艺术大学’!"#$%&’
()*(!因为柏林这座拥有多元文化与先锋艺术潮

流的城市为艺术大学教育理念中#创新$与#自由$
创造了肥沃土壤"巴登+符腾堡州的斯图加特造

型艺术学院’,$-+./0//12&/(他们虽是德国最

古老的艺术学院之一!但在九十年代学院借助当

时社会变迁%新媒体时代挑战的契机!对学院进行

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专业设置的重组与创新"

目前拥有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的先锋媒体实验

室!并在影像传媒与电脑科技领域独树一帜"汉

堡造型艺术学院’32450&136$-(在教育理念

上一直强调实践与创新!他们认为设计教育是每

个个体成长的漫长过程!只有自身学会正确的思

考学生才能应对不断涌现的新事物!应对新局面

的挑战"这个教育理念支撑了学院不断培养出能

应对在文化%社会与科学交叉领域的顶尖设计

人才"
相比目前国内设有艺术设计专业的高校只在

学校规模上求大!专业设置上求全!各高校教育理

念却相对空泛!可操作性不强!高校间呈现#千校

一面$的同质化现象)7*"要克服高校的同质化现

象!让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更好的发展!我们还任重

而道远"

二"课程体系较为完善#且具有针对性

在德国艺术设计专业通常课程设置分为二

个阶段’如 下 表(!第 一 个 阶 段 基 础 必 修 课 程

’89&"):(94(共;个学期!学生必须完成&电脑软

件基础%二维三维形态基础设计%美术史%设计

史的基础必修课程学习"每门课每周仅<课时

但贯穿于整个学期!于此同步进行的是工作室

实践学习"以德国纽伦堡造型艺术学院为例!
在第一阶段学校共开设&石膏%石雕%木材%金银

首饰%激光镭射%多媒体%凹版印刷%石板印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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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工作室!学生不受年级"班级的限制!可以

根据自己专业方向与兴趣选择;个工作室完成

实践学 习 的 部 分 并 获 得;张 工 作 室 实 践 合 格

证#第二阶段的专业课程$320:/@/0")04%至少

修满A个学期!每个学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发

展方向"兴趣和能力选择至少7个大课题与<个

项目$BCD-.3CE%参加设计#由此可见德国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具有三大特点&即

体系的完善成熟性"专业课程设置的有针对性"
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实践能力#

中国 德国 分析

理论课程

中外 美 术 史"设 计 概 论"
专业导 论"设 计 史 论"中

国近 现 代 史"大 学 语 文"
大学英语"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

美学"艺 术 与 设 计 史"信

息 学"符 号 学"设 计 心

理学#

国内专业与非专业课程混合!本专业的专

业性不突出#德国开设的课程与专业关

系紧密!知识体系全面且专业性强#

理论课

教学时间

;课 时 F=周G><课

时’门

<课 时 F7;周G<=课

时’门

国内理论课课时量大"周期短#德国课时

精简!但每门课周期延续性长!易于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理解与消化#

实践课程

设计素 描"设 计 色 彩"三

大构成"造 型 训 练"设 计

基础表现等共<H门课

二维与三维形态"工作室

实践"各类大课题与项目

$BCD-.3CE%

国内课程门类繁杂!课程之间的关联度不

紧密!课程体系老套"僵化#德国的专业

针对性强!课程主题设计的灵活多变"实

践性强#

实践课

教学时间

7<课 时 F;周G;=课

时’门

;课时F7;周GIA课时

其中工作室实践"短期项

目都无课时要求!根据具

体的情况变动#

国内每门课周期短"密集度高#每门课都

走马观 花!点 到 即 止#德 国 每 门 课 周 期

长!周学时少!有助学生更好的消化课程

内容!更深入的完成作业#

!!反观国内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存在

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课程的门类庞杂繁多(
每门课程 )点到即止*(各门课程之间以及课程

与专业 的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的 内 在 关 联 性 弱#因

此!我们有必要精简优化课程体系!剔除那些不

必要的课程!加强课程的专业针对性与基础实

践的力度#

三!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德国高校在艺术设计专业的理论课程中运

用自学辅导式的教学模式!在教授的引导下!学

生独立查阅资料"阅读指导老师推荐的书目!并

将资料整理成EEJ在课堂上与教授"同学们一

起讨论!最后由教授做总结与分析#由此看出

自学辅 导 式 的 教 学 模 式 培 养 了 学 生 去 发 现 问

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不同于国内理论课输

入式教学模式!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

教师播放EEJ学生们忙着抄笔记#在实践教学

环节里德国教授也多用)探讨式*+<,与)行动导

向*的 教 学 互 动 方 式!引 导"开 拓 学 生 的 思 路#
他们非常重视学生的想法"意见!引导学生阐述

自己的 作 品 与 思 路!接 着 全 班 同 学 互 相 探 讨#
课堂不是)静悄悄*的)一言堂*$如图7"<%而是

学生们在一起积极主动的探究知识"大胆的相

互沟通的交流平台#由此学生可以在实践课程

中建立独立的设计思维和设计观念!并把艺术"
技术"理论知识结合为一体#

!!四!教学重点侧重培养学生设计意识和

沟通能力

!!经调研!可以总结德国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

教学过程中三个培养重点&7"打破经验主义!培养

学生独立的调查研究的能力#任何课题的开始!
导师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正确的"有效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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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收集资料!由此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观察"
记录"分析"研究设计意识!<"强调草图是与指导

老师"同学"客户最好的沟通方法!德国学生随身

都会带着草图本#在课题的训练中#他们已经养成

用草图记录下设计方案与整个设计的构思过程与

教授"同学沟通讨论!>"德国高校艺术设计专业

中#每门课导师都会安排一个重要的$最终陈述%
环节#是对学生陈述与沟通能力最直接最全面的

一次检验!不同于国内#学生把作业交给老师接

着评分然后结课#在德国每门课都是需要学生在

最后做充分的准备#包括展示的载体#如何用先进

的数码"科技手段给大家陈述"展示自己的作品!
相较国内的学生就这类机会很少#有学生可能只

有在毕业设计答辩时才有机会上台真正陈述自己

的设计思路和展示设计作品!

图7!德国的课堂教学互动模式

图<!中国的课堂教学模式

五!德国学生学习较为自主!自觉

在德国教授均不使用教科书授课#通常都

以$线型%时间线索来安排课程#学期一开始便

将课程 中 所 有 的 课 题 训 练 与 项 目 选 题 一 一 公

布#学生有充分时间准备"考虑#自主"自助的选

择课题"安排学习时间!德国学生在每个课题

中都要经过&集体调研’’’分组讨论’’’分头出

草图’’’讨论交流’’’课题陈述的I个学习训

练过程#学生们的课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努力

找资料#在食堂积极的讨论#在宿舍熬夜画草图

忙碌而充实的度过!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高#
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亲密度和默契度慢慢提

升#教与学的气氛形成良性循环!然而在国内学

生们已习惯于老师的$单元制%授课形式(>)&老师

按教学大纲或教科书顺序授课#程式化的授课方

式使得教与学的气氛不够活跃!老师按章节"知
识要点布置作业#作业量不但增大#而且学生养成

了等着老师布置作业的被动学习模式!还有课题

训练周期缩短#也导致学生对知识点不消化"不理

解#做作业时应付了事等!
纵观两国当下的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现状#国

内艺术设计教育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德国有许

多先进的教学理念与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值得我

们学习借鉴!我们需要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育人

的教育理念"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和教学过程中

的教学模式!相信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
一定能够探索到适合我们自身的艺术设计人才培

养模式#激发我们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他们在学

习中感悟#在实践训练中思考!从而培养出具有

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国际化设计人才!

参考文献

!7"!袁东#李爱民K高校自主权缺失与同质化发展关联

性分析!L"K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77$I%&

77+7<K
!<"!欧阳丽莎K德国’探讨式(教学模式初探!L"K教育研

究与实验#<?77$<%&I=+IHK
!>"!周玉基K突破艺术设计单元制的实验构想!L"K教育

与职业#<??=$<;%&H?+H7K

?;

! 他山之石 <?7;年第;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