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经济与数字教育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education 第 1卷第 1期 Volume 1 Issue 1

基于新文科的艺术硕士

服装设计专业创新创业研究与实践探索

陈燕琳
清华大学

编者按 教育部从 2014年开始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
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合作共赢。《数字经济与数字教

育》杂志推出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栏，本期邀请清华大学陈燕琳副教授撰文，分享优

秀成果、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

摘要 深入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当代服装艺术硕士

设计人才改革与创新。本文通过对服装品牌产品设计课程教学初步探索和尝试，形成了一

套基于创新创业思维的新教学设计模式，即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以项目制为核心、以多学

科交叉融合为手段，形成了以课程教学服务项目、项目实践深化教学的双创教育模式。用

创新设计带动服装品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企业提供满足未来时尚消费市场个性化和特

色化需求的设计人才。该对艺术硕士服装专业研究生就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为学生未来

进入时尚行业创新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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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

重要途径。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1] 2020年 11月 3日，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在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山东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研究新时

代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举措，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

面部署。为应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文科相关学界就新文科的新理念、新

内涵、新目标、新任务进行持续且深入的研究，新文科的建设发展呈现出一片全新态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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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是实现新文科建设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为配合未来教育的建设目标，推进

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有关企业支持高校共同开展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当前服装行业发展趋势，如何推进服装设计教育新变

革，以培养创新创业能力为目标、满足品牌企业用人需求的复合型服装设计人才，已成为

国内服装设计院校关注和思考的新方向。

本文基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服装艺术硕士开展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研

究，以服装设计专业艺术硕士为对象，根据“通识教育 + 专业教育 + 个性教育 + 创新创
业教育”的新文科人才培养理念，打造服装设计艺术硕士复合式应用型设计人才培养目标，

构建适于创新创业培养目标的服装设计艺术硕士专业课程体系和评价标准，从现状分析、

价值意识、实施策略以及课程教学探索相关成果等方面，兼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讨政、

校、企多方联动的协同合作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全面推进服装艺术硕士专业课程体系综合

改革。

一、当前艺术硕士服装设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

服装设计专业是传统设计专业之一，在长期教育培养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服装设计

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以培养学生的设计技能和创作能力为主导，主要注重服装设计专

业知识结构和艺术审美教育，忽视培养学生职业需求的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等素

质。当今时尚行业消费模式日新月异，时尚企业对人才提出新需求，这造成服装企业亟需

设计人才短缺；而服装设计专业大量学生就业困难等出现供需不对等的局面，导致近几年

教育部连续撤销一些学校的服装设计专业，国内传统服装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已经面临巨大

的挑战。目前高校服装设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如下：

1.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不完善
目前，在艺术硕士服装设计培养课程建设中，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和内容相对薄弱。

创新创业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时尚市场营销、时尚商业模式设计、时尚品牌管理等，但这

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在课程中可能没有得到充分覆盖。同时，在创新创业教育与传统服装

设计教育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脱节。传统教育更注重艺术创作表达，而创新创业教育更

注重时尚商业和消费市场导向。因此，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使学生既能够拥有创新

的设计能力，又能具备时尚商业思维和创业能力，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2.缺乏企业真实的实践项目
创新创业教育以项目任务为目标进行课程教学，需要学生参与实际项目，进行实践活

动。但由于一些学校所处城市的时尚产业薄弱，学校与企业对接少，课程建设缺乏充分的

实践机会等因素，导致学生设计创意言之无物，缺乏与服装行业合作的机会，无法真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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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知识应用于服装品牌企业的项目中，限制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3.缺乏校企共同指导的师资团队
由于服装设计专业部分教师仍然延续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授课方式，并且也缺乏与时尚

市场和企业的紧密联系，普遍缺乏创业知识与创业实践经验，直接影响学生形成创新创业

思维并进行创新创业实践。同时，由于与企业对接不足，缺乏具有丰富经验的行业导师和

创业导师指导和支持，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多挑战，难以获取实际的行业资

源和经验。

4.缺乏创新创业教育综合评估体系
目前，传统的学术评估方法可能无法全面评价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创新创业教育评

估体系相对不完善。因此，需要与服装企业协作，建立一个针对服装设计专业的综合评估

体系，包括项目成果、设计创新、品牌运营、市场反馈、商业价值等多个方面的考量，以

全面评估服装设计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水平。

二、创新创业教育对艺术硕士服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

1.培养创新能力
创新是推动传统服饰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培养服装设

计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从而能够形成独特的设计理念，设计创新的时尚服装产

品。

2.增强市场竞争意识
创新创业教育使学生了解时尚商业市场需求和趋势，掌握时尚行业商业运营基本知识、

思维和方法，能够将自己的创新作品设计与品牌消费市场需求相结合。这样的综合能力增

强学生在激烈时尚商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自己的设计理念和商业品牌目标。

3.培养创业精神
创新创业教育鼓励学生具备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鼓励学生思考商业模式、品牌管理、

市场推广等方面的问题，并培养其自主创业能力，成为具有商业眼光和市场洞察力的服装

设计师。

4.促进行业发展
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出一批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才，能够推动时尚和艺术行业的

发展和变革。他们可能通过自己的创业公司或创新设计作品，引领行业发展方向，带动整

个行业的创新和进步。

5.实践与理论结合
创新创业教育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企业实际项目。通

过参与实践活动，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时尚市场需求、服装产品开发和营销策略，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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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到自己的服装产品设计企划项目实践。

总的来说，创新创业教育为艺术硕士服装设计专业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和职

业出路。创新创业教育不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还使他们更加适应当今快速

变化的时尚市场环境，从而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和服装品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艺术硕士服装设计专业创新创业与实践的实施路径

基于目前国内服装行业转型升级发展迅猛态势，通过定性与定量方法，调研和分析服

装企业对服装设计人才的新需求，提出服装设计艺术硕士人才培养的新目标。从行业实际

出发，与服装企业深度合作，共同设立培养具有开创型创新思维与意识和创业素质与能力

的人才目标，共同制定有效的服装设计艺术硕士人才培养方案，建构相应的课程体系，搭

建多方协同平台，形成“政、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打造服装设计艺术硕士人才创新创

业的生态环境，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业精神的复合型服装设计艺术硕士人才打下基础。

1.搭建以创新创业为核心的政府、学校与企业等协同合作机制，保障人才共育的实施
服装艺术硕士的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校内外多部门协同、跨专业融合、社会多元主体

参与的系统工程。搭建开放协同平台，鼓励多方参与，吸引社会优质资源参与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3] 比如，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一方面政府部门发挥主导和协调角色作用，为

服装企业与学校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校企合作发展，实现双方利益共赢的目标；另一方面

学校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主观意识和策略，积极主动与服装品牌企业开展合作，引

入企业项目融入到课程教学。同时，邀请资深时尚行业链中不同领域专家参入到全方位的

专业建设中；鼓励服装品牌企业以兼职导师、研发费补助、面料提供、商业市场等资源参

与高校服装艺术硕士创新创业教育，助力校企协同育人、互赢互助，不断提升高校服装艺

术硕士创新创业水平。

2.建立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的服装设计专业课程体系
服装艺术硕士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因此把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融入服

装艺术硕士课程体系改革中，以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为核心，树立课程观，确立课程目标，

设置课程内容，组织课程结构和多样的课程活动方式，让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服装艺术硕

士专业课程教学。同时，开设针对服装设计专业和行业的创新创业必修课程，让学生全面

了解创新创业的思想原理和方法，使得创新创业更加落实到位，更有针对性。同时，开展

课外实践活动，锻炼学生的创业技能，激发学生创业热忱。因此，在艺术硕士服装设计课

程体系改革中，树立以创新创业为目标的指导思想，以学生为主体，以产业需求导向，以

跨界思维为突破，把专业课程教学、实践教学以及相关教学活动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整体

融合；以企业项目或大赛为驱动，做到课程目标与企业项目需求一致，课堂教学内容与完

成企业项目设计需求一致，课堂实践训练与企业设计师工作内容一致，课程作业与企业项

23



数字经济与数字教育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education 第 1卷第 1期 Volume 1 Issue 1

目产品一致，真正从理论、实践、应用三个维度，打造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无缝合作特色课

程教学模式；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创新创业、赛创共赢，激发服装艺术硕士学生的

自主创新和创业动力，在实践参与中提升思维高度和能力强度。

3.建立校内外相结合的双导师制课程教师队伍
建立双导师专业教师团队，学校专业教师、企业资深设计与管理者和创业专家共同担

任导师。既能在课堂上学习专业课程创新思维理念和方法，激发创造力，又能在课程实践

过程中得到具有丰富市场经验的企业导师指导，提前了解服装企业设计师的工作内容和流

程，体验工作氛围，锻炼实践能力，为未来创业打下基础。

4.建立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校企共同参与课程评价体系
服装艺术硕士人才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和服装企业服务，社会尤其是企业的评价对人才

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评估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首先与服装品牌企业

共同拟定课程教学评价目标、课程教学评价原则、课程教学评价方法等具体内容。其次，改

革各专业课程的教学评分制度，实行以校企双导师为核心，并邀请行业和学术届的专家共

同参与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以多维度的视角全面的对课程教学质量和学生能力进行评价。

5.促进对校企合作的优秀作品进行孵化，使校企项目成果能够真正变成创业成果
积极向合作企业推荐服装艺术硕士优秀课程项目方案，促进学生项目作品对接、落地

转化、提高市场成功率。真正将学生设计创意、设计创新与创业的梦想变成现实。

四、项目研究成果展示

在教育部指导下，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服装专业艺术硕士与开来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合作，联合深圳影儿时尚集团，展开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研究探索。以服装品

牌产品设计课程为研究案例，该课程是服装和染织两个设计专业的研究生均修的专业课程，

共 32学时。该课程在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指导下，从产品的定位、设计、管理、传播和营
销等方面构建品牌产品设计的系统思维和方法，培养学生从产业链的维度思考品牌服装产

品设计的本质，研究服装品牌产品设计原理和方法论，探索创新创业与设计创意之间的互

助与平衡关系。在 2年的产学研项目探索下，坚持以项目式教学模式，把深圳影儿企业下
一季服装产品研发项目引入到实践课程，最终为企业提交产品设计企划方案 12套、服装款
式设计约 100 套、样衣 12 套，部分产品设计被企业采纳投入生产，学生部分作品参加意
大利米兰中意设计展、中国深圳国际时装周等，部分学生设计作品获得中国深圳旗袍创新

设计银奖、中国年轻设计师创业大赛等奖项。这门课程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设计，

不仅让学生了解了品牌服装产品设计，认识到迭代创新的设计价值，同时与深度市场接轨，

提高商业和消费者的洞察力，积累设计实践经验，培养创业意识，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

核心竞争力。最终，做到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实现服装艺术硕士人才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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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今后成为一名优秀品牌服装设计师、设计总监和创建独立原创设计师品牌打下坚实

的基础。

1.理论教学
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把专业知识讲授、课堂自由讨论和创新创业素质拓展相结合进

行教学设计，旨在让学生深入了解服装品牌产品设计的原理和方法。这样的学习过程有助

于学生认识到服装产品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创造过程，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要

与消费需求和品牌 DNA相匹配，即要确保产品设计符合目标消费者的需求，并与品牌的
独特特性保持一致。其次，要考虑产品设计与商业市场的匹配性，确保产品具有商业竞争

力，并能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此外，营销传播的颜值和卖点精准也至关重要。产品设计要

能够吸引目标消费者的注意力，并能准确传达产品的卖点和独特之处。最后，选择合适的

面辅料和工艺版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质量和舒适度，也与设计的

整体效果密切相关。同时，还邀请企业商品总监、市场总监以及独立设计师结合课程进行

系列讲座，提高学生对服装行业的认知。总之，通过系统的学习，学生将能够全面了解服

装产品设计的各个方面，并能够更加准确地进行产品设计和创新，加强学生“设计 +产业”
的思维意识，提高职业设计实践能力。

2.实践教学
该课程项目实践教学与深圳影儿时尚集团合作，从创新创业的视角出发，把项目作为

实践作业，组成校企共建导师组和评审机制，学生以品牌设计师的角色进行课程实践和项

目研究。实践项目以未来时尚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品牌消费群体为对象、以迭代创新设

计为驱动，应用部分库存面料，让库存面料重新焕发新生命、产生新价值。将 15名学生分
为 6个小组，各组对应影儿旗下 6个品牌，每个小组学生通过市场调研，了解消费群体，确
定品牌风格和调性，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产品设计项目。学生分工合作，调研企业和市场，找

流行和趋势，进行试验和制作，同时不断进行头脑风暴形式的讨论，反复分析，精心组合

挑选最佳构思方案。在校企导师耐心指导下，在助教教学协调安排下，各小组产品设计项

目方案逐渐深化和完善，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提升品牌商业思维和设计水平。

五、总结：项目研究成果展示

通过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研究，对服装品牌产品设计课程的教学进行初步探索和尝

试，形成了一套基于创新创业思维的新教学设计模式。该模式旨在强化以点带面的方式，打

造特色示范课程，并全面改革艺术硕士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培养计划。以能力培养为导向，

以多学科交叉为手段，形成了以课程教学为服务项目、项目实践深化课程教学的双创方向

的教育模式。通过双创方向的教育模式，用创新设计带动服装品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满

足未来时尚消费市场个性化和特色化需求。同时，对于艺术硕士研究生就业发展具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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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为学生未来进入到时尚行业创新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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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Master
of Arts in Fashion Design major based on new liberal arts

Yanlin CHEN
Tsinghua University

Absrtract Deeply implement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fashion master’s degree design talents. Through pre-
liminary exploration and attempts at teaching clothing brand product design courses, this paper has
formed a new teaching design model based on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that is, abil-
ity training as the orientation, project system as the core, and multi-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as the
means. It is an education model in the direction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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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teaching service projects and project practice to deepen teaching. Use innovative design
to dri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lothing brand industry and provide enterprises with
design talents that meet the personalized and characteristic needs of the future fashion consumer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employment development of post-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the Master of Arts in Fash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to enter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aster of Arts in Fashion Design, enterprise projec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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