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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设计教育 

赵雪峰 

(辽东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辽宁 丹东 1t8ooo) 

摘要：通过对包豪斯设计教育和产生背景的分析，以及对现代设计的发展逻辑和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研 

究，提出地域性设计教育的概念。地域性设计教育包括两个方面：设计与文脉相结合；设计与生态相结合。 

地域性设计教育将会成为我国未来设计教育的趋势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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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进程也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而迅速推进。现代设计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凸显出巨大的社会作用，这就给设计教育者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是设计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文章通过 

对包豪斯设计教育的分析，阐述了如何发展我国当代的设计教育。 
一

、包豪斯产生的背景及启示 

l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构成的现代生产力取代了 

延续数千年的手工生产，产品制造从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方式向大规模的批量 

生产方式转化。只为少数人创造精美奢侈艺术品的纯艺术时代已经过去，时代 

迫切需要的是能为大多数民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艺术，而且还要价格低廉。 

但是由于大工业生产方式批量生产的产品单调、粗糙，在 l9世纪后期英国人莫 

里斯发起了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以及 1900年前后以法国和比利时等国为中心的 

新艺术运动，反对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带给产品的粗制滥造。这两次 

运动都主张艺术与技术结合，提倡艺术家从事产品设计。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 

运动者以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为口号，倡导并组织了相应的手工作坊和实验工厂， 

以实现自己的运动目标。由于对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没有足够的预见和前瞻， 

两次运动都错误地认为工业产品必然是丑陋的，同时否定了工业革命和机器生 

产的进步性，否定代表新生产力的大工业机器生产，所以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和新 

艺术运动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机器生产产品技术与艺术的矛盾。 

包豪斯学院的产生顺应了现代设计发展的趋势，倡导科学与艺术结合，提倡 

艺术家、企业家与工业技术人员的合作。开始了采用现代材料的、以批量生产为 

目的的、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工业产品设计教育，迄今对工业产品设计仍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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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包豪斯用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理性眼光观 

察客观现实，采用功能主义的原则处理材料、结构、 

造型，最终确立了体现工业技术理性的现代主义设 

计思想和原则，并且创造性地建构了契合大工业生 

产规律的产品构造模式和技术语汇，形成以构成理 

论为核心．的一整套基础性的设计理论与实践体系。 

包豪斯的构成理论奠定了工业时代艺术设计教育的 

基本原则和方法，不仅为现代造型思潮(功能主义和 

理性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后来的造型教育奠定 

了革新的方法论。包豪斯的成功显示了工业时代艺 

术教育创新的伟大成果，反映了设计文化进步的内 

在需求。包豪斯倡导的功能主义设计原理，以及它 

在机器生产时代早期提出的对设计本质的理性追 

问，不仅符合当代生产的基本规律，而且内在地规定 

了当代艺术设计发展的逻辑方向。包豪斯的主要思 

想是尽可能的实现艺术与设计、设计与市场、教育与 

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德国设计教育的科学 

严谨之处。这是人类智慧思想的体现，是对社会、对 

市场、对人关怀的具体体现。 

包豪斯给我们的启示是：随着时代的推进与人 

们生活要求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变化与改进，艺 

术设计发展的种类与方向都要重新抑扬和取舍。也 

就是说，艺术设计随时代的调整，不仅艺术设计内部 

技法与材料要创新与改变，就连艺术设计的功能与 

门类的侧重都要重新定位与思考。今天的时代对艺 

术设计的要求及艺术设计发展的侧重点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设计教育要把握住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 

调整设计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培养出符合现代设计 

发展要求的设计人才。因此，要发展设计教育首先 

要掌握设计发展的逻辑。 

二、设计发展逻辑及我国国情 

根据包豪斯的启示，首先要研究现代设计的发 

展逻辑。现代设计是基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计 

划内容的设计，其决定因素包括现代社会标准、现代 

经济与市场、现代人的需求(包括生理和心理需求两 

方面)、现代技术条件、现代生产条件等几个大的基 

本因素，包括表达方式现代化及设计应用的新变 

化l1]。从 1750年工业革命 以来，现代设计逐步产 

生，概括起来，现代设计的发展大致可分为 3个阶 

段：19世纪下半叶工艺美术运动开始到 20世纪 20 

年代以前的第一代现代设计，从总体上看，贯彻的是 

“物资形：态决定论”思想，其对空间环境施加产生的 

影响主要是视觉有序思想，遵循的价值取向和方法 

论系统基本上是建筑学和古典美学的准则，直觉感 

性多于科学理性；第二代现代设计在城市建设中遵 

循了经济和技术的理性准则，但仍信奉“物资形态决 

定论”思想和20年代包豪斯的设计理念，并从设计 

师的视角看待设计问题(包括社会和经济问题)，注 

重功能和效率，注重在设计中体现最新科学和技术 

成果，而技术美学观念和价值体系由此产生。第二 

代现代设计发展到 50年代末，其内在 目标、方法论 

特点等又随着社会发展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满足 

了现代人居环境中的现实需要。第二代设计后期提 

出应把设计对象放在包括人和社会关系在内的空间 

环境上，并且要考虑特定地点的历史文脉和场所类 

型；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第三代现代设计，亦即绿 

色生态设计，通过把握和运用以往现代设计中所忽 

视的 自然生态的特点和规律，贯彻整体优先和生态 

优先的准则，力图创造一个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和 

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环境。为此，除运用第 

二代现代设计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技术外，还充 

分运用了各种可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生态学和景 

观建筑学的一些适用方法技术来实现这一 目标，绿 

色设计更加注重设计地点的内在的质量。追求的是 
一 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 

我国目前的现代设计正处在第二代现代设计的 

前期，大多数设计还没有考虑到特定场所的历史文 

脉和场所类型，生态设计更是一种口号，没有经过实 

践。如果我国的现代设计按照西方现代设计的发展 

历程进行发展，我们会永远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所 

以我们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发展现代设计，即发 

展地域性设计，以地域 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特点为 

根本，把第二代现代设计的后期和第三代现代设计 

(生态设计)结合起来，在现代设计中，既要考虑了特 

定地点的历史文脉和场所类型，又要发展绿色生态。 

三、地域性设计教育 

根据对设计发展逻辑及我国国情的分析，可以 

断言地域性设计必将成为我国设计发展的趋势。因 

此现在的设计教育必须改革，以适应地域性设计发 

展的要求。 

(一)强调创造性思维，杜绝模仿因袭、墨守陈规 

地域性设计是全新的一种设计方式，需要在结 

合地域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设计。因此未来 

艺术教育要注重建立合理而新颖的课程结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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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环境氛围，帮助学生树立 自信心，训练学生养 

成创造性思维的习惯和掌握基本的创造原理、创造 

技法，培养学生对事物的选择能力、个性风格的表现 

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创造力。 

(二 )强调设计与文脉相结合 

设计与文脉相结合的设计方法在处理建筑空间 

和人的需要，以及建筑空间与文化、历史、社会和 自 

然等外部条件的联系方面，比单纯的空间、形体分析 

方法前进了一大步，主张强调设计与现存条件之间 

的协调，并将社会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人们驾驭环 

境的体验与物质空间分析中的视觉艺术、实空比例 

等原则等量齐观。 

(三)培养学生的生态思维 

设计与生态相结合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 

是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理念，即人对环境的干扰 

和影响不能超出环境容许的范围。自然景观的利用是 

构成设计特色的重要因素，构成空间的设计可以抄袭， 

但一定地域的自然景观则是难以模仿的，它具有永恒的 

魅力。二是人地共生的思想，即人与环境不仅要共生， 

而且要共荣，人与自然必须共同发展。 

(四)培养学生既有动手能力，又有理论素养 

要改变现在的艺术设计教育只注重理论的现状， 

需要培养学生既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又具有较高的理论 

素养。强调理论与技能的结合，使理论成为真正实用的 

东西。通过艺术教育为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和商品消费 

培养生产者和消费者，用现代人的观点和思想满足现代 

人对环境和物品设计艺术的需求。 

(五)将学校教育同社会生产挂钩 

设计教育是为社会生产服务的，如果不了解生 

产工艺，设计就不能转化成产品，不能产生经济效 

益，设计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学校教育要和社会生 

产挂钩，与企业互帮互利，形成科研、教学、生产、销 

售一条龙，以求共同发展。学校可聘请有设计业绩 

的设计师来校讲课或举办讲座，也可选派教师到企 

业、公司、设计院挂职培训，通过这种学校教育同社 

会生产挂钩的方法，使院校、教师、学生和企业多方 

受益。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今天，设计水平的高低将成为各国 

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设计教育正 

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 自己的成熟体系，我们应 

该把握时代发展的潮流，建立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 

教育体系，为我国的发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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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gional Design Education 

ZHAO Xue-feng 

(Art Department，Easten Liaoning College，Dandong 118000，China) 

Abstract：The major problem of facing modern design education is to adapt to the need of the social develop- 

ment．In this paper，the concept of regional design education is put forward by the analysis of BAUHAUS modern 

design education and background，and developmental logic of modem design and recent country situation．also ac- 

cording to the feather of era development and the regional humanities and natural condition，the educational com． 

bine with design and region is bring forward．The two including sides is design —context combination and design — 

ecologic integratation．It will be the educational trend and orientation of Chinese future in regional design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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