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于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用产学研” 

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总结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事关教育的根本问题。这样的时代背景也为高校设计学

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设计学类专业是一种集“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

其放眼于历史经验和未来前沿，也聚焦于真实的世界，以问题为导向，服务当下

社会。就云南的地域性特质而言：民族文化将如何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中传续？ 

教学体系中如何融入“文化自信”和“生态共识”的理念？“创新设计人才培养

模式”的构建如何与民族地区的“校地（企）合作”联动，才能突出“在地性”

和“可持续性”，从而助力地域性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这一切都是地方高校

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1. 成果形成的背景 

1.1 办学发展的背景 

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始建于 1984 年，是云南工艺美术教育及艺术设计教

育的发源地。38 年来，设计学类专业紧扣“学习民间，注重素质养成，服务社会，

强化实践创新”的办学理念，注重特色专业人才的培养。此外，自 2004 年开始，

延续了 19 年的“校地（企）合作”民族文化创意系列主题设计活动也为新时代

的“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奠定了基础。 



 

1.2 社会需求的背景 

着眼于新时代背景和全国战略布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发展确立新坐标、明确新定位、赋予新使命，即“希望云南

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而随着国家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提出，“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的先导作用也日益凸显和

强化。因此，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作为地方艺术院校，该如何立足云南多样

性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以设计服务地方经济，以创意驱动社会发展，

是我们必须认真直面的课题。 

 

2. 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2.1 成果简介 

本成果以设计学类本科专业“毕业设计”实践教学环节改革为契机，针对高

校设计类专业教育和创作中存在的“内容与形式”“实践与需求”脱节、错位问

题，项目团队于 2004 年提出并践行“服务于民族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用

产学研’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经过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持续 13

年的成果实践和 6年的成果检验，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服务社会能力和持

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知识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综合

改革与创新，建立了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服务于民族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政

用产学研”的“五三三”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团队每年选择云南的一个特色

县市区合作，引入了“产学研”教育理念，历时 19 年“校地合作”民族文化主



题创意活动的改革实践，培养了大量服务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创新设计人才。该

成果获得了首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首批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及省级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第九届云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荣誉。 

    （1）目标凝练：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 

国家对云南的定位：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作为地方性艺术院校，团队将致力于“地方民族文化”

传续、专注于“在地性创新人才”培养，从而服务于“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和生态文明排头兵”的建设战略。 

（2）模式构建：“五三三”模式 

“五三三”式“政用产学研”的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五”即“政用产学研”一体化。

“三三”即通过“通识教育、专业培养、综合提升”三个阶段，以及“模块化培养、导师化

管理、合作化教育”三个层级，来进行人才培养。 

首先，团队以云南多样性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为基础，以整体项目

名称的名义来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其次，校地合作的选题均落足于具体的

场域，以当地使用者的真实诉求为前提；再次，加强与本土企业的合作，特别倾

向于“民族文化的活态保育和当代传续” “低碳绿色理念的在地传播”及“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命题的实践性输出，完善以社会经济成效为客观评价标准的检

验体系。最后，针对于上述措施的执行和反馈情况，校内的教学和研究系统将共

同运转，实时更新和优化“创新性人才培养方案”的细则，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紧

跟时代节奏，为真实的世界而设计”。这也是我们的“校地合作”能在 19 年间

持续保持着演进活力的关键。 

 



 

2.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解决设计教学与民族文化融和实现以文化人、立德树人问题。 

在国家推动文化产业和设计服务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今天，思考设计教育如何引导全球化浪潮背景下，民

族文化的创新性传续和区域环境中的生态共度。 

（2）解决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针对原有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模式单一，体系不健全、社会关联不紧密、设

计服务能力弱，发展持续性不强”的问题。依托“校地合作”机制，整合区域和

企业资源，促进设计人才培养与云南民族文化产业、乡村振兴发展相结合，提升

设计人才服务社会能力。 

（3）解决设计专业教育教学体系建设和发展改革的问题。 



针对传统设计专业教学体系和知识体系碎片化、常规化问题。提出将专业人

才培养的成果向“教学、科研、创作、展演”等方面多维度转化，建立设计融入

产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立体化教育体系。 

 

3. 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3.1 强化目标引领：服务于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建设。 

服务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战略，结合“社会需求”和“知识前沿”来进行

顶层设计。“五三三”模式从学科定位、专业侧重、课程设置、命题遴选等层面

入手，全方位、多维度的植入“民族文化”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强化“文

化自觉”、“新学科交叉”等意识，实现培养目标与培养路径的高度契合。19

年来，学院培养了 7600 余名省内外本科毕业生，其中 60%的人才植根云南，服务

于民族地区，把设计书写在边疆的红土地上。 

3.2 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搭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综合提升”人才培养的三

个阶段，拓宽培养口径、注重交叉培养、突出特色优势。 

“五三三”模式在满足国家质量标准的通识教学基础上，将云南的“民族与

地域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概念融入其中，注重“人文素养”的熏陶和“生态

意识”的建立，并聚焦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思维观为

基础来培养学生的社会洞察力和专业建树，提升其综合实践能力，并树立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和专业格局。 

3.3 形成教学集群模式：构建“模块化培养、导师化管理、合作化教育”三个层

级的教学生态链。 



以“五三三”模式构建“模块化培养、导师化管理、合作化教育”三层级教

学结构体系，淡化课程名称（150 门专业课），注重知识点掌握（约 2000 个），

梳理出系统的专业课程集群（约 20 个），形成一条让知识在思维中“活态化”

运用的实践教学路径。 

3.4 以“五”原则构建的“校地合作”模式，实现了教育教学方式多层次、多路

径的联动增效。 

依托“政府、社会、企业、学校、科研”五方平台，组建教学导师团队集群，

创建创新创业实践实训基地，并通过集群式教授、多元化评价，不断优化和提升

成效。最终形成“将用人单位从人才的使用者，转化为教育目标设定的论证者、

人才培养过程的参与者、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者”这样一个可逆变的多层联动教

学体系。 

3.5 建立协同育人机制：联动“学校、社会、科研平台”，培养实践创新人才。 

以服务社会为目标、以科研平台为抓手、以学校基础教育为出发点，协同“学

校、社会、科研平台”三方力量，实现“政用产学研”实践创新人才的培养。持

续 19 年，每年选择云南的一个特色县市区合作，培养了大量服务国家战略、社

会需求创新设计人才。 

 

4.成果的创新点 

4.1 目标设定与理念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服务区域发展和面向知识社会创

新。 

以“服务于民族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为前提，凝练出“五三三”式“政用

产学研”的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凸显了知识社会创新的“大思政”教育



格局，也将“文化自觉”和“在地性”融会贯通，进一步强调了“政”和“用”

的理论站位。学院自 2004 年“创意腾冲”开始，持续 19年的践行理念创新和实

践教学改革，实现了从传统的“产学研”到“政产学研用”再向“政用产学研”

的模式跃迁。 

4.2 思路框架与方法创新：人才培养明确与“校地（企）合作”有机融合、联动。 

“五三三”式“政用产学研”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是我院设计学类本科专

业“毕业设计”实践教学改革，经由“自我审视、自我修正、自我总结、自我演

进”的成果。其构建逻辑遵循教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前沿趋势，具有鲜明的时

代导向性。经由地方政府和在地企业高度融合下创立的“校地（企）合作”模式，

不仅能够彰显地域优势和文化特色，更能凸显出高等艺术教育与创意产业和社会

经济文化建设之间的有机联动。 

4.3 教学成果产出创新：将毕业课程教学一般性成果向“教学、科研、创作、服

务社会”等维度深化，实现“科研”反哺“教学”，“创作”服务“社会” 

秉承着“传续在地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服务现实社会”的核心思想，教学

成果的产出，意在“通过艺术设计赋予在地资源新的社会价值”，最终实现“教

学+科研+创作+服务社会”的“多维合一”。例如，“2017 创意沧源” “2020

创意巍山”和“2022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每年近 800 余名师生完成乡村振兴设

计项目 2000 余项，其中落地实施共 400 余项，900 余项获得相关荣誉和认证，另

有 56 项获批不同类别的教研课题项目立项，同时也带动了地方 200 多个就业岗

位，实现经济转化 2300 余万元。 

 

5.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5.1 应用范围 

本成果自实践以来，覆盖校内本科生近 10000 人，协同包括清华美院、中央

美院、南京艺术学院等三十余所国内高校，以及来自英、法、意、韩、泰等十余

所国外高校的 400 余名师生共同参与，累计产出成果 34000 余项、服务地方和企

业 450 余家，举办巡展 40 余次，成果展览涵盖 70 万人次。 

5.2 成效 

（1）“党建+思政+设计”教育实践，“三全育人”成果显著。 

成果获国家级本科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并入选教学名师和团队。首批教育部

新文科研究与改革项目立项，省级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其中的主创人员获评中宣

部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教学名师、“云南省师德标兵”等称号。 

（2）立足一流专业建设，服务学术共同体，提高专业声誉影响。 

基于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成效，学院 5 个招生专业全部入选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认定国家级一流课程 1 门；遴选为全国首批非遗研培高校，获国

家级“大理传统工艺工作站”；团队设计的“七彩云南”国庆彩车获华美奖。举

办高质量学术活动 50 余场，其中，举办“全国高校设计学类专业双万计划建设

研讨会”，教育部教指委委员以及来自全国 138 所高校专业带头人近 300 人参加

会议，并在会议上推广了“五三三”模式。 

（3）标志性科研、创作成果不断获得突破。 

19 年来，成果累计成功转化的科研项目多达 140 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7

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 1项、重大项目子课题 1 项、重点项

目 1 项；师生历年累计荣获包括“互联网+”大创赛、挑战杯、全国计算机设计

大赛等在内的省部级以上奖项 10000 余项；出版著作、教材及发表论文 1000 部



（篇）；合作共建的校内外科研实践平台与实训实习基地 56 个；成果检验期和

实践期内，经由本成果所引入和配置的横、纵向建设发展专项资金累计高达 8700

万元。 

5.3 成果辐射作用 

先后上百次应邀介绍教学改革经验（全国性会议多达 40 次），受益达万人

以上。先后有国内外 240 多家院校来我校学习交流。 

5.4 社会影响与评价 

国务院第七届设计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央美院许平教授，教育部高校设计

学类教指委副主任、同济大学林家阳教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设计中心主任张伯

伦教授等对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和中央电视台、学

习强国平台进行专题报道。此外，人民网、新华社、云南网等知名媒体对我院连

续开展 19 年的民族文化主题创意活动进行了实时报道。 

 

6. 结语 

本成果以设计学类专业“毕业设计”实践教学环节改革为契机，历时 19 年

的“校地（企）合作”民族文化主题创意系列活动，建立了“服务于民族文化、

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三三’式‘政用产学研’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孕育了

大量服务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的创新设计人才，助力云南的地域性经济、文化发

展，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