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改革与建设

1 OBE 试点专业工作

通过导入 OBE 模式，拟定专业毕业要求，规划了二级目标，进一步明确本专

业教学目标。针对性规划教学内容与教学环节，完成了多项改革，明确课程管理

规范，起到了引领其他专业的旗帜作用。

2016 年 11 月，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获批校实施 OBE 模式建构改革首批试点专

业，本专业按照学校推进 OBE 改革的工作要求认真开展专业毕业要求、课程目标

达成度、毕业要求达成度、长效机制等重要环节的教学改革。从“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对应课程”的层级体系中，采用毕业要求指标体系建立三者的直观

关联。

2017 年 9 月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进行了验收答辩工作，并根据《通知》中的

验收标准对本专业（课程）提交的支撑材料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向验收工作组提

交了支撑材料审查情况报告，于 2017 年 11 与 28 日通过了学校的验收。

自开展 OBE 教学模式改革以来，本专业按照学校推进 OBE 改革的工作要求，

认真开展专业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度、毕业要求达成度、长效机制等重要环

节的教学改革。具体针对视觉传达 1701、1702 班，视觉传达 1602、1604 班，视

觉传达 1503 班，5个试点班、27 门专业课、3门选修课、2门集中性实践课程，

共 32 门课程进行了 OBE 试点改革，将 OBE 教学模式持续深入课堂教学，完善 OBE

的教学运行机制和课程教学的植入方式，规范 OBE 版的各项教学文档，并顺利通

过学校教务处组织的专项检查。

2 构建专业发展目标

（1）加强专业建设，重点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提高专业对社会的实用性和

适应性，提高专业服务力度，形成了以“平面设计+数字技术+传统工艺+创新创

业”创新型人才模式。

（2）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将课程体系由“知识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变。

以能力为导向，在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设计任务和关联设计，强化能力导向，着

重对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3）构建了“双师型”教师团队。教师通过参与实际项目和考取相应的专

业证书（高级工艺美术师、工艺美术师、平面设计师）提高能力和水平。之外，



通过“培养、引进、交流、特聘”等措施，搭建教师发展平台，促进教师教学能

力、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升。

（4）形成了产教结合发展目标。本专业以市场为导向，以学科发展的前沿

为中心，力求实现教研和科研水平的实质性提高，所完成的实际项目服务于实践

教学、服务于湖北及浙江省浦江县经济的发展。

（5）优化和发展校内外实训基地。进一步引进行业领先的企业建设校内实

训基地，增加能够提供校外集中实习基地 1-2 个。

3 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

3.1 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根据 OBE 培养模式明确了“能力导向”的教学模式进行

了毕业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相关教学环节的设定，形成了毕业要求与相关教

学环节关联矩阵。对应的关联矩阵图能有效保证教学环节有效支撑，在毕业要求

的强有力的支持下保障教学环节有序展开。

本专业以“产出导向（OBE）”教育理念为指导思想，以“全面提升、重点突

破、强化优势”为原则，大力推进专业建设、实践教学改革，强化课程实践、专

业实践和社会实践，积极开展综合性、创新性的实践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的就业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以“平面设计+数字技术+传统工艺+创新创业”

创新型人才模式，构建了双循环实践教学体系。

3.2 教学体系

3.2.1“双循环”实践教学体系

“双循环”实践教学体系是指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的校内、校外两个实

践教育循环。校内循环是指明确目标—模拟实践—创新实践—修正目标的教育循

环；校外循环是指明确目标—真实实践—创业实践—修正目标的教育循环。最终

达到“综合素质养成”以满足现代信息设计市场的需求，实现应用型视觉传达专

业人才的培养。



将专业实践教学与企业的用人要求适时适度的匹配，初步体现人才培养模式

的多样化、个性化特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专业教师完成了 8项省级以上科研

项目，进一步开展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科研项目有效结合课堂展开教学，以科

研促进教学。将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之中，重视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把科研

和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1）将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中。

平面设计类：

在《书籍装帧设计》课程中，宋华老师将主持的《LED 产品画册视觉系统设

计》横向科研项目带入课堂，理论联系实际，按照项目的特点和要求进行 LED

产品画册的设计制作。画册视觉设计重点是风格、版式的处理，在设计中进一步

强化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版式设计的处理能力。使学生通过实实在在的项目，进

一步巩固理论知识，加深对项目设计过程及方法的理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CIS 设计》课程中肖巍老师引入《武汉旅游景区标识导向系统人性化设

计研究》、《荆楚文化元素在武汉轨道交通环境导视系统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省级

科研项目进行了教学实践，重点是研究导视系统设计。课程中将学生为 4-5 个小

组，以小组形式进行项目设计研究，对不同环境下导视系统设计风格、造型、材

质、色彩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形成了系列的设计方案，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

题能力得以提升。

数字技术类：

董璐老师发表论文“给予新媒体字体设计的互动性研究”，在《字体设计》

课程教学中强化字体设计的互动性研究。互动设计是审美以及文化、技术以及人

类科学的融合，好的互动设计会让数字技术更容易使用以及更亲近，达到设计需

求。除此之外，宋华老师指导的 2018 届学生进行艺术设计学院的网站设计，与

信息学院进行学科交叉，融入互动艺术效果，体现交互式的动态网页设计，从互

动界面设计着手体现网站的数字化。

传统工艺类：

《图案与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庞迎庆老师发表的 《安徽志诚堂

木雕装饰的美学特征分析》着重对雕花装饰图案设计进行了系统研究。根据雕花

工艺在毕业设计创作中结合“皮雕画--门神”进行了系统创作设计。设计中将中

国门神年画拓展到皮雕画中，为年画赋予了新的载体，对弘扬传统艺术具有重要

https://baike.so.com/doc/192100-202986.html


的意义。对传统皮雕制作工艺、设计雕刻的图案纹样创意，从刻划 、敲击、推

拉、挤压等步骤，将传统工艺艺术风格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

创新创业类：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 2018

届毕业设计创作中以“武汉印象”为主题进行毕业设计创作，以宋华老师主持的

“武汉九头鸟品牌开发”湖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重点项目为依托展开研究，设计

了“武汉街道文创”衍生品设计研究。设计结合武汉代表性的建筑，如黄鹤楼、

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等著名景点建筑融合文房四宝进行巧妙结合，进行文创产

品设计；除此之外运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实物制作，呈现出新颖、独特的艺术作

品。“武汉街道文创”作品受到校内外专业的一致好评，并被湖北电视台教育频

道做专题报道。

（2）将教研成果融入教学中。

平面设计类：

将教改论文融入教学中，肖巍老师撰写的“基于岗位能力的视觉传达专业模

块化教学体系研究”，重点研究的是以专业岗位展开研究，将平面设计岗位、包

装设计岗位、品牌策划岗位、展示设计岗位等进行系统探究，在课程设计中突出

课程特色，体现岗位能力为教学重点，着实提升学生的岗位能力。

徐齐老师发表教改论文“浅析手绘插画设计的艺术表现”强调了手绘插图设

计在现代空间环境中的艺术表现。2014 年 11 月，在《POP 广告设计》课程带领

视觉传达 1302 班学生拟定好主题，从草图构思、线稿勾勒和最终效果的处理，

完成南区图书馆手绘墙作品，使学生的创意表达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得到很大的

提升，受到媒体广泛报道。

数字技术类：

宋华老师教学改革项目“协同学习视域下数字交互技术在广告设计课程中的

应用研究”，以《广告设计》课程依托，通过课题的研究成果构建广告设计课堂

学习共同体，以协同学习方式来促进师生共同提高。运用数字交互教学模式改变

原有教学模式，更新了教学手段，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师

教学能力。开发广告设计课程（移动交互式教学软件、数字互动教材），为艺术

设计学科其他专业及相关学科教学提供研究个案。

传统工艺类：



承芹老师主持的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与实践 ” 注重传统工艺类人才的培养。在《色彩构成》教学中引导学生

结合树脂工艺完成了树脂金鱼和树脂荷花的工艺作品。除此之外，指导学生完成

了手工编织挂毯设计和土家族系列玩偶创意设计；并结合毛毡材料完成了唐卡手

工艺品系列文创产品设计，如手包设计、手机壳设计、杯垫设计等等，起到了很

好的展示效果，广受好评。

创新创业类：

肖巍老师的教学改革项目“以就业为导向的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应用型人

才培养研究”，注重创新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2017 年 9 月，以《装置空间

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为依托，结合学校中区食堂改造项目带领学生进行了方案的

讨论、设计、施工与制作一条龙服务。根据甲方的要求和风格从创意构思、草图

设计、方案确定、施工与制作，对中区食堂室内空间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本专

业 14 级 74 名同学从定稿到最终制作完成，耗时一个月，受到了甲方的好评。由

此发现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显著的提升，为学生今后创新创业提供

了条件。

依托“双循环”的实践教学体系，由 2010 年始，本专业每门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方向课程、学科平台课程均有实体项目支撑，深入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强

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3.2.2 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实现培养目标的载体，是保障和提高人才质量的关键。本专业课

程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注重课程内容的组织，更要考虑各部分内容的相互关联及作

用，构建“三室合一”课程体系。

(1) 构建“三室合一”课程体系。

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改革本专业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学生的实践

教学力度，拓宽实践教学空间和专业能力的培育平台，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实

践教学体系，已是当务之急。本专业提出“教室、实验室、工作室”一体化（以

下简称“三室合一”）课题体系的构想。

此构想意在打通“教室、实验室、工作室”，通过项目化的教学，把学生在

教室里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验室和工作室的实践中。将校内外实习、实

训基地进行有机结合。为本专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快速融入产业，体现专业



特色，具有强劲竞争优势和适应能力奠定了良好基础，突出能力培养。

“三室合一”课程体系完成了大量的实践项目，特别是传统工艺与文创衍生

品设计创作。

宋华老师主持的二项湖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课题对传统工艺进行设计探索，

并邀请汉绣传承人进入工作室交流，讲授汉绣图案特点，培养学生对传统技能知

识运用能力、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陈玲老师的《土家文化旅游商品创意设计》

文创产品设计项目重点对土家族文创产品设计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形成了一定成

果。

承芹教授和庞迎庆教授运用“三室一体”课程体系对皮革工艺和纤维工艺进

行了系统研究，结合教室、实验室、工作室进行艺术创作，在实践中逐步培养学

生的对新材料、新技术的认识，能熟练掌握工艺流程进行创意实施，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设计作品，广受业界好评，设计作品被多家企业看中，形成了很好的市场

效应。

(2) 融入学科交叉。

数字信息类课程进行学科交叉逐步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此类课程

是由本专业陈晓慧、钟凡老师主要负责，通过本专业的课程的特性结合跨学科融

合，逐渐提升学生信息数据可视化能力提升。

以信息数据类课程为依托，完成了艺术设计学院招生宣传的 H5 设计与创作，

本专业毕业设计优秀作品的 H5 系列推广，形成了良性循环的视觉效果，为品牌

形象的树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 2018 版长计划中，第四学期《数字影像设计》课程中重点是融合数字影

像设计和数字交互设计的交叉设计领域，为了进一步加大对摄影和摄像两个环节

的把握，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 16 学时新闻类摄影学科交叉环节，弥补了单一摄

像的课程内容。

第五学期中《网页设计》课程，重点是教授学生运用网页三剑客进行系统技

术运用，能够进行网站功能策划，页面设计美化工作。为了使最终网页效果结构

清晰，兼容性更好，能更灵活控制页面布局，在教学中与信息学院进行学科交叉，

增加 16 学时网页代码设计教学内容，达到完美的视觉体验。

第五学期中《信息与数据可视化设计》课程中重点让学生掌握数据可视化

与信息图形、信息可视化、科学可视化以及统计图形之间密切相关。为了使信息

可视化领域的统一、课程中将加入 12 学时程序设计的教学内容，系统化进行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D%96%E5%88%92/971


据的归纳与分析。

3.2.3 课程模块

课程模块是根据本专业课程性质和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分解，通过系统的课程

模块来培养学生相关的专业能力，并最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课程模块由

平面设计、数字技术、传统工艺、创新创业四大模块组成。在课程教学中，按照

模块化的教学内容进行分类授课，明确课程模块的任务与目标，提高了课程的教

学效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大课程模块对应课程：

(1) 平面设计模块：

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品牌传播与策划

(2) 数字技术模块：

网页设计、UI 交互设计、数字影像设计、信息与数据可视化设计、视听采

编与创作

(3) 传统工艺模块：

插图设计、图形创意设计、传统工艺实训、文创实战设计

(4) 创新创业模块：

创新创业专题设计Ⅰ、创新创业专题设计Ⅱ、民族文化考察、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毕业实习、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四大课程模块与能力对应关系：

(1) 平面设计模块对应视觉传达专业知识、视觉传达设计创意思维与表达。

在平面设计模块中注重对视觉传达专业知识、视觉传达设计创意思维与表达；

以《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计》、《品牌传播与策划》等平面类课程进行设计教

学。

在《品牌传播与策划》课程模块中注重对学生创意能力的培养，通过运用项

目教学法，在课程中引入实际的设计项目，例如南区图书馆视觉设计方案，带领

学生通过调研分析、现场考察、设计制作等过程完成设计，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

方案设计的能力。除此之外，采用植入式教学方式，聘请企业设计总监到课堂进

行实践教学，让学生了解市场需求，掌握第一手资料，丰富平面类课程模块的教

学形式。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njliaohua.com/lhd_6px6n3orxr76vac3m07w_1.html&q=%E5%88%9B%E6%84%8F%E6%80%9D%E7%BB%B4%E8%A1%A8%E8%BE%BE&ts=1489136383&t=e589630b330668f91ab124ba0e83a4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njliaohua.com/lhd_6px6n3orxr76vac3m07w_1.html&q=%E5%88%9B%E6%84%8F%E6%80%9D%E7%BB%B4%E8%A1%A8%E8%BE%BE&ts=1489136383&t=e589630b330668f91ab124ba0e83a4d&src=haosou


(2) 数字信息交互设计模块对应现代艺术设计方法与创新应用能力、具备

处理及应用现代平面设计信息技术能力。

在数字信息交互设计模块着重培养学生对交互设计、信息设计、交互体验、

影像设计及相关软件应用与实践为教学重点，在《网页设计》课程教学中不仅需

要掌握了 PS、Flash、Dream Weaver 软件设计的内容，而且结合 H5 实践项目进

行教学，逐渐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运用信息技术处理相关设计的能力。

(3) 传统工艺文创衍生品模块对应人文素养与绿色设计观、理解艺术设计

制作工艺流程方法。

传统工艺文创衍生品模块着重培养学生对传统手工艺认识与应用，从衍生、

移植、包装中抽取审美元素的传统手工艺已成为文创设计表现形式。在《传统工

艺实训》、《文创实战设计》课程中加强学生对工艺流程的认识与掌握，具备较强

的人文素养，能融合传统文化和工艺进行文创产品设计研究。在实践项目中引导

学生运用毛毡、皮革进行手工唐卡文创、十二门神手工皮包文创、武汉印象文创

设计创作，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4) 创新创业模块对应交流表达与团队精神、设计师职业道德、职业规范

和社会责任感、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

创新创业模块重点是培养学生交流表达与团队精神，设计师职业道德与规范。

在《创新创业专题设计》课程中结合实际项目，带领学生进行设计创作，逐步培

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与沟通表达能力；《民族文化考察》课程中注重学生对地域文

化知识的收集与整理，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的习惯。《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实践中结合指导老师的选题分组进行毕业设计创作，主要

是由交互设计、装置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文创设计、书籍设计等命题进行创意

设计。在整体的方案设计中培养了学生交流沟通表达能力，能将自己的创意思路

与小组成员分享；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团队意识，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3.2.4 课程建设

深化教学改革是加强课程建设的核心，是提高课程建设水平的源泉。以改革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为内容（含实践教学）的研究项目，使先进的

教学经验和教改成果及时融入课程建设之中，从而不断提高课程建设水平。

（1）精品课程建设：



构建了合格课程、优质课程、精品课程的课程建设目标，目前本专业拥有 4

门校级精品课程，1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国家级 MOOC 课程。

《平面广告设计》课程负责人和核心教师结合 17、18 届毕业设计，收集了

从平面设计、数字信息设计、传统工艺、毕业设计展示、参加专业大赛等文字、

图像、视频等系统的过程资料，为课程建设做了有力的硬件、软件支撑。2017

年 12 月《广告的力量》MOOC 课程上线国家智慧树平台并全国推广。

（2）平面设计课程建设：

《素描》、《色彩》、《设计素描》、《设计色彩》是本专业基础类课程，在课程

建设中专业教师整合课程之间关系，将课程合并成《意象素描》、《意象色彩》，

课程知识点进行重新归纳、总结，形成系统的课程内容。

平面设计类专业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艺术表达能力。结合

《插图设计》课程完成新法学院实验室手绘墙的装饰设计方案。实验室墙面装饰

设计是以简洁明快的设计风格为主调，设计手法与理念在于简单和实用，运用简

约的线条、几何块面的造型、愉悦的色彩，来营造简洁、美观的视觉效果，使整

体感觉轻松、自然。

2017 年 11 月，在《POP 广告设计》课程中以中区食堂户外装饰手绘墙为主

进行效果的处理。“民国风 3D 墙绘”是由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502 班 25 名学生共

同完成，他们运用立体装置和手绘技法表达 3D 墙绘设计，引来上下课的学生频

频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受到了媒体广泛的报道。

(3) 数字技术课程建设

《广告设计》是本专业核心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设计

教学，结合学习通平台，MOOC 网络资源平台课程进行数字技术信息手段的表现，

丰富了课程的教学效果，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序号 负责人 课程名称 立项时间 课程情况 类型

1 宋华 《广告的力量》 2017 建设中 国家级

2 宋华 《平面广告设计》 2015 已结题 省级

3 宋华 《平面广告设计》 2010 已结题 校级

4 肖巍 《CIS 设计》 2010 已结题 校级

5 陈玲 《包装设计》 2013 已结题 校级

6 姜娜 《POP 广告设计》 2013 已结题 校级



(4) 传统工艺课程建设

《传统工艺实训》、《文创实战设计》 是体现学生手工实践、创新技能的关

键课程，在课程中任课教师融入传统工艺中的图案、元素的表达，除此之外在特

定的载体上进行绘制与处理，形成艺术效果强的衍生品。在毕业设计教学环节中，

引导学生运用皮革工艺进行土家族风格的旅游皮革制品制作，皮革上饰以土家织

锦中“西兰卡普”的图案，以其特殊的纹样和绚丽的色彩交相辉映，体现别具一

“革”与众不同，营造出土家族与自然生活和谐共存的氛围，起到了传承和推广

土家文化作用。

(5) 创新创业课程建设

专业教育平台中的实践教育主要通过开展创业调研、企业走访等活动，引导

学生深入企业内部，了解与专业相关的行业、岗位对人才的实际需求，与创业成

功人士进行面对面交流，同时，将专业理论教育知识与实际生产初步融合，实现

书本理论知识的初步转化，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技巧。目前本专业开设有

《创新创业专题设计 I》、《创新创业专题设计 II》课程，通过实际项目展开专题

设计，着重培养学生了解前沿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工艺，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在 2018 届毕业生设计制作的“武汉饮食文创”设计作品中，以湖北省博物

馆馆藏品“编钟”为基本形进行器型创作，倡导慢饮食文化。呼吁人们用餐时专

注于寻觅食物的味道及其背后的文化与精神传统。通过“觅食”系列文创产品所

打造的质朴、纯粹的用餐氛围，全身心的投入，慢慢地享受食品味道。武汉饮食

文化文创品牌设计意在打造融合武汉饮食文化的觅食品牌文创产品，我们对饮食

产品的功能性与精神性进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