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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铸魂、能力递进、平台赋能”三位一体创意设计产

业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简介 

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创意设计产业已经成为极

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伴随创意设计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及技术革

新加快，对创意设计人才的岗位能力综合化需求，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素质提

升迫在眉睫。美育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路径。2019 年 3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针对学生审美能力

欠缺、技能培养与学生能力提升脱节、实践教学平台不足等问题，以“立足

龙江，面向全国，赋能创意设计产业”为定位，以全面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创新意识、实践技能为目标，开展“匠心设计”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构建“以美铸魂、能力递进、平台赋能”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区

域产业发展的新形势。 

 本成果以 2019 年立项的黑龙江省教育厅《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基于成果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研究与实践》项目（项目编号：

SJGZY2019050）为基础，制定改革方案。深入市场调研，聘请哈尔滨市佳彩

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专家，针对平面设计师、印前数码设计制作员、

美术编辑等岗位的职业技能、职业素质、典型工作任务等开展头脑风暴，构

建“以美铸魂、能力递进、平台赋能”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

审美能力、创新意识、技术技能精湛的“匠心设计”人才。创新打造“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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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双链”育人模式，造就信念执著、品德优良、技能过硬的卓越人才。构建

“四培育、三融合、一主线”课程思政体系，开发在线开放课；建设“传统

文化”元素库等数字化教学资源。构建“递进式树状学训交替”模块化课程

体系，将“教学标准、行业标准、1+X 标准”有机融合，建设项目化课程；

创建案例库、开发工作手册式立体化学材、开展技术传承创新行动。打造

“工作室+基地+产业学院”三位一体的学生技能成长、素质养成发展平台，

形成校企融合“育人共同体”推动高质量人才培养。 

成果实施以来，学生审美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显著提升；岗课赛

证融通，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各项技能大赛中获奖 41 项；学生参加产品创

意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通过率 89%；立项《包装设计》课程“课堂革

命”项目，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校企共建工作室、实训基地、产业学院，助

力实践教学质量提高，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成果负责人参与教育部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标准制定。成果形成了丰

富的创新理念和育人成果，在省内多所高职院校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教育教学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1、成果主要解决的教育教学问题 

（1）解决提高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中，学生审美能力欠缺、文化

素养薄弱问题。 

（2）解决教学模式单一，岗赛证不对接，技能培养与学生能力提升脱

节问题。 

（3）解决实践教学平台不足，产教融合深度不够，单纯的知识突破对

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抑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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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育教学问题方法 

（1）以美铸魂，构建“四培育、三融合、一主线”课程思政体系 

美育是培养学生审美情感、审美能力和审美素养的教育。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对设计审美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校企协同，发挥“课程思政”育人功

能，全面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美铸魂，构建“四培育、三融合、一主线”

课程思政体系，四培育既培育学生发现美、创造美、表现美、鉴赏美的能力；

三融合既教学中融入现代企业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潮流创新文化；一主线

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最终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

的教学目标。在学银在线平台构建《包装设计》在线开放课，并建设“传统

文化”元素库、“龙江文化”元素库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以传统文化之美激

发学生设计灵感，增强文化自信，助力学生审美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将以美育人，培根铸魂有机的融入课程思政改革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图 1）。  

 

图 1 “四培育、三融合、一主线” 课程思政体系 

（2）三引领、五融合，构建“递进式树状学训交替”模块化课程体系 

① 对标产业，创新传承，推行“三引领” 

推行标准引领、项目引领、技术引领，三引领优化耦合，将行业企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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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项目、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先进元素纳入培养规格和课程实施中

（图 2）。 

 
图 2 三引领 

标准引领：2020 年参与完成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艺

术设计专业教学标准制定。深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教学标准、

行业标准、1+X标准”有机融合。 

项目引领：推行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课程、项目资源、项目研发” 项

目引领课程改革模式。依托艺术文创工作室与阿城区文旅局合作，师生共同

研发冰雪文创产品、地域特色旅游纪念品，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改革。 

技术引领：将“技术赋能、技术创新、技术传承”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在课程教学中引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等数字技术。学生作品在首届龙

江大学生创意大赛中获创意之星奖。 

② 质量提升，多措并举，实施“五融合” 

深化校企合作，实施德技融合、岗课融合、赛教融合、专创融合、校企

融合，五融合立体交互，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提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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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质量（图 3）。 

 

图 3 五融合 

德技融合：德技并修，铸魂育人，实施德技融合培养。构建和实施基于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德技并修”的培养体系。实施“课程思政”改革，

其中 2 门专业课程获得学校验收优秀。 

岗课融合：岗位对接、课程对标，实施岗课融合培养。通过岗位调研，

确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岗位为平面设计师、印前数码设计制作员、美术编

辑等人员。构建“递进式树状学训交替”模块化课程体系，实现首岗适应，

多岗迁移，可持续发展。 

赛教融合：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实施赛教融合培养。搭建“专业+竞

赛”实践平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将技能大赛项目融入专业

课程教学环节，激发学生的内生学习动力。培养学生在实际环境中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专创融合：创新思维，创业教育，实施专创融合培养。搭建“专业+创

业”实践平台，将专业课与创新创业大赛结合。以校友赫显东创业案例为典

范，开展双创课程教学，带动专业学生自主创业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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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融合：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实施校企融合培养。将企业资源、技

术、标准等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参与教学评价，与哈尔

滨市佳彩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以“产”拓维度，以“学”

把宽度，以“研”掘深度，以“训”促强度，以“创”提高度，形成了高水

平产教融合推动高质量人才培养。 

对标创意设计产业，推行“三引领优化耦合、五融合立体交互”，在人

才培养方案建设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逐渐形成了基于“三引领、五融合”

的“递进式树状学训交替”模块化课程体系，实现学生技能培养螺旋递进，

达成“匠心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图 4）。  

 

图 4 “递进式树状学训交替”模块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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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位一体，构建学生技能成长、素质养成发展平台 

校企协同，构建“工作室+基地+产业学院”三位一体的学生技能成长、

素质养成发展平台。创办了红帆船工作室，艺术文创工作室、视觉设计工作

室、创新创业工作室，聘请多名企业专家参与教学，充分发挥工作室人才培

养的引领作用，艺术文创工作室列为双高建设项目。建设牡丹江海东青文化

创意园红色教育基地等，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7 个，与哈尔滨领先未

来科技有限公司共建“龙领创意设计产业学院”，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培

养更多符合时代需要的创意设计产业应用型人才（图 5）。 

 
图 5学生技能成长、素质养成发展平台 

三、成果主要创新点 

1、创新打造“四美育双链”育人模式 

以美育人，创新打造“四美育双链”育人模式。将美育与德育整合涵养

道德情操，增强学生审美力，促进“德美协同”；与智育整合提升知识技能，

增强学生鉴美力，促进“智美协同”；与体育整合促进身体锻炼，增强学生

展美力，促进“体美协同”；与劳动教育整合发展技术技能,增强学生创美

力，促进“劳美协同”。构建“递进式树状学训交替”模块化课程体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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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和“工作室+基地+产业学院”三位一体的学生技能成长、素质养成发展平

台实训链。将“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造就信念执著、品德优良、技能过硬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为创意设计产业服务

的创新型人才（图 6）。 

 

图 6 “四美育双链”育人模式 

2、创新构建“递进式树状学训交替”模块化课程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基于“三引领、五融合”构建“递进式树状学训交替”

模块化课程体系。推行标准引领、项目引领、技术引领，把核心要素融进课

程标准。深化校企合作，实施德技融合、岗课融合、赛教融合、专创融合、

校企融合培养，将技能大赛项目与专业课程项目相结合融入教学环节，在职

业拓展课模块中开设专创融合课程，强化赛教融合、专创融合培养，实现职

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依托“工作室+基地

+产业学院”三位一体的学生技能成长、素质养成发展平台，在课后实践环

节中，实施劳动教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企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提升岗位核

心技能的应用能力。通过项目研发，使学生掌握工匠的综合能力，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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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满足企业对能工巧匠的需求。 

3、创新实施“二结合、三阶段、五环节”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落实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对接职业标准，强化工学结合、知行合一、

健全德技并修的育人机制，引入赛项、课证融通，成立工作室，体验企业真

实工作过程。实施“二结合、三阶段、五环节”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即线上、线下相结合；课前导学—课中督学—课后促学三个阶段；思（自主

探学）—学（目标导学）—践（合作研学）—评（展示赏学）—拓（课后拓

学）五个环节，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以学生为中

心，产出导向，职业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思政。改变传统教学生态，提升教

师教学的有效性，《包装设计》课程 2022 年立项为院级课堂革命建设项目，

助推课堂革命教学改革（图 7）。 

 

图 7 “二结合、三阶段、五环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聚焦龙江创意设计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实施“以美铸魂、能力递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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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赋能”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标创意设计产业人才需求，培养高素

质技术技能“匠心设计”人才。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学生审美能力、创新能

力和实践技能显著提升，参加创新创业及各类技能大赛，获得国家级、省级

奖项 41 项。为地方支柱型产业、新兴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社会认可度高，毕业生就业率 95%以上，留省就业率 64%以上，就业专

业对口率 75%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 96%以上。学生 1+X 产品创意设计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获取率 89%，实现精准、优质就业。  

2、社会服务成绩斐然 

培训服务：依托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举办高职、中职

师资培训班 4 期，培训人次 100 余人，成果在培训中广泛宣传。 

设计服务：与哈尔滨市绘润版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将

企业项目与教学项目对接，80 余名学生参与项目设计，成果被企业采用 7

项。开发冰雪大世界摩天轮小夜灯、拼插摩天轮积木等文创产品，在冰雪大

世界龙江冰雪艺术坊售卖。与阿城区文旅局合作设计铜座龙小夜灯，促进

“作品-产品-商品”的成果转化。获得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外观设计专利 2项。与哈尔滨易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服务技术合同。 

公益服务：开展“设计赋能产业发展，助力乡村经济振兴”赴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双城区东官镇庆民村开展 “三下乡”实践活动等。开展学生假期

服务地方社区活动。 

3、示范辐射影响力不断扩大 

成果被 6所高职院校、3 家企业和 1 家行业协会推广应用，多次参加教

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国职业院校艺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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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类优秀作品展暨校企融合成果转化对接会，开展全国性院校交流、校企合

作、成果转化。承办 2023 黑龙江视觉传达创意设计研讨会暨东北地区优秀

创意设计作品巡展活动，东三省艺术设计协会、10 余所高校、5 家企业 50

余人参与活动。与黑龙江省艺术设计协会等 2 家企业共建“创意设计人才

培养基地”。参加全国中青年冰雕艺术展暨“激情冰雪，魅力宝清”首届宝

清县全国冰雪文化（旅游）论坛活动，来自全球 7 个国家冰雕艺术家和 100

余位嘉宾参加了论坛。2024 年入选创意设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常务理事

单位。多所高职高专院校来参观考察，为哈尔滨商业学校等多所中职学校指

导建设人才培养方案，推动中高职贯通培养。教学成果被黑龙江省教育厅网

站、百度、极光新闻、龙头新闻、今日头条、黑龙江省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

道，影响力广泛。 



附件 2-3 

2024 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鉴定书 
 

成果名称 
“以美铸魂、能力递进、平台赋能”三位一体创意设计

产业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成果第一完成人及

其他完成人姓名 

韩伟、朱晓松、石海涛、李健、孙丽娜、高天宇、梁彬、

张杨、刘建伟、黄娣娜 

成果第一完成人 

及其他完成人 

所在单位名称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哈尔滨市佳彩数码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组织鉴定部门名称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 

鉴定组织名称 教学成果鉴定小组 

鉴定时间 2024年 10 月 17 日 

鉴定意见： 

该成果针对创意设计产业人才需求，以全面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创新意

识、实践技能为目标，构建“以美铸魂、能力递进、平台赋能”三位一体的

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创新打造“四美育双链”育人

模式，构建“四培育、三融合、一主线”课程思政体系，构建“递进式树状

学训交替”模块化课程体系，打造“工作室+基地+产业学院”三位一体的学

生技能成长、素质养成发展平台，形成校企融合“育人共同体”推动高质量

人才培养，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建议该成果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 

鉴定组织负责人： 

             

2024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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