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7 期

JZK publishing 智慧教育

150

甘孜州艺术类学科交叉创新教育改革——构建多元

融合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
原芮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康定，626000；

摘要：本文以甘孜州地区的艺术教育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产学研用”协同背景下，艺术类学科交叉创新教育

改革的重要性、现状、实践路径以及课程建设等内容。分析了传统艺术学科教学的局限与市场对复合型艺术人才

的需求矛盾，阐述了甘孜州丰富文化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通过具体实践案例，如盲盒系列开发、艺术长廊绘制

等，展示学科交叉在教学中的应用，并从课程融合路径、总体规划建设等方面提出改革措施，旨在为甘孜州培养

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应用型艺术人才，推动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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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甘孜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多样民俗文化风

貌和优美自然风光，为艺术类学科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然而，传统艺术学科以设计、美术、书法等专业类

别划分，课程教学相对独立，这种学科分隔的现状与社

会和市场对复合型艺术人才的需求存在明显冲突。在全

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甘孜州的艺术教育需

要与时俱进，打破学科界限，挖掘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甘孜州艺术类学科交叉创新教育

改革的有效路径，通过构建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和实践教

学模式，培养能够将手绘能力、图片处理软件能力、传

统文化理解能力等多种技能融合运用的应用型人才。同

时，希望通过教育改革，更好地利用甘孜州的文化资源，

开发具有市场价值的艺术产品，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

创新与宣传，激发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2 理论基础

2.1 跨学科教育理论

跨学科教育能够实现知识的互补，打破传统学科界

限，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

学习视野和更丰富的学习体验。例如，当学生参与以甘

孜州藏族文化为主题的艺术创作项目时，设计专业的学

生可以运用产品造型和功能设计的知识，美术专业学生

贡献绘画技能，书法专业学生通过书法艺术为作品增添

文化底蕴，最终的作品在视觉和文化内涵上都将更加丰

富。

跨学科课程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当不同学科

的理论和方法相互碰撞时，学生需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式，

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例如，在开发甘孜州特色旅游周

边产品时，学生可能会将传统藏族图案与现代设计理念

相结合，运用新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创造出新颖独特的

产品。

2.2 艺术教育改革理念

近年来，一些艺术院校强调跨学科实践和项目驱动

式教学或开设跨学科工作坊，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甘孜州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

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教育改革

模式。将甘孜州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宗教艺术等元

素融入课程内容和教学实践中，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构

建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教育改革模式，培养学生的文化

认同感和传承意识。

3 甘孜州艺术类学科现状

3.1 单一人才培养局限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矛盾

传统的艺术学科以设计、美术、书法等专业划分，

导致人才培养的单一化。设计专业学生在电脑软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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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设计思维方面较强，但在手绘和传统文化理解上

存在不足；美术专业学生擅长绘画技巧，但在设计应用

和市场推广方面缺乏经验；书法专业学生精于书法艺术，

但在跨领域创作和现代设计手法运用上不够熟练。这种

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市场对复合型艺术人才

的需求。

现代社会和市场对艺术人才的要求呈现出多元化

的特点。随着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等领域的发展，市场

需要既具有扎实艺术功底又能掌握多种技能的应用型

人才。甘孜州不仅需要能够创作传统艺术作品的人才，

更需要能够将文化元素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的

人才。

3.2 甘孜州艺术资源利用不足

3.2.1 历史文化遗迹闲置

甘孜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如石窟、壁画等

艺术宝藏，但这些资源在艺术教育和艺术产品开发中的

利用程度较低。许多古老的壁画和石窟艺术仅作为历史

文化的见证被保护起来，没有充分发挥其在培养艺术人

才和开发艺术商品方面的价值。

3.2.2 民俗文化风貌待开发

甘孜州多样的民俗文化风貌，如独特的民族服饰、

节日庆典等，蕴含着丰富的艺术灵感，但在艺术学科教

学和艺术产品创新中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民俗文化中的

色彩、图案、造型等元素可以为艺术创作提供丰富的素

材，但目前缺乏有效的引导和课程设置。

4 学科交叉创新实践

4.1 课程融合的路径探索

4.1.1 教学内容整合

为实现设计、美术、书法等课程的融合，需要对教

学内容进行系统整合。在基础课程阶段，可以设置共同

的艺术素养课程，包括甘孜州文化概论、艺术史、色彩

理论等，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基础知识层面建立共同的

文化和艺术认知。在专业课程中，引入跨学科案例教学。

例如，在设计课程中，讲解如何将绘画风格和书法特点

运用到产品设计中；在美术课程中，教授如何运用设计

的构图法则和书法的韵味提升绘画作品的表现力；在书

法课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设计元素和美术的视觉

效果与书法创作相结合。

4.1.2 教学方法创新

跨学科教学需要创新的教学方法。小组合作学习是

一种有效的方式，将不同专业的学生分成小组，共同完

成一个艺术项目。例如，在开发甘孜州藏族人物形象盲

盒项目中，设计专业学生负责盲盒的整体设计和 3D建

模，美术专业学生绘制人物形象，书法专业学生为盲盒

添加具有藏族特色的文字元素。在项目过程中，学生们

相互学习、交流，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

4.2 项目实践推动学科交叉

4.2.1盲盒系列产品开发

盲盒系列产品的开发是学科交叉在实践中的典型

案例。设计专业学生负责盲盒的整体风格、尺寸、包装

设计和内部结构设计；美术专业学生绘制甘孜州藏族人

物形象，注重人物的服饰、表情、姿态等细节；书法专

业学生为盲盒设计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字，如藏文祝福语、

藏族传说中的经典语句。通过这个项目，学生们将手绘、

传统笔墨、电脑设计等技能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具

特色且高水准的旅游周边产品。

4.2.2艺术长廊绘制

在甘孜州多个乡镇手工绘制百米艺术长廊的项目

也是学科交叉的生动实践。美术学专业的学生负责长廊

画面的整体构图和色彩搭配，描绘出甘孜州的民俗历史、

传统文化故事等内容。设计专业的学生从设计的角度对

长廊的布局进行规划，确保每个画面之间的连贯性和视

觉节奏感，同时设计一些引导标识和装饰元素，增强长

廊的整体美感。书法学专业的学生在长廊中书写与画面

内容相关的文字。通过这个项目，不同专业的学生相互

协作，将各自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际项目中，不

仅宣传了甘孜州的地方文化，也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团队协作能力。

4.2.3红色文化题材作品创作

甘孜州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学科交叉创新实践

提供了素材。素描和版画课程老师带领学生进行红色文

化题材作品创作。设计专业的学生参与作品展示形式的

设计，美术专业学生运用绘画技巧描绘红色历史场景和

人物，书法专业学生为作品添加相关的革命标语、诗词

等书法内容。这些作品在各文化馆展览，既传承了红色

文化，又展示了学科交叉的成果。

5 课程总体规划建设

5.1 艺术类交叉学科课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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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孜州艺术类学科交叉创新教育改革中，设计、

美术、书法等专业的跨学科教学具有显著的可行性和重

要性。首先，从教学资源整合的角度，甘孜州丰富的历

史文化遗迹、多样的民俗文化风貌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为

跨学科教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可以将甘孜

州的四足提梁羊壶作为素材，引导美术学专业的学生进

行绘画创作，展现羊壶的造型和历史韵味；设计专业的

学生可以设计相关的文创产品，如钥匙扣、手机壳等；

书法学专业的学生可以为这些产品题写富有文化内涵

的文字介绍，提升产品的艺术价值。

其次，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建议开设“甘孜州艺

术文化探索与创新”等综合课程或工作坊。内容包括实

地考察甘孜州的历史文化遗迹和民俗文化场所，如色达

县的格萨尔文化艺术中心。美术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

观察和学习格萨尔说唱艺术、格萨尔彩绘石刻等非遗文

化，进行绘画创作；设计专业的学生可以结合格萨尔文

化元素，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书法学专业的

学生可以为这些商品题写格萨尔文化相关的诗词、谚语，

增加商品的文化底蕴。

在教学方法上，推荐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以康定

市的氆氇牦牛文创基地建设项目为例，组织设计、美术、

书法三个专业的学生共同参与。设计专业的学生负责整

体规划和空间设计，美术学专业的学生绘制壁画和装饰

画，书法学专业的学生题写招牌和宣传标语，提升品牌

形象。通过项目实践，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

提高跨学科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此外，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和增

强现实（AR）技术，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例如，

美术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 VR 技术进行沉浸式体验，

理解石窟壁画的艺术风格；设计专业的学生可以利用A

R技术开发互动游戏或导览应用，增强游客的参观体验；

书法学专业的学生可以为这些应用题写介绍文字，提高

用户体验。

最后，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是跨学科教学的重要

保障。评价内容包括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团队

协作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对甘孜州本土文化的理解与

运用能力。可以通过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和企业

评价等多种方式，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例

如，在盲盒系列产品开发项目中，可以邀请市场专家和

消费者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了解市场需求和消费者

喜好，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和实践提供指导。

5.2“产学研用”协同育人的教育模式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的教育模式在甘孜州的艺术

学科交叉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整合各学科优势，

充分挖掘甘孜州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资源，打造出具

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为甘孜州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产品开发方面，盲盒系列的创新设计为消费者带

来了全新的体验。加入“隐藏款”的盲盒增加了惊喜感，

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每款盲盒中的故事性拼图碎

片不仅提高了产品的趣味性，还增强了消费者的复购率。

这种设计理念将艺术与娱乐相结合，使消费者在收集盲

盒的过程中，感受到甘孜州的独特魅力。

除了盲盒系列，围绕甘孜州特产推出的周边产品也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仙桃、松茸、牦牛等特产是甘孜

州的独特资源，将其与玩偶、手袋、笔记本等产品相结

合，既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实用需求，又能让他们更好地

了解甘孜州的异域风情。例如，以牦牛为主题的玩偶可

以设计成可爱的形象，突出牦牛的特点，同时在手袋和

笔记本上加入牦牛的图案和相关文化元素，使产品更具

特色。

近年来，甘孜州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为“产学研用”

协同育人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通过积极

投身艺术品、文创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不仅可以满足游

客对特色旅游产品的需求，还能引发人们对甘孜州藏族

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探索。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学科的交

叉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术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绘

画作品展现甘孜州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为文创产品

提供设计灵感；设计专业的学生可以将这些灵感转化为

实际的产品设计，使其更具市场竞争力；书法学专业的

学生则可以为产品题写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字，提升产品

的艺术价值。

在文创产品融入人们生活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

交流、融合与发展也得到了促进。甘孜州作为一个多民

族聚居的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通过文创产

品的传播，不同民族的文化得以相互交流、借鉴，增进

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同时，文创产品的开发也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民族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6 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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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研究结论总结

通过对甘孜州艺术类学科交叉创新教育改革的探

索与实践，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教学实践方面，

通过课程融合的路径探索和项目实践，成功地打破了设

计、美术、书法等专业之间的壁垒，实现了学科之间的

优势互补。学生们在跨学科的学习与实践中，不仅提高

了专业技能，还培养了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在课

程总体规划建设方面，通过制定艺术类交叉学科课程和

构建“产学研用”协同育人的教育模式，有效地整合了

教学资源，丰富了课程内容，创新了教学方法，为学生

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和实践平台。

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

跨学科教学的实施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教学资源的分

配、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升等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在产

品开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

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6.2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为了进一步深化甘孜州艺术类学科交叉创新教育

改革，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开展更多针对教师的跨学科培训和学术交

流活动，提高教师的跨学科教学能力和实践经验。二是

持续优化课程评价体系，引入更多元化的评价指标，如

市场反馈、社会影响力等，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

课程的有效性。三是进一步拓展学科交叉的领域，不仅

局限于设计、美术、书法之间的交叉，可以尝试与其他

相关学科，如计算机科学、文化产业管理等进行融合，

培养更具竞争力的复合型艺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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