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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analysis of “art and technology” majo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major, and how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major and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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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艺术与科技”专业的当下分析，提出该专业设立的必然性，和其如何开展教学实施，并展

望该专业未来发展及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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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的浪潮推动着教育的更新，信息化、数字化在艺术设计领域里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近年来，

艺术与科技相互融合在我国有火速升温的趋势，国家教育部 2012 年新增了“艺术与科技”专业在高校本

科招生目录中，这说明国家正着手“艺术与科技”结合综合素质的人才培养。1 艺术设计的教育趋势必然

走向未来的整合，使命感和责任感督促我们去面对新的挑战。对此我们从国内高校的“艺术与科技”教

学现状入手，分析现有专业的发展状况，从师资建设、课程设定、教材编写等方面探讨了艺术与科技专

业教学上的尝试。 

2. 开设“艺术与科技”专业势在必行 

艺术与科技专业鼓励学生勇于挑战，培养具有现代设计知识和创新能力，为他们提供可以自由发挥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同时培养学生具备系统研究知识运用方法论解决问题的能力。该专业一方面在

于鼓励大学生加强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培养，善于用艺术与科学融合的手段探索未知世界，发现真与

美；另一方面尝试参加社会性活动、国内外大赛激起艺术与科技的创作灵感，实现跨界复合型设计思维；

并能在面向虚拟现实设计行业、数字媒体行业及数字娱乐行业的发展需求，成为在展览展示设计、展示

多媒体设计、特装展位设计、展览馆方案设计、效果图设计、UI 设计、视觉设计、动效设计等相关岗位

专门人才。2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主张就是摒弃知识划分过细、专业分割面窄，重视综合性、整体性

的素质教育，对复合型的人才加强培养。传统艺术设计教育重人文，轻科学；从事理工科学习的学科注

重逻辑思维的教育和培养，从事艺术学习的学科注重创意思维启发和引导。由于该学科适应社会文化经

济发展需求并涉及领域宽泛，这就扩展了学生的就业路径，因此已经得到许多艺术设计教育部门的重视

[1]。国际上法国、美国等国家的一些艺术设计高校早已经开设艺术与科技相关教学课程与专业，我国厦

门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和大连工业大学等院校也已经开设了艺术与科技专业。 

3. 艺术与科技专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我国高校艺术与科技设计专业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在教学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蜂

拥而至”的规模带来学生文化素质不等，艺术生大多偏重文科，知识结构不均，科学与技术方面不足，

出现“手高眼低”的现象。而另一方面是四年的大学学业虽然提高了自己专业能力、提高了艺术修养，

但现实是陷人到就业困难，市场需求相对饱和，不能成就自己梦想的境地。因为巨大的就业压力的现状，

很多毕业生都选择了擦边相关职业或改行，对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所学非所用的情况已经不是个

别现象。因此，艺术与科技专业的设立，除了要以培育专业艺术科技设计师为主外，还应当适度放宽和

丰富教学内容，把艺术设计的教学内容引人到科技流行的教学领域，为社会培育急需的科技与艺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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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才。为此，高校教学工作者从不同的思考角度发现了传统专业教学的不足和内容的缺失，从而诸

多艺术类高校开始开设艺术与科技专业，着手筹建艺术与科技教学系统。 
艺术、科技的范围都十分广泛，具体到艺术与科技专业上我们可以看看它的专业增设发展道路。科

技与自然避不开的是艺术设计领域，更好的融合科技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21 世纪计算机与数字技术

结合艺术在我国大量的应用到各个领域，国内国际商业贸易交流，2008 奥运会开幕式，2010 上海世博会

上呈现的五彩斑斓的数字模拟技术让我们大开眼界，视觉效果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多媒体技术的广

泛应用让参观者在这场饕餮视觉盛宴中过足了瘾，这个新型的行业大踏步的走进了大众视野[2]。然而，

面对复杂的数字媒体技术和视觉艺术的融合，缺乏策划人员、计算机程序人员和艺术设计人员的综合人

才，没有任何专业教学系统和以往案例可以参照。如何培养艺术与科技型人才成为当下高等教育需要解

决的难题。 

4. 艺术与科技专业的教学实施建设 

“艺术与科技”专业的教学目标在于面向信息产业、数字产业和艺术产业等交叉领域培养具备国际

化视野和整合创新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专业要建立在高度综合知识基础上，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打破学科

领域间的壁垒才可以贯通互动。学生将研究展示空间设计、音乐表演艺术舞台设计、数字媒体和技术融

合的动态领域，通过具有跨学科背景的理论课程，结合项目驱动的实践课程，培养和发展自身的知识结

构和能力。利用科技的便利性让艺术创新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深度，使科技萃取艺术的厚度，不再是冰冷

的数据[3]。 

4.1. 设计与各学科结合开设课程 

在课程开设上应首先以设计为主，将设计与相关专业工程及科学技术相结合，培养设计执行人才；

开设艺术与科技、人文、社会相关课程，艺术设计、音乐戏剧舞美设计、环境设计理论和良好的设计学

知识体系课程，设计社会学和环境心理学、设计心理学课程。其次是以现代数字人机结合技术为主体，

并与设计结合，培养研发型人才；开设空间与环境、界面与交互、媒体和叙事、体验与表达方面的课程，

尝试教学基于信息美学和复合媒介塑造新用户体验的方法。第三是与经济、管理、商业等学科交叉，培

养复合型策划管理人才；开设设计战略和设计管理、媒体产品和服务的品牌、推广和传播方面的课程。 

4.2. 师资建设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在艺术设计高校从事艺术设计教学的教师和学生对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创新和研究可借鉴

经验甚少，对于艺术与科技的应用和如何开展教学还都处在朦胧的阶段。尽管艺术科技诸多作品和研究

应用进入我国已有一段时间，但是，在我国的发展却是近几年的事，造成了我们和欧美在艺术设计与科

技教学领域有一定差距的局面。因此教师知识结构的调整和充实也是实现艺术与科技专业开设的教学必

要条件，我们必须要加强对艺术科技相关学科的了解和细致的教学设计，这也是艺术与科技高校教师亟

待完成的首要任务。 

4.3. 教材编写必不可少 

未来高等教育艺术与科技人才培养，可分为理论型人才(学术研究、批评鉴赏理论型人才)、专业型人

才(掌握创新思维方法、展示设计、交互多媒体技术、有较强的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的设计人才)和复合型

人才(能把设计与技术结合，并进行研发，并能策划管理的人才)。艺术与科技专业的综合性是其他任何艺

术设计专业无法比拟的。其专业的建设需要不同学科人才组成一个以创新研究艺术与科技结合、应用发

展的教学团队，在文化创意产业和数字内容产业，用整合空间、艺术、媒体、技术与商业的视角，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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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环境设计、信息交互设计、新媒体艺术等领域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这些知识结构复杂综合并且庞大，

所以教材的编写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笔者认为可以从设计与工程技术以及设计与科学技术、数字媒体

技术与艺术和经济管理与艺术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编写教材。 
基于以上课程培养、师资建设和教材的编写建设本专业，力争能使学生具备艺术与科技方面的综合

素养，具备良好的美学修养和逻辑思维能力；有良好的设计策划、执行和表达能力，能够从事文化创意

产业中的设计策划与实践活动，能够运用新科技手段以人性化的视角提供解决方案；够能掌握空间与环

境、体验与交互行为的研究方法，具备一定的创新研究能力；并有不同知识领域中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以及跨学科的实现能力；具有一定的学术发展潜质，能继续攻读同领域硕士、博士学位。 

5. 艺术与科技的回顾与展望 

艺术提供了想象空间，这使得无数科学家为之奋斗终身。这与人类发展需求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同时巨大的商业使其必然的融入人类生活。例如人类早期从竹简书写到印刷术的出现，再到今天的掌上

电脑，阅读变得越来越轻松。科学的发展也为艺术的实现提供各种可能。如今人类的交流方式也从面对

面实现了多种可能(网上聊天、手机微信，偷菜游戏等等)，这些都是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上需要有艺术的设

计才得以完美实现。艺术给科技注入了人类伟大的梦想，这些无不诠释着艺术与科技完美一体[4]。 
科学和艺术这对双翼无法分离，人类历史的进程，艺术和科学以平行的方式交替进行解释人与自然，

交替的提供美感给人类，并不同时期共襄义举。19 世纪法国文学家福楼拜说的：“艺术越来越科学化，

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3 纵观整个历史，艺术飞速发展时，

会出现科学相对落后或停滞不前。“人类历史最开始出现图腾、宗教，都是艺术的‘能指’。好像阿波

罗指太阳，嫦娥与月亮分不开，东西方都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用艺术来诠释世界。当科学发展了，可以

解释世界上的更多现象，总结更多的规律……然而这时，艺术好像就停滞不前了……”4 艺术与科技似乎

一直这样交替的昌明着。 
近年来，全国艺术院校都在广纳人才，积极开设有特色的教学课程和专业，并形成了各自的优势。

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呈现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促进多感官的信息传播，才能有效地体现文化与商业

价值，真正体现大学教育的实质。随着全球化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发现旧教育模式应该有所更新，

需要新的学科或专业产生来填补艺术与文化发展所需的空白。“艺术与科技”专业的产生与发展就是适

应飞速发展的人类文化进程要求的一个必然要求。艺术与科学自古以来就相辅相成着。从埃及金字塔、

万里长城、参天高楼到宇宙的空间飞行器飞船，无不是艺术与科技结合的杰作。艺术发现之美的规律影

响着科学发展创造，然而科技进步带动艺术发展，科技借以艺术来表达全新篇章，艺术乘驾科技自由翱

翔。显而易见的，艺术与科学在“山顶重逢”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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