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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设计工作营的跨学科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

钟蕾，郭怡君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摘要：在现阶段设计学科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亟待多元化转变且与实践接轨的社会需求下，对设计学科硕士研究生跨学科教

学实践的内容进行探索与讨论。通过分析设计工作营背景下的教学模式，指出其不同于课堂教学中的教学过程与优势。以天

津理工大学与中国台湾华梵大学、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两种“设计工作营”主题的跨学科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为例，分别阐述

教学安排、实践过程、教学成果与意义，以及人才培养的需求。硕士研究生现阶段的跨学科交流与学习顺应时代发展的社会需

求，通过设计工作营跨学科教学实践，可实现“设计理论+设计实践”的闭环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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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Postgraduate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Design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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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contents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practice of design postgraduates under the

social demand that the teaching mode of design postgraduates needs to be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with practice. By analyzing th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background of“Design Workshop”,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ocess and advantage of

classroom teaching. Tak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postgraduate teaching practice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wan Huafan

University and British University of Creative Arts on two topics of“Design Workshop”as an example, the teaching arrangement, practice

process, teaching achievement and significance, and demand of talent training are expounded respectively. The current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of postgraduates conform to the social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rough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practice of“Design Workshop”, the closed-loop talent training of“design theory + design practice”is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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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学科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包含了设计学学术

型硕士、艺术硕士专业型硕士两种类别，但其培养要求

均需要具有良好的跨学科设计思维[1]。设计思维的培

养需要长期对设计方法、设计理论进行探索与实践。

基于设计工作营背景的跨学科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

以不同专业背景的高密度、高强度设计工作营为实践

教学方式，培养硕士研究生综合设计思维，拓展知识架

构、增强专业交流、丰富设计表达[2-3]。

一、设计工作营教学概述

“设计工作营”是以“头脑风暴”的过程为特征的一

种学习方式。目前国内外设计院校举办实践应用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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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作营较多[4]，且此类活动多以不同地域的两校

或多校在限定时间内，通过主题性引导、教师辅导的方

式，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经验，完成命题式教学

的形式来开展[5]。设计工作营有效地结合了设计学科

特点，将设计需求—设计调研—设计研究—设计表达，

融入教学实践。特别是在硕士研究生教学中，从用户

需求着手，以设计理论研究为设计过程，将设计通过图

纸、模型、动画、书面等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呈现。这有

助于硕士研究生从命题设计中挖掘设计研究内容，从

设计研究中发现设计痛点，实现“设计理论+设计实

践”的闭环培养。

（一）主题拟定——明确教学目的

设计工作营教学以主题为核心展开，通过多种形

式的主题内容，激发学生设计探究的兴趣，促进学生进

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6]。通过复合型课题的拟定，以

短期、高密度、高强度的集中式教学，既为跨学科合作

提供了学习交流平台和学习时间保证，也造就了多元

化的教学成果。在整个任务过程中，教师以辅导为主，

引导学生开展设计研究，并且针对出现的具体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培养及提升硕士研究生解决设计实践环

节中的多样化问题，以及应用跨学科思维处理设计议

题的综合能力，以满足实际的设计需求[7]。

（二）团队协作——实现学识交流

团队协作，不仅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发展需求，也是

设计学科所需的思维共识与能力互补。推动团队协

作，以小组的方式进行教学实践，从而实现不同专业、

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同学间的协作配合，达到学术交

流的目的。

在保证任务目标顺利完成的前提下，多以自愿或

抽签的形式分组。抽签这一形式更能体现随机性，考

验硕士研究生协同合作的能力，以及测试学生是否能

够较快地接纳新观点，并在某种程度上吸收融合新观

点，以达到跨学科思维教学目的[8]。小组成员各有所

长、各补其短。组长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参与到小组课

题中，把握小组课题方向，发挥小组成员的能力特长，

进行组内的分工与合作，规划及完成项目目标。组内

成员有明确的任务且通力合作，并且可以结合具体的

环节，学习他人的思维方式及所长[9]。

（三）设计呈现——检验教学成果

在设计工作营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一系列的交

流与合作研究，以小组为单位总结出一套应对目标任

务的方案，并进行分享与成果展示。成果的多元化与

不确定性，给设计呈现带来了更多期待。设计成果作

为检验教学成果的手段之一，为后续设计教学提供了

借鉴与指导。

设计工作营混合着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来参

与设计，设计呈现出更具有包容性和跨领域的表现方

案 [10]。设计工作营的同学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发起讨

论，展现不同角度的观点，通过应用各自所学展开充分

交流、讨论，甚至辩论，使完成设计工作营任务的过程

充满挑战。在展示汇报过程中，接受教师与其他组同

学的提问，通过互动发散设计思维。

二、设计工作营教学实践

天津理工大学针对设计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展

开了一系列的改革，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拓

展其国际化视野。天津理工大学先后与英国创意艺术

大学（UCA）、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及中国台湾华

梵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了学术访问、交换生派遣

项目，并举办了设计工作营。另外，与美国加州农工大

学开展了远程课程、设计工作坊、设计展览；与捷克布

拉格建筑学院开展了联合设计工作营；与美国费城艺

术大学设计学院开展了课程交流、教师交流项目；与英

国伯恩茅斯大学开展了硕士研究生培养合作项目。本

文以英国创意艺术大学与天津理工大学开展的短期设

计工作营实践课程为例。

（一）体验与感知——设计工作营实践教学安排

体验与感知，不仅是对设计工作营实践教学内容

的体验与感知，还有对地域人文环境、历史古迹、生活

习惯等综合的体验与感知。硕士研究生赴英国创意艺

术大学参与设计工作营，见图1。由于国家、教育模式、

专业背景的不同，所以课程是跨文化、跨领域、多元复

合的。在教学安排中融合了设计创作、调研、交流访问

的多个环节：（1）命题设计——创意思维拓展及设计综

合表达训练（课堂学习）；（2）创作调研——参观英国知

名博物馆、美术馆、文化设计中心等；（3）交流访问——

知名设计院校的校际交流互动。设计工作营行程计划

见表1。

设计工作营为期两周，需完成三个项目，包含两个

小设计命题、一个大设计命题。这些项目采用递进培

养学生能力的模式。三个命题均具有极强的开放性，

对学生逐步适应工作营教学，更快融入小组团队有很

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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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命题1：设计思维和方法的转变，适应欧洲的

设计思维体系，注重设计创意的多元表达方式。从不

同专业领域出发，针对一个设计命题进行创意探讨。

设计命题 2：通过与导师一起了解英国创意的理

念和方法，在设计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展开命题讨论和

头脑风暴。从问题的本源入手，应用不同设计技术与

创意手段，实现自己的设计构想概念。

设计命题3：大设计。需要结合前两项设计所学，

参考英国设计师的先进经验，根据设计命题，建立不同

专业结合的设计分组团队，引入竞争机制，在设计上培

养专业融合，团队协作建构大设计格局和国际化的前

沿意识。

（二）互动与呈现——设计工作营实践教学成果

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教师与教师，多向多维

度的互动交流，使得设计工作营教学的呈现效果趋于

开放、多样。从设计工作营的课程安排和内容来看，学

生可自主地从课程安排里提高信息整理和归纳与提取

的能力，培养不同的思考角度及独立与合作的研究能

力，在限定的课程体系内与小组合作中发挥个性化优

势。在整个设计工作营实践过程中，经常性的讨论有

利于学生优化方案[11]，打破自己的固有思路。在小组

表1 设计工作营行程计划

月

日

时间

上午

时间

下午

时间

月

日

时间

阶段

学习

成果

时间

阶段

学习

成果

时间

第一周

周日

9:00~12:00

抵达英国机场

13:00—17:30
接机前往

学生公寓/酒店

入住

晚餐

休息

晚餐 学生公寓/酒店 休息

第二周

周日

9:00—12:00
参观大英博物馆

（埃及、希腊、罗

马建筑等展厅）

13:00—17:30
参观大英博物馆

（中国、印度、亚

洲等展厅）

晚餐 学生公寓/酒店休息

周一

1.开营仪式

2.两校师生介绍

3. Workshop课程介

绍

1.参观艺术设计实

验室

2.专题讲座

3.创意设计命题

（一）

周一

1. UCA艺术课程

体验观摩

2.分组探讨

参观UCA实验室

周二

1.创意设计命题

（三）（大设计）

2.专题讲座

1.创意设计分组

研讨

2.创意与呈现手

段探讨

周二

1.艺术课题研讨

2.学生分组

1.分组概念汇报

2.创意设计制作

周三

创意设计（三）（大

设计制作）

图书馆参观、艺术

文献体验阅览

周三

1.创意设计制作

（一）

2.导师建议调整

完成制作

1.创意设计发布

（一）

2.两校老师点评

指导

周四

1. UCA艺术课程

体验观摩

2.图书馆研讨艺

术资料阅览

1.参观学院

2.创意设计命题

（二）

周四

创意设计（三）

（大设计制作 导

师建议指导）

创意设计（三）

（大设计制作、晚

间布展）

周五

1.专题讲座：材

料与媒介的选择

2.创意设计（二）

制作

1.专题讲座：灵

感来源

2.创意设计（二）

制作

周五

创意设计

发布

毕业典礼

证书颁发

晚上到伦敦

周六

调整及完成创意

设计（二）

1.创意设计发布

2.两校老师点评

指导

周末

周六：参观英国

国家美术馆、伦

敦国家画廊

周日：参观泰特

现代美术馆、知

名设计工作室

图1 设计工作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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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跨学科的组员分布也增添了课程的趣味性与

灵活度，拥有差异性的视角则有利于硕士研究生产生

跨学科思维和补充相关专业知识。

在授课与讨论中，教师的学科背景多元化也为师

生间的交流学习创造了条件，不仅鼓励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而且引导学生在小组课题中更好地展示自身不

同的优势亮点。学生通过实际的参观与调研，收获了

新知识，将自己的视角与实践结合起来，完成了课题任

务，尊重多元，使不同的着力点聚集，从而完成精彩的

创意展示。

设计工作营以小组为单位的方式来完成课题设

计，因为组内成员的研究领域和专业有差异化，所以在

整个课题设计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收不同学

科的信息，从而激发潜能，发挥各自的学科专长，提供

建议，从而使小组成员们完成相互学习和对技能知识

的转换。而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更是为人才培养带

来了源动力，为后续教学改革与实践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设计与成长——设计工作营实践教学意义

设计工作营是以现实的课题来培养能力的过程，

在合作期间需要学生展示与提高各方面能力，使所学

能有所用。在传统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中，有些技能

可能并未被掌握及系统学习过，但在设计工作营协同

合作的环境中，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与消化

新知识的能力，提高自主学习与吸收新观点的能力，从

而更好地完成课题任务[12]。

传统模式的硕士研究生教学都是限定好研究内

容，需要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计划，注重纵向开阔硕士

研究生的眼界与思维而忽略了横向。在设计工作营这

样的跨学科合作的模式下，由于任务来源于复杂的现

实生活，所以对学生的横向发展也是有益的。当任务

目标来源于实际却可以不落入实际中时，研究内容则

发生了纵横向的改变。而在团队合作中，通过“求同存

异”的方式来磨合出组员之间的默契，发挥个人的所

长，使每种力量均能体现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组员

相互得到不同的信息来助益自身，这也是跨学科学习

的目的所在[13]。

建立设计工作营模式的实践性教学，给学生带来

了设计综合能力的提升与生活认知的改变。通过组织

硕士研究生进入一种全新模式下的学习，使其在实践

的基础上，拓展对自己专业“边界”的探索。通过与不

同学科硕士研究生的研讨来提高创新能力，增强实践

能力，巩固理论知识，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以适应社

会需求。在硕士研究生教学中，将“设计理论+设计实

践”融合，探寻设计研究的内容，挖掘设计需求，解决设

计痛点。

三、人才培养需求——设计工作营的跨学科教

学模式

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目的及课程的设置使其具

有深度性。传统教学模式使硕士研究生只能研究复杂

系统中的某一问题，无法面对复杂性的系统[14]。同时，

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设计对象日趋复杂化。因此

更需要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和全面素养，需要

不同专业背景的师生介入和协作，利用不同领域的智

慧和工具，处理复杂系统中的不确定和变化，满足硕士

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

有些国家早已进行了跨学科的教学实践和研究。

美国的许多高校就建立了跨学科课题组等组织来推动

硕士研究生的跨学科思维培养。例如，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规划”学院就通过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科领域

进行了跨学科教育。英国通过开设跨学科的综合性课

程，引入了企业课题的模型，开展了多学科综合性教

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大量的理

工科课程和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在突出教育的系统性

和综合性的同时，成立了众多跨学科的学术组织 [15]。

图2 设计工作营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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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芬兰、意大利等国家也组建了不同形式的

硕士研究生跨学科教学平台。

然而硕士研究生教学深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

仍需要经历一些实践与实际应用，才能形成更好的教

学模式。近年来高校普遍试推跨学科课题，江南大学、

同济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相继推出了与企

业和国外高校合作的设计教学平台。未来的硕士研究

生人才培养需要适应社会需求与发展，高校应该多渠

道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多元化、密集型、常态化

的设计工作营及跨学科教学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国际

化合作平台的构建在众多院校已成为发展趋势。

四、结语

跨学科教学为硕士研究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在激发硕士研究生创造力的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力

量。基于设计工作营背景的跨学科硕士研究生教学实

践，以不同专业背景、不同院校间的教学交流互动，培

养硕士研究生综合设计思维，拓展其国际视野，丰富教

学知识架构，实现硕士研究生教学“设计理论+设计实

践”的融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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