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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期刊文献的近五年中国设计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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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年设计学正式成为一级学科，在这十年之间，中国设计学研究飞速发展，但仍存在学科界定不明确、研究对象范式

混乱等问题。本文筛选近五年内国内期刊文献，对国内设计史、设计理论及设计批评三个大方向的设计学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综述相关研究成果并对未来中国设计学研究提出建议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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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1, design science officially became a first-class discipline.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review on design in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definition of the discipline and disordered paradigm of review

objects. The work aims to screen domestic journal literatures in recent five years and systematically comb the design studies in three

major directions, namely design history, design theory and design criticism.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nd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design studies in China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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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目录（2011年）》后，艺术学从文学中脱离出来，

成为了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设计学”这个概念亦随

之取代了之前的“艺术设计”与“工业设计”，跃升为

与美术学并列的一级学科，可授予工学学位或艺术

学学位。

作为我国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2011年至2021

年这十年间，中国设计学研究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发

展与问题并生。机遇在于，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代表

了我国对文化产业和创新发展的高度重视。在这十年

间，设计学界对于设计学研究的历史、对象、方法、批评

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设计学获得了长足

的进步。挑战在于，复杂性是一门新兴学科，尤其是设

计学难以避免的问题。我国现代设计观念体系本就更

多建立在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上，改革开放至今，中

国社会发生巨变，设计学的复杂性正是中国社会变革

思想体系与西化文化价值体系相互碰撞的侧影[1]。与

此同时，我国设计学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不够深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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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停留在简单的引进、模仿和补充，针对中国问题展开

的独立研究相对太少[2]，仍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在全

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下，梳理设计学已有的研究理

论，对于解决当下设计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明确未来设

计学研究发展方向，探寻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理论研究，

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近年设计学主要研究问题及综述

（一）设计史研究

近年来，对于设计史研究是否应成为设计学研究

重点这个问题，学界内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谢尔提·法

兰指出，设计史研究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跨学科方法

去抵消一种几乎从单一审美维度评估设计的艺术史的

方法，其中更重要的是找到一种可以呈现设计本身的

跨学科特点的方法[3]。吴文治在谢尔提的基础上对于

中国设计学史研究进行了拓展。设计学作为一门年轻

的学科，设计史的蓬勃发展，表现出设计学科意识的觉

醒和探索。设计学史的发展共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设计史模仿艺术史和工艺美术史的传统，着重于

“造物”和“设计师”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英雄史观的

研究方法，关注的是有代表性、经典的案例。接下来，

拓展了设计史的研究领域，将视角从经典转向日常。

同时，随着其他学科的介入，也让设计史研究更加深

入。未来设计史研究依旧要坚持兼容并蓄，充分吸收

国内外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法，保持开放性和包

容性，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方法论框架下进行，

以“史”为实践导向[4]。李立新认为正确辨识中国设计

学的源流关系非常重要，这涉及到中国设计学学科定

位和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他强调中国在现代设计学

研究上的确起步晚于西方，但不代表中国设计学史是

空白的。中国的文明起源与西方不同，学术传统也不

相同。中国设计史是工业革命前世界造物艺术史上最

完整、也是最成功的典范，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设计

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西方设计史是世界设计史

上在近现代转型最为成功、也是最杰出的范例，是现代

设计分化、重组后的制度创新。因此，中国设计学史的

研究需要在保持开放性的同时坚持自身特性，明确自

身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回应新时期设计发展的诸

多重大问题[5]。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祝帅在文章中指出，设

计史研究对于设计实践的开展是有促进意义的，设计

史研究的价值不容否定。但设计史研究不应该是设计

学研究的主流，只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设计学作为一

门应用学科，核心知识不应落在史学上，“边缘”才是史

学研究存在于应用学科中的一种常态。当下的设计史

研究的问题和方法，更像是对美术史著作的模仿，是将

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平移到设计史上。理想的设计史发

展阶段是：（1）借鉴与模仿美术史；（2）结合设计的商业

和应用学科属性，在研究中引入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

法；（3）结合设计作为交叉学科的特点，对设计史研究

方法进行综合创新，在设计史中挖掘学习设计历史的

深层意义[6]。周志也支持祝帅的观点，认为设计研究

的主流确实不是历史研究，真正的主流应该是基于实

践的研究[7]。设计学可以从史观的角度去进行研究，

但意图不是对设计史进行线性的研究，真正重要的不

是事实，而是对历史的认识[8]。

（二）设计理论研究

1. 设计理论研究反思

国内改革开放后，艺术理论探索迎来了3次高峰，

推动了设计理论研究的发展。在21世纪初，中国艺术

设计理论取得了许多成果，但这些成果仅是艺术理论

与实践研究的一个开端，设计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与

设计自身在新时期的发展势头相比，还是极不相称

的 [9]。而十年后，中国设计理论研究发展进度相比于

设计实践还是不均等的。钱磊提出设计学科近年来飞

速发展，但发展集中于设计实践，设计理论只是在实践

的影响下自然但又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缓慢发展。中

国设计理论研究有两个极端方向：一个方向是过于“具

象”，即从很技术很物质的层面来理解设计，局限于具

体的媒介或功能载体、特定的风格表现，甚至是工具化

的操作表象；另一个方向则是过于“抽象”，从政治经济

学、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符号语义等哲学高度来进

行具有批判意识的评述或纯粹思辨[10]。杨先艺、刘震、

汪笑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设计理论的发展阶段进行

梳理反思。他们指出：中国设计理论争鸣与话题重建

经历了“工艺美术运动”、“艺术设计运动”、“现代设计

运动”以及“中国设计学派”的更迭，实现了中国设计学

研究由“工艺美术学”、“艺术设计学”向“中国设计学”

的观念转换。设计学通过反思与批判现代主义设计运

动的弊端，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理论建构

的研究转向。21世纪初是中国设计理论自觉意识觉

醒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的大环境下，应继续提升中

国理论设计研究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从西方回归

东方，立足中国设计发展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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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设计理论话语体系，这成为了设计

研究的核心话题[11]。

2. 设计学研究方法概述

设计学是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设计学研究方法

是多视角、多样化的。

首先，采用历史型的研究方法。设计的历史是一

个多元化的集合体，采用新的视角审视历史，用时代的

意识流将历史与现代结合起来，有助于设计学的传承

与发展。历史性设计学研究方法通过通史、专史、专

著、实物、思潮与理论、设计师、工艺、工匠、民间生活口

述历史10种课题为研究者提供研究思路，来探讨设计

作品的物质属性、设计学与艺术潮流的关系、设计学与

科学技术的关系等基本问题[12]。另外，通过文化的角

度来对设计学进行审视，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设计学研

究方法。许平提出，设计的文化基因不仅是存在于历

史的，也是存在于现代的，更是连接着未来的。设计与

文化的关系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的；这种关

系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文化是包围着设计的语

态，一种生存的方式，是设计的生存基础[13]。

其次，采用设计实践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表示

设计实践是设计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缺乏实践导向

的设计学研究会出现设计学学科范式范畴混乱的问

题。方晓风提出，作为后发学科，设计学研究的模仿对

象不能仅限于美术学。设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综合

性，设计呼唤人们能够对真实世界建立起超越学科分

解的综合认知，并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具体的“物”的形

态，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设计学要求用研究驱动实

践，再由实践作为导向进行研究。因此，设计学研究在

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在具体的方法、呈

现方式、研究路径、问题切入点因对象的不同来和其他

学科相区别[14]。周志提出，设计学科如果涉及范畴仅

是生活方式以及运用的艺术手法，那么作为学科特质

的区分点是不够的。设计正处在人与物的连接点上，

设计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构建并思考人与造

物、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人文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之间搭建和谐的桥梁，设计

学的整体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实践的研究成果。Zoe

Sadokierski提出将框架化的设计实践作为一种设计学

研究活动，采用强调设计实践和文献或先例之间的相

互作用，从而为设计学研究提供一个“可信的证据基

础”和指导方针[15]。

最后，还有许多学者从多角度探索设计学科的研

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都值得借鉴学习。时迪提出从

传统造物中寻找中国设计语言的路径。我国的设计被

外部力量阻断了设计语言的生长，导致无法找寻中国

现代设计中一脉相承的语言。那么从“观念”、“交互”、

“结构”三种路径进行设计语言探索，发现在源头、过

程、结果上都各具特色[16]。王震亚、左亚雪、刘亚男等

提出通过设计的开放性来进行研究。新兴学科不断触

及到不同学科的边缘地带，开放性成为学科发展的必

然结果。设计研究领域具有广泛性，从传统的制造业

到文化创意产业，都可以视为设计学的研究范畴。并

且，设计研究成果具有不确定性，设计没有一个确定性

的最优解，在尊重用户个体差异和使用环境约束下，通

过追求设计成果的差异化来实现创新[17]。张红颖、刘

志提出采用情景分析法来进行设计学研究。虽然情景

分析法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其在设计学领域还处

于起步阶段。这个方法适用于概念设计阶段，设计师

通过描述人、物、环境、市场等各种情景问题与情景要

素，提取设计要求，从而指导设计定位于概念。情景分

析法可以遵循设计多样化、多维度、多方面的发展方

向，可以充分考虑人的需求、意图和愿望，并将人的各

种特性置于情景分析要素之中[18]。顾方舟、赵江洪、赵

丹华以参数化风格为研究主题，探讨参数化设计与参

数化风格的表现形式和感知属性。他们通过实验得

出，参数化设计从一种设计技术手段，逐渐演变成具有

独特的“设计思维”和“设计表现形式”的设计风格，对

于设计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19]。许旸提出探索设

计原则来进行当代设计研究。设计是人类主观能动性

的反映，人类在实践过程中采用一些有助于实现设计

目的的方法，并通过反复实践总结出相应的设计原

则。当下还有很多的设计原则是遵循着手工劳动阶段

或更早时期总结出来的设计经验，显然这种设计原则

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的生活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把握

当代设计特性与新技术，总结出此时代的设计原则[20]。

（三）设计批评相关研究

设计批评是设计学重要的一部分，设计学在成为

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后，设计实践逐步具有了反思性。

伴随着学术语境中开展的研究活动，在理论和实

践的中间地带，一条独特的批评性实践路径，即批评性

设计应运而生。孕育于其间的学术批评不断得以知识

化、体系化。现代意义上的设计批评实践可追溯到罗

斯金对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品滥觞的批判，但到帕帕奈

克时期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批评。他呼吁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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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进行重建，突破了功能与形式的传统谈论范式，

转而开始关注生活世界的意义[21]。

我国设计批评也有一定的历史底蕴，杨先艺、刘震

总结了我国古代设计批评及思想的文献存在形式，其

具有三种特征，即碎片化特征、边缘化特征和工艺化特

征。基于这三种因素，他们将中国古代设计批评思想

文献研究分为三个变革期：（1）技近乎道为主流思想的

先秦至汉朝时期；（2）多元文化碰撞后造物批评思想发

生转型，以意匠与工匠转化为思想取向的魏晋至宋元

时期；（3）明清造物的生活美学兴起时期。在这一变革

过程中，设计批评文献著书开启了从官方到民间、从单

一化走向多元化、从整体性走向类型化专题文献的研

究发展脉络[22]。

虽然国内设计批评发源自秦汉时期，但当下的国

内设计批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有限的设计实践发展的

基础上产生的。李传文认为当下的国内设计批评仍不

成熟，但在批评家的批评意识、批评理论研究与批评实

践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设计批评正不断得以深化

和发展。我国当代的设计批评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设

计实践成果的总结、描述与评价，加之具有广泛的参与

性，正在日益反哺、裨益于设计实践的发展变革[23]。席

卫权提出当下中国设计批评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

文化的性质差异和发展阶段的错位，那种套用西方文

论名词、格式、形态的熟练操作，没能掩盖这种批评理

论与中国本土问题间的隔阂，所以，他指出，建构与中

国社会背景匹配的设计批评，建立符合中国文化和本

土设计的批评话语体系是非常迫切的[24]。易建芳在此

基础上提出中国设计批评的理念，设计批评界始终将

关注集中于传统与现代、后殖民者及他者的问题上。

这种批评理念的形成，是和我国的复兴与文化自信密

切相关的。塑造当代中国形象，离不开在文化层面上

的执行，设计毫无疑问要承担这项任务，改革开放以来

的设计批评也大量地反映了这种诉求。由此得出，通

过传统文化来寻求中国文化的当代品格成为了设计批

评中的主流思想[25]。

也有学者通过设计批评的视角来审视设计。李江

在设计批评的视角下提出中国当代设计发展的几个特

征：由于设计对受众价值观念的呈现，所以服务性将成

为设计未来的重要趋向；各个设计类型的边界将消融

并重组；设计教育将在价值观和创造力培养方面予以

强化[26]。王敏提出，国内设计长期受到欧美两种设计

体系的影响，因此，中国设计理论需要在立足于中国社

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将设计研究服务于人视为第

一要旨。这就决定了中国设计理论未来发展的方向是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能盲目追随和模

仿西方设计理论及设计思想的路线。这并不是在刻意

强调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而是要从根本上认识到中

国设计理论的服务对象及其文化语境的差异性[27]。

也有学者提出中国设计批评还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现有的相关学术研究不够深入，对于学科的学理性

思考不足，已有成果对于文艺批评的借鉴过多。未来

的设计批评研究可以更注重学理的延续。将设计史和

设计理论作为参考系，通过这两者来对研究对象进行

评价和定位。紧扣设计本质特征的抽象标准体系，在

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直接把握设计的本质特性[28]。徐

恺也提出了中国未来设计批评的四个可能的方向：（1）

借鉴对照，以史为鉴的设计批评文本；（2）实践归纳，将

一线设计师作为研究对象，将实践方法、经验形成可以

学习引用的文本；（3）技术论证，有必要解释清楚各类

新技术、新材料，并将其投放到消费市场、社会与自然

环境中加以考察，对其优缺点展开客观全面的论证；

（4）理论建构，建立现代设计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29]。

二、多学科融合下的设计学

设计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这意味着设计学

并不是一门单纯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而

是一门具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属性

的学科。徐江、欧细凡、苏浦捷等通过分析 1997年至

2017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设计学科相关领域

基础研究的情况发现，从资助情况来看，设计科学内容

广泛，涵盖概念设计、情感设计、创新管理等多领域，集

中体现了设计学通过创新思维融合，不断开辟学科高

度交叉的新研究领域这一发展方向[30]。祝帅通过分析

提出，设计学是具有“学科间性”的，这种“间性”体现在

设计学的形状不是固化的，而是不断游移和漂浮在其

三种学科交叉临界处的一定范围之内。这种“间性”体

现在设计学研究中的方方面面，他通过设计学中两个

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即设计理论和设计史，对设计学

的“间性”进行具体的解析和说明，认为在设计学研究

中，在不同的语境提出不同的对策，强调设计学学科构

成中的不同侧面，这并非立论者的自相矛盾，也并非意

在争取哪一种学科范式在设计学中的主体地位，这是

设计学交叉学科特点的必然表现。“学科间性”的存在

已经成为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一种新常态。周志在祝

帅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设计学学科间性特质的重要

性，他认为这也是设计学的“自我意识”。同时他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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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设计学科最重要的间性特质在于设计学科范畴的

开放性，导向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其强大的解决问

题的实现能力。

因此，在设计学交叉学科特点的基础上，也有很多

学者通过其他学科来探讨设计学相关研究。谭睿光、

居伟忠通过符号学视野来探讨象征与设计的关系。他

们提出，设计艺术必然有表达意义的需求，尽管象征仅

是设计艺术中表达意义的方式之一，却是实现设计艺

术人文价值最重要的方式。在生活中，个体和集体都

需要身份识别和自我实现，而在语言缺场的情况下，要

表达“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这种哲学问

题，就必须透过象征在设计艺术中来实现[31]。

杜明星从文化觉醒的背景来审视当下中国设计风

格。他认为，中国目前整体的设计实力在国际上是不

突出的，一部分是因为我国设计研究起步较晚，但是

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究其根源

是设计没能根植于传统文化并且有机地与中国文化

相结合[32]。

肖宇强、戴端通过西方美学思潮与伦理观念的互

文性来分析其对设计艺术发展的影响。美学思潮与伦

理观念作为哲学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元素，其数千年的

互文性关系对设计艺术的发展与演变产生着重大影

响。设计艺术本身的价值也来源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文

本之间的互文、互联、互动关系。通过这个观点分析西

方各个设计阶段，他们提出设计艺术应注重以人为本，

以道德为准则，坚持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科技

创新，不断协调人、物、环境、资源等要素之间的关系，

诠释出真、善、美的价值内涵，更好地为人类服务[33]。

杨洋、丁云高从语用学视角来尝试解决国内“设计

艺术学”与“艺术设计学”之间的理解分歧。他们通过

从广义与狭义、现代与古代来理解“艺术设计”的概念

及其与“设计艺术”概念中艺术与设计的关系[34]。郭静

舒、李刚英以哲学的高度和视角，对于设计艺术进行更

深入理性的认识，他们提出设计艺术的三种境界具有

层次结构和递进关系，是一条由功利迈向伦理的境界

之路和哲学之道。在新的历史时期，设计艺术要重建

话语系统，应从功利、审美、伦理三个尺度进行阐释和

解读，并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让人们重新认识设计

艺术，真正体会设计艺术的哲学价值和意义[35]。

董甜甜以符号互动论的视野来进行交互设计发展

创新研究。符号互动论是交互设计原则的一种理论前

提，而交互设计则是符号互动论在信息时代的现代实

践。从符号互动论角度来看待交互设计的发展策略：

首先，坚持从“设计师”到“用户”的主体转移；其次，把

握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变化，交互设计本质上是

在互动中的动态更新过程；再次，明确从“事物”到“行

为”的逻辑设计；最后，重视从“功能”到“体验”的情感

互动[36]。

三、设计学研究未来趋势与方向

根据近五年内期刊文献的系统梳理，学界内学者

对中国设计学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主要集中于以下几

个方向。

首先，设计学在国内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未来研究

需要在立足自身交叉学科定位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

野，在探索学科范式、方法的同时，明确学科研究的目

的与归属。赵江洪教授提出，当代的设计研究还存在

同质性、研究问题定位不明确与如何转化的问题。他

强调，对设计研究范式的判断其实并不在于范式本身，

而在于这个设计研究的价值何在，或者说研究范式转

化的方向性何在。赵超提出，讨论设计学的研究范式

有助于推动国内设计学的发展，需要明确设计学的学

科范式是具有多样化特征的[37]。曹盛盛通过现代艺术

设计理论进行哲学探讨，得出未来设计学发展趋势的

启示。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活动空间的扩

大，设计理论的内容和范围早已超出以往人类的认知

范畴，它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远超出它的负

面影响。未来不仅要考虑现代设计应该为人类提供的

社会知识和生活质量、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

响和对现代人精神气质的塑造，同时要从现实角度分

析设计人的生存状态和创作心态。思考设计面对人类

的态度，以及在追逐时代步伐的同时如何推动人类的

进步[38]。

其次，中国设计学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工艺

美术、艺术设计、设计学三个理论研究阶段。这体现出

未来设计学的研究趋势仍需继续坚持综合性、多元性

的发展方向。将研究成果落实于实践上，落实在产业

上。方晓风提出，未来以创新为目的的设计绝不是来

自委托，其驱动力一定来自于自发的研究，设计师既是

研究者也是实践者。卞向阳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了设

计导向型时代。当代的设计已经不可能只是偏向于某

一个小门类，而是整个系统的设计。这样的系统设计

也对设计实践、设计教育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要求。在

工业化生产的背景之下，如何将设计这样一个从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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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产品转换的过程很好地融合到现代社会和产业之中

去，是目前中国设计界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然

而，在将目光聚焦于以人为尺度的设计时，也需关注社

交媒体会弱化整体的价值观，导致生活形态产生差异

化的问题，如何增加这种差异的可能性，也是需要关注

的一个问题[39]。

最后，也是中国未来设计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如何走出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研究。中国不是没有

设计学研究，但是在制造业能力过强而忽视智慧产权

的情况下，中国设计学研究特色尚未完全诞生[40]。何

振纪通过探讨“东方学”与设计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全

球化背景下中国设计研究的一个值得持续探究的时代

命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中国的角度出发重新检视

“东方设计”的理论建构[41]。因此在此情况下，呼唤设

计观念进入国家战略，依托国家政策进行设计学研究

是未来中国设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中国的

国家设计战略尚且存在着改善和提升的空间，呼唤一

种整合意义上的“设计”观念进入国家战略，可以更好

地对目前分散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各种设计产业

及政府战略进行有机整合。祝帅提出未来需要建立一

个具有整合意义的设计及其产业的明确对口归属的主

管部门，在此基础上解决各地域设计管理和战略制定

的差异性问题。从国家设计战略领域解决各设计门类

的战略发展有欠均衡的问题，推动整合意义上的设计

上升成为一项国家战略[42]。依托国家政策进行设计学

研究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特色设计学研究的命脉，对

曾经的研究路线再次进行审视。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匠精神。李砚祖针对工匠精

神提出，工匠精神既是民族性的，也是个人性的，它决

定了一个国家工业制造的品质。尤其是中国经济正处

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粗放型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

发展经济。实践证明，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

创造”、“中国智造”、“中国质造”，都需要工匠精神的

回归，都需要将工匠精神作为所有工作者的内在素

质 [43]。许平提出，设计学的理论思考需要在实践中有

所作为，设计对于社会文明作出贡献的方式，正处在一

个新的内涵与节点中。在乡村振兴政策的背景下，探

讨“乡村设计”，将实现设计、社会价值“三程联动”的体

制方式：设计赋形、设计赋能、设计赋联，它们次第生

成、层层递进但又不能彼此替代，是设计问题域在频

繁变换的现实条件下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的过程[44]。

针对中央提出的“四个自信”，张夫也在此基础上对未

来中国设计学研究提出了建议，坚持吸收优秀文化养

分，增进设计的文化底蕴，更新一种由不自觉上升到

自觉、由主观随意向客观分析方面发展的设计理念和

理论认知，进一步拓宽设计领域，强化设计意蕴，丰富

设计元素[45]。

四、结语

本文通过筛选近五年内重要期刊文献，对于当下

设计学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发现作为一门尚且年轻的

学科，中国设计学界在史学、理论、方法、批评等研究方

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当下中

国设计学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尚未形成完整的、

系统的研究体系，学科界定尚不明确，学科研究范式混

乱等。这些问题一方面来自于中国设计学研究起步较

晚，受英美设计体系影响较大，粗放型的工业生产体系

导致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研究体系。另一

方面，设计学的多元性、应用性、交叉性导致当下出现

学科界定混乱等问题。当下学科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将会是未来理论研究的重点，为设计学提供更加宽广

的研究领域。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得出，中国设计学未

来研究趋势主要有三个方向：首先，亟需解决当下中国

设计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明确学科界限与研究基本

问题，探索属于本学科的研究范式，这是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设计学研究的基础；其次，将理论研究落实于实

践上，发挥应用学科优势；最后，把握未来国家方针政

策，将此作为建设中国设计学研究的指引，探索建设中

国设计学研究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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