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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对信息交互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的思考，针对设计综合表达课程，探讨在课堂教学实践开展的过

程中引入思辨设计思维引起的设计教育观念和视角的转变。通过从思维和观念的引导、思辨设计案例的

解析和课程项目与实践的开展三个方面分别从转向、融合和创新的三个角度引导学生重新思考设计的身

份和隐含价值。研究发现，通过对思辨设计思维的引入，可以提高学生的设计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拓展设计视野，促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能够更好地提出问题、挑战现有设计模式并形成独特

的设计观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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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design majo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sign education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 caus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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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speculative design thinking in the course of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thinking and concepts, the analysis of speculative design cases,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course projects and practices, students are guided to rethink the identity and implied 
value of desig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turning,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speculative design thinking can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design innovation, 
stimul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expand their vision of design, and enable students to better 
raise questions, challenge existing design patterns and form unique design concepts and methods 
in desig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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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中国的设计教育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未知变数和挑

战。柳冠中教授在《设计教育 教育设计》的前言中说到：“我国目前设计教育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时

代赋予的责任，要培养合格的、符合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设计人才，缺乏的绝不是硬件、技术层面的问

题，而恰恰是教育观念和方法的落后”[1]。因此，传统的设计教育课程需要加入新的思维、方法和工具

来构建未来的愿景。思辨设计作为一种基于批判思维和对话未来的模式，通过从不同的立场思考社会、

设计、技术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为设计教育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通过在课程中引导对设计意

识的改变，形成更符合时代特征的设计认知和方法论，最终形成新的设计教育理念将有助于整个设计教

育创新的发展。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将思辨设计思维引入到设计综合表达课程的构建中以迎合设计

教育的创新发展。 
设计综合表达课程作为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信息交互专业的设计教育核心课程之一，旨在培

养学生的设计表达能力和创新思维。通过引入思辨设计思维，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边界，培养其批判性

思维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将重点探讨如何在设计综合表达课程中引入思辨设计思维，以及结

合具体的教学实践策略和方法进行探索和实践，希望能够为设计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为培养适应未来需求的优秀设计人才的教育观念提供参考价值。 

2. 思辨设计思维在设计研究中的发展 

(一) 思辨设计思维的历史与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设计师们开始意识到传统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设计思维无

法完全应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社会挑战，于是思辨设计思维应运而生，成为一种设计思考方式。思辨设

计思维的历史发展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密切相关。在 20 世纪末，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设计的理念

和实践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设计师们开始质疑单一的真理观念和普遍使用的即决方案并开始关注个体

的主观经验、文化差异和多样性。这种思潮推动了思辨设计思维的兴起，设计师们开始探索更加开放、

多元和包容的设计方式。 
设计学家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和菲奥娜·雷比(Fiona Raby)是思辨设计思维的先驱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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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及其同事的合作下，提出了“批判性设计”和“思辨性设

计”的概念，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著作，推动了思辨设计思维的发展。 
(二) 思辨设计思维的特点 
在《思辨一切》一书中，思辨设计的提出者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和菲安娜·蕾比(Fiona Raby)

通过“A/B 宣言”提出了设计批判的对比框架。其中，他们提出了将设计作为媒介的观点，即“设计作

为媒介”(Design as Medium) [2]。这一宣言对比了传统设计和思辨设计，并介绍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传统

设计致力于提供确定性的答案，将设计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并面向生产化。而思辨设计则鼓励提出问

题而非答案，旨在激发人们的思考，而非仅促使购买行为，并致力于设想未来可能的世界。邓恩和蕾比

还提出了“以设计为媒介，激发设计师、行业和公众就现有和新兴技术的社会、文化和伦理影响进行讨

论和辩论”的理念。这表明思辨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将这些非确定性的、协商性的非传统设计

视为具有相似本质属性的设计形式。它们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实用性或审美性，而是通过引发对实质性社

会文化话语的反思来唤起人们的思考。因此，思辨设计可以被视为一种途径或方式，以批判性思维和被

意识到为切入点，呈现了不同的看待世界的能力，旨在推动人们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深思、增强意识、开

启讨论或激发行动。正如邓恩所说：“对我们来说，未来不是一个目的地，也不是一个需要争取的东西，

而是一个帮助想象力思考的媒介——即去思辨它。”因此，思辨设计与拘泥于特定设计形态或单一设计

方法的区别在于其注重构建多重观念、思考、路径和行动之间交织关系的能力。它致力于成为一种能够

生成和实现话语思考的媒介，即作为媒介的设计实践，这也是笔者将思辨设计引入设计综合表达课程的

逻辑起点。 

3. 思辨设计思维在设计综合表达课程中的教学实践 

(一) 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设计 
在 2023~2024 学年，笔者将思辨设计思维引入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信息交互系《设计综合表

达》课程，引导学生运用思辨设计思维开展相关设计实践。《设计综合表达》课程是面向本科三年级学

生开展的专业应用型课程，学分为 2 学分，共 36 课时，教学周为 5 周，每周两次课程，共授课 10 次。

该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对设计表达原理的理解、熟悉设计的表现能力，鼓励学生将自己对所选主题的理解

和创新设计以清晰、明确美观且适合自己主题的形式表现给观者。在课程的第一周，笔者通过对思辨设

计思维的发展历史、概念和特点进行介绍，并在此过程中辅以思辨设计代表性作品的介绍帮助学生构建

对思辨设计思维的初步认知以及引导启发学生对于自己感兴趣领域的主题进行思考和思辨。第二周则是

交流讨论的方式以思辨设计视角出发帮助学生提出问题和设想进行选题，课程的后三周则是根据每组学

生的选题内容进行相关的设计实践，根据每组不同的选题的内容汇报进行点评反馈，在次过程中也结合

介绍与学生选题相关联的代表性设计作品予以举例说明，试图在正确引导学生进行设计思维观念转变的

原则上进行视觉表达能力的训练。 
(二) 教学探索的原则与说明 
“思辨设计可被理解为思辨和设计两个部分：思辨是抽象的，集中在思维层面；设计是具体的，落

实在实践环节。思辨之后的视觉化呈现，是设计脱离纯粹思辨的必要途径之一。”[2]邓恩和蕾比将思辨

设计定位在工业设计的范畴中，而在我们设计教学的语境中，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设计教学中思辨的特点。

邓恩在中国美院 2019 重点培育国际化课程《思辨设计》授课后的采访中提到：“所谓的‘思辨设计’是

多样性的设计方法的其中之一，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思辨性的思想形式和思维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

法可以做到，而我们选择通过设计来表达。它可以有助于让年轻一代的学生想象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

来，它就像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集合，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它。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专业方向，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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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思辨。我认为在本科生的教学中，需要用思辨性思维来鼓励更多的想象。”[3] 
(三) 学生作业成果展示 
《人生研究所》(图 1)： 
该组装置作品构想了一个人类可以通过选择特定标签调和剂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未来场景，基于这个

假设，人类的生活经历、性格品质、拥有的能力等都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标签调和剂”进行改变。参

与者可以通过选择“调和剂”标签来获得自己想要拥有的特质，随后装置会打印出相应的“处方”给参

与者一个对应的未来生活预测。这件作品意在反思当代社会中个体身份和特质被标签化的现象，假设在

未来如果自身特质可以轻易被改变朝着所谓“完美”的方向发展，人类可以归入特定且单一的标签或分

类中，那么个体是否存在被定义和限制并影响其自我认同和自由发展的问题。 
 

 
Figure 1. Fei Fan, Wei Wanxin, Wu Ran and Zheng Jiahong, students of Life Research Institute, 2023 
图 1. 《人生研究所》学生 费凡、魏晚昕、吴冉、郑嘉鸿作 2023 年 

 
《机密档案室》(图 2)： 
该组作品预想了一个在未来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的随处可见的未来场景，设计了一系列“隐私刮刮

乐”，通过像刮奖一样的形式刮出他人的隐私信息讽刺了对他人信息窥探的行为，引起观众对个人信息

安全的思考。 
《完美亚文化使用手册》(图 3)： 
该组作品基于在移动互联网的加持下，原本基于趣缘聚集、“圈地自萌”的小众亚文化频频“出圈”

并与主流文化、商业文化交融，显示出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的社会背景下，指出小众亚文化在得到助推

的同时，主流文化和商业文化也对这种亚文化的野蛮生长力形成了挤压：“专业化”既是主流化的必经

之路，又制约其发展。所以作者选择四种常见亚文化置于规范化语境中，夸张化其被“收编”的规范过

程，探究其在出圈过程中与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的交织互动关系，并加入专业性这一维度进行考量，最

终形成四本《完美亚文化使用手册》，以视觉化的形式表现未来文化发展的可能倾向，反思文化发展所

需要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34


吴雨蝶 
 

 

DOI: 10.12677/ae.2024.141134 871 教育进展 
 

 
Figure 2. Liu Lin, Yuan Leyi, Lin Jiayin and Zhu Haoyi, students of the Confidential Archive Room, 2023 
图 2. 《机密档案室》学生刘琳、袁乐怡、林佳莹、朱昊轶作 2023 年 

 

 
Figure 3. “Perfect Subculture User Manual” student Qin Tingting Han Yixuan Song Caiwei Pan Yu, 2023 
图 3. 《完美亚文化使用手册》学生秦婷婷 韩苡萱 宋采薇 潘钰作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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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迹》(图 4)： 
该组作品预想了在未来每个城市的特色逐渐被商业化统治导致各城市传统文化丢失、同质化严重的

场景，作者选取西安回民街、南京老门东、上海的枫林街道绘制了三个本应拥有自己文化特色但却高度

相似的街景，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术还原各街道本应体现出得特色文化，提出了在未来，现实中传统文

化特色逐渐淡化，只能通过虚拟技术才能重现城市传统文化的假设，旨在激励观众思考城市同质化严重

的现象，唤起观众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之心。 
 

 
Figure 4. Students of “Tracing” Chen Ziyin and Qin Jiayi, 2023 
图 4. 《循迹》学生陈紫茵、秦嘉懿作 2023 年 

4. 教学反思与评价 

思辨性的设计思维具有时间性、批判性、生物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3]： 
在对学生设计思维的培养过程中，首先，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对所关注的议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时间纬度上加以思考。第二，设计的力量在于能够引导人们重新审视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思辨设计

将设计作为特殊媒介和手段，通过创造性地构建反思空间和问题情景来唤起人们对自身态度、价值观、

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深刻思考从而找到与大自然、社会和他人和谐相处的方式[4]。在设计教育的过程

中，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未来是无法准确预测的，所以在引导学生进行提问和质疑时需要更加的谨慎，并

以恻隐、善良、包容和辞让的态度对待，避免陷入无谓的抱怨和故弄玄虚，避免成为孤立在象牙塔中批

判他人的人[3]。此外，在融媒共通、技术快速发展、快消费的时代背景下，诸多设计存在哗众取宠、只

为吸睛、制造新闻的现象，老师在引导学生对议题进行思考时需要警惕虚假、紧跟社会现实问题，避免

落入虚张声势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底色[5]。 
第三，思辨设计与传统设计不同，不再纠结于为当下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所以，可以将其作为一

种探索的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以引导为主，而非强行提供所谓的“正确答案”让

学生去执行。教师需要同时兼具老师和学生的角色，参与到学生的创作实践中，在充分理解问题和准则

的前提下，通过启发和引导学生围绕设计对象进行论证，把关于议题思考的问题和困扰暴露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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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过程中反复提问和回答将其作为推演证据的手段，在这种多方的观念碰撞和争论中，学生面对老师

的提问和质疑的过程也是对自己设计方案的论证和反思，从而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认知方法。以此达到

重新审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催生出更具参与感和容易引发共鸣的相应的设计提案的目的。 
最后，思辨设计旨在通过设计创造出具有独特视角和观点的作品以激励观众的思考和对话欲望，所

以在引导学生进行设计落实阶段时需注意，设计出的作品既要使观众获取方便、容易理解，又要给予观

众信息再生产的思考场域，好的思辨设计作品不仅仅是交流，它们还暗示了可能的用途、互动或是行为。 

5. 结论 

思辨设计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未知的过程，它有助于构建未来愿景和理想的设计实践活动。将思

辨设计思维引入教学将影响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教学实践的改革。然而，思辨设计仅仅是提供给学生的一

种工具，帮助他们开启自己的感知触角。在未来的设计研究中，我们应该结合自身设计研究的特征，重

视设计研究的思维与认知，同时注重适当的实践与方法，以探寻未来问题更为合理的解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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