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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高职教育教育课程体系中，视觉艺术创造力的提升是促进高职学生加强自身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

径之一。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多元主体协同育人合作机制、优化岗证课

赛科学课程体系等方面，促进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的提升，并对当前阻碍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

的测量实际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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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promotion of visual art crea-
tiv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em-
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 of in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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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talents, carry out the multi-subject cooperative educ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optimize 
the post certificate course competition science curriculum system and so on. To promote the im-
provement of visual art creativ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that hinder the measurement of visual art creativ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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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日益勃兴，国家对高职院校人才教育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依

据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实际性特点，提升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高职学生实

现高质量就业的基本前提。我国互联网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媒体平台开始迅速崛起，拥有视觉艺术技

术技能型优秀的高职毕业生备受企业的青睐 [1]。据了解，影响高职学生的艺术视觉创造力的测量有诸多

现实的阻碍因素，通过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结合当前高职视觉艺术设计课程体系的发展需要，

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措施与方案。 

2. 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的测量方法 

所谓创造力测量是借助一定的方法检测出人们创造能力高低的一种智力测量手段。创造力测量方法

最初在 60 年代产生。创造力的测量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创造力不仅涉及到兴趣、心理、理论基础知

识等相关的内容，而且还与个人的性格特点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2.1. 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的测量之检测方式多样化 

艺术创造力的检测方式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了人格检测法、个案调查法、行为检测法等

等。一是，人格检测是指通过高职学生针对视觉艺术课程的相关理论基础知识来提问，从而判断高职学

生的心理特征及视觉艺术创造力思维，利用“创造个性量表”的方法来检测高职学生的视觉艺术创造力

能力的高低；二是，个案调查法，是指通过深入分析高职学生所经历的童年生活、特殊的生活经历、个

人兴趣爱好及行为习惯所做出的视觉艺术创造能力高低的判断；三是，行为检测法，是指借助专业的视

觉艺术理论知识解题过程，以及语言习惯来判断高职学生的视觉艺术创造力的思维模式、独创性、意匠

性。 

2.2. 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的测量之作品分析法 

随着我国互联网科技的蓬勃发展，网络短视频、网络电子商务等形式多样的互联网视觉艺术创造形

式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高职学生只有在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视觉艺术创造技术

能力，才能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就业。作品分析法是检测与判断高职学生的视觉

艺术创造力高低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高职学生视觉艺术专业课程作品成果的多少，以及作品引用率的

实际统计数据来判断学生的视觉艺术创造力，以结果为导向，反推出高职学生在进行视觉艺术作品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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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具备的专业素养、审美能力、思维模式等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分析法并不可以对高职学生视

觉艺术创造力的前期做出准确的预测，更多的是作为后期优质作品创作能力的检测手段。 

2.3. 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的测量之主观评估法 

视觉艺术创造是高职院校课程教学中较为热门的专业之一。高职教师在视觉艺术创造课堂教学中，

对学生创造力的测量极为重视，因为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教学成果的优良。所谓主

观评估法，是指通过一组视觉艺术创造专业领域的老师、学者、专家组成一个特定的考核团队，对高职

学生视觉艺术创造个性、视觉艺术创作的作品进行综合性的评估，主观评估法存在一定的主观臆断思想，

由于每个参与评估的人对高职学生的视觉艺术作品的创造性理解不同，所给出的评价结果也存在个体性

的差异化，面对同一个学生的作品，会有不同的评估意见，对于高脂学生来说，主观评估法只能作为一

种有效的参考意见，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创作能力，要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多分析和关注更多

的优秀的作品，从中学习一些视觉艺术创造的技术与技巧 [2]。 

3. 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的测量与影响机制现状分析 

3.1. 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相脱离，缺乏艺术创造力测量意识 

2019 年，我国教育部公开颁布高职教育改革政策明确指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要大力推进证书制度，

明确规定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技术技能证书，要充分的跟高职教育学历证书紧密的衔接起来。一方面，高

职视觉艺术创造专业的课堂教学内容，要充分的依据社会就业岗位的实际需求，将岗位工作实际需求融

合在专业理论课堂教学中，确保学生所学理论知识能够在实践工作中得以有效的应用；另一方面，高职

学校在进行视觉艺术创造专业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参与职业技能证书的考核，不能只重视学历证书

的取得，把人才培养的内容与社会企业岗位的实际需求进行有机的融合。另外，高职院校在视觉艺术教

学中，缺乏通过科学的途径与方法来引导学生进行艺术创造力测量意识的培养，没有培养学生艺术创造

力测量作为理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实际需求缺乏关联性，缺乏艺术创造力测量应用 

高职教育的宗旨是为社会企业提供专业对口、技术技能优秀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要求高职学生在

毕业后就能顺利的融入到工作岗位当中，但是，目前高职院校所开设的视觉艺术创造课程体系及教学内

容，并未完全的考虑到社会企业的实际岗位要求，使得高职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一是，高职视觉艺术创造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相对局限，教学重点更加侧重于理论教学，缺乏实践应用

对其进行强化，同时，也没有重点将艺术创造力测量的重要性穿插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导致学生艺术创

造力测量极为薄弱；二是，高职视觉艺术创造课程内容较为陈旧、落后，教材内容并没有保持与时俱进

的发展理念，很多技术内容已经明显的过时，和企业现实视觉艺术工作内容差距较大；三是，高职学校

的视觉艺术创造课程仍旧只侧重理论教学，让学生进行实训的内容与平台都十分匮乏，缺乏实践应用的

检验评价。 

3.3. 校内校外实训教学活动缺乏体系，缺乏艺术创造力测量实践 

高职院校开设视觉艺术创造课程通常只重视理论教学，一直以来都忽略了校内外实训教学的重要意

义，导致了“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一是，高职院校的视觉艺术创造专业缺乏校内实训基地，没有

根据该门课程的理论特征，及时的开展校内实训内容的相互配合，让高职学生有机会通过实训课程进一

步提升视觉艺术创造能力 [3]；二是，高职院校缺乏对校内外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结合校外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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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优势，学校和企业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协同育人合作关系，通过岗位实训等方式来给高职学生提供

视觉艺术创造课程实训机会与平台。因此，导致高职学生普遍缺乏艺术创造力测量实践，实训教学活动

也失去了其现实教育意义，艺术创造力测量是检验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学习成果评价的有效途径之一，应

该在实训活动中艺术创造力测量引起重视。 

4. 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测量与影响机制优化措施 

4.1. 加强人才培育模式创新，优化视觉艺术创造力测量及教学机制 

新时代的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要依据时代的特征、企业的真实需求进行积极的创新，才能

将企业的用人的真实需求与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有机的融合起来。一是，高职院校和社会企业之间就高

职视觉艺术创造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联合设计，双方站在统一的思想高度共同完善高职视觉艺术设

计课程教学体系、人才培养计划、考核评价模式等方面进行合作，同时要通过组织专家评审员队伍，对

高职学生艺术创造力测量进行评价；二是，高职院校在视觉艺术专业教学中，要把企业所需要的实际专

业技术要求带入到课堂教学中，通过以“项目任务”为教学板块，把视觉艺术设计专业的内容分拆到企

业不同的项目当中，做到教学内容有的放矢。高职教师通过把企业内部真实的项目分拆成难易程度不同

的“小任务”，让高职学生以团队小组式的学习模式共同承担并完成教学任务，学校老师和企业专业人

士共同担任指导老师的身份，从专业理论、市场角度给学生提供有效的建议和评价。 
另外，高职学校要组织一批优秀的专业教师，通过作品测量分析法、艺术创造力多样性的检测方法、

主观评估法等，对高职学生视觉艺术作品进行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根据学生的作品内容、创造思路、

以及学生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进行行为法与个案检测，从而对高职学生视觉艺术课程教学效果有更

加直观的认识，通过艺术创造力测量及时调整教学思路，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 

4.2. 加强岗位为主教学思路，优化视觉艺术创造力测量及课程机制 

高职院校视觉艺术设计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学科，光靠理论教学是全然不够的，高职院校

要明确教学中人才培养体系的时效性，摒弃传统的思维局限，积极调整与优化视觉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

教学体系。一是，高职视觉艺术专业的授课老师既要对高职学生的学习特点、心理活动有较为深入的了

解，从就业实际的迫切性和真实性来帮助高职学生提升视觉艺术创造能力；二是，高职老师要深刻的了

解企业的岗位工作内容，企业在视觉艺术工作岗位上根据项目大小的不同，一般分为实习设计师、助理

设计师、专业设计师等不同的岗位，老师要对每一个岗位对应的工作内容，才能结合岗位需求在教学中

做到“因地制宜”。 
同时，在视觉艺术教学课堂上，高职老师要结合艺术创造力测量的方法，通过作品分析法、主观评

估法针对企业某些优秀的视觉艺术设计作品作为教学案例。从作品的创作思路、艺术独创性、商业价值、

文化底蕴等方面分析作品，同时鼓励学生自由的发挥对案例作品的主观评价，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艺术创

造力测量水平。 

4.3. 加强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模式，优化视觉艺术创造力测量及教学实训机制 

现代高职院校视觉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要全面的加强学校、社会、企业多方面主体构成协同育人模

式，大力的加强学生实训教学内容，提升高职学生的实践操作与应用能力。第一，高职院校与社会优秀

企业之间形成“双师指导”的教学模式，在企业优秀设计师与高职教师的专业指导下，高职学生能够清

晰地对企业设计师岗位的胜任能力有明确的认知，在学习中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如何努力，方向清晰，目

标明确；第二，企业为高职学生提供相应的实训学习机会与平台，企业的指导老师能够在现实实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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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手把手”的指出学生专业能力的不足，再经过高职老师的进一步强化理论教学，在双方指导老师的

作用下“点对点”“面对面”的指出学生的优缺点，才能帮助他们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专业技术能力。 
高职老师与企业指导老师要重视学生艺术创造力测量的检测，“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双方

的老师要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给予主观评价意见，再能让学生根据自身的性格特点、学习兴

趣进行自我的艺术创造力测量。学生通过实践老师的指导，能站在市场的角度、商业的视角更加成熟的

分析作品，才能逐步的提升自身的艺术创造力测量水平，通过不同的艺术创造力测量方法解读老师的优

秀作品，同时也更加清晰的知道自己作品的不足之处，从而对数视觉艺术作品有敏锐的洞察与艺术创造

力测量能力。 

4.4. 加强专项技能竞赛考核，优化视觉艺术创造力测量及教学评价机制 

现代高职院校的教学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教学模式改革，对教学评价与考核机制的改革也十分重

视。一是，作为高职视觉艺术老师要对学生的艺术创造力进行科学的测量，并根据实际的测量结果给出

综合性的教学方案，从学生的兴趣爱好、行为习惯、艺术鉴赏能力、美学认知等方面提升高职学生的整

体素养；二是，高职老师要转变思路，大胆的通过技术技能竞赛的方式来进行考核评价，激发学生的参

与性与创造能力。 
以现在社会最流行的短视频剪辑、AI 智能三 D 动画成像为例，高职老师要对各个平台优秀的短视频

内容、视觉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并找出一些优秀的案例在课堂上和学生进行讨论，依据艺术创造力的测

量方法，鼓励学生对优秀作品的创造思路大胆的提出主观评价意见。另外，高职学校和社会优秀企业有

针对性的设置相应的视觉艺术技术技能竞赛活动，通过严格的参赛要求、考核标准等筛选优秀的高职学

生作为企业的实习设计师，提供实习就业岗位与薪资，对高职学生起到积极地鼓励作用，同时也为企业

挑选了优秀的预备人才。 

5. 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互联网科技的飞速进步与发展，视觉艺术创造优秀人才十分紧缺。高职院校在

进行视觉艺术创造课程教学过程中，要对高职学生视觉艺术创造力的测量检测方式引起高度的重视，并

对阻碍其专业技术能力的影响因子进行深入的分析，依据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科学的改革与创新办法，

着力提升高职院校学生视觉艺术创造专业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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