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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模式在学生课外专业素质
拓展中的实践探索*

——以鞋类设计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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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提倡混合式教学的当下，在课外通过研究性学习模式实施引导学生扩大学习圈。让专业学习与项目实

施、竞赛、网络课程学习、项目研究及创业联系在一起，对于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学习积极性及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起到非常有效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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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quiry Learning Mo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Professional Qualities -- Taking Footwear Desig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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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omoting blended teaching, we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expand the learning circle through extracurricular re-

search learning mode. Integrate professional learning with project implementation, competition, online course learning, project research

and entrepreneurship,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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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类产业是温州市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在产

业转型升级驱动下，急需大量创新设计类人才。今

后随着鞋类制造向着“智能化”方向转变，设计成

为企业和品牌的核心竞争力。鞋类设计课程有别于

理科的逻辑思维或者理论支撑强的课程，学生只要

在教师引导下完全可以通过时尚网站、微信公众

号、知名时尚杂志等各个层面进行学习和分析，只

需在老师的点拨下学生即能进行款式设计。研究性

学习是在教师引导下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将

市场调研、问题导向、创新研发、课题带动融为一

体对鞋类设计专业教学进行改革。学生课外专业素

质的拓展是对校内教学的反哺和深入，有利于学生

更好的接触企业和真实工作场景，从而起到促进教

学的作用。

鞋类设计专业在实施课程教改之前，专业课程

教学采用传统的以教师讲授、演示、操作为主体的

教学模式。学生根据老师分析得出年度流行趋势、

风格和设计元素及各类款式特征、样板制作方法以

此为基础来完成效果、制作出样板。对于设计类学

生来说，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今后个人在工作岗位

上的独立开发设计，容易形成设计的思维定势。鞋

类样板的制作方法具有多样性，单靠老师在有限的

课时内介绍的方法来操作，也不利于学生今后结构

设计能力的提升[1]。鞋类设计课程有别于理科的逻

辑思维或者理论支撑强的课程，学生只要在教师引

导下完全可以通过时尚网站、微信公众号、知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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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杂志等各个层面进行学习和分析，只需在老师的

点拨下学生即能进行款式设计。课程性质在教学过

程中，授课老师发现通过布置市场调研任务、引导

学生通过尝试操作等研究性的学习形式，大大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设计能力，学生在学习中体会

到了设计的乐趣，学生反映这种学习模式“在装扮

别人的同时，丰富了自己，提升了自我的审美和操

作技能”。

一、如何运用研究性学习模式将教学延
伸到课外

（一）以企业项目为引导，进行教学内容、模

式的重构和创新

借助温州地区鞋类产业聚集优势，引领专业与

温州大中型企业合作，为企业进行专项设计。例如

康奈鞋业展开“现代学徒制合作办学”模式，浙江

雅浪鞋业有限公司2013年至今一直与学校开展设计

合作，两家公司均请学生根据品牌理念在规定时间

内进行款式设计，并组织企业营销和设计主管进校

选款。通过与企业项目对接，学生的学习热情高

涨，同时也增强了对设计理念的理解和认识，对学

生毕业后与设计岗位对接起到很好地推动作用。

《鞋类结构设计》课程通过课堂教改实施在专业内

成为一门以研究性教学方法实施的优质课程，并通

过近两年的网络推广获得业内好评。以该课程模式

为引领结合鞋类专业设计类其他课程（设计基础、

鞋类效果图技法、鞋类造型设计）的特点结合当下

企业对创新设计类人才规格的需求对教学形式、教

学内容、进行有效改革。

（二）注重课外实践拓展，创新课外教学组织

高职注重学生的实践和操作能力的培养，鞋类

设计专业的学生实践能力提升除了课内加强，课外

的拓展训练是必不可少的。采用“感性认知（了解

款式）→行业认知（市场分析）→理性认知（专业

技能提升）→应用创新（完成作业）”的阶梯式层

进的方式，层层递进引导学生自发进行研究性创新

实践学习。通过网络平台推送任务的形式引导学生

思考如何进行课前的预热和课后的作业。一般课前

作业为预先设计类，在老师没有讲解的前提下让学

生去观察即将开始学习的各类款式的特点及出现在

市场的频率，以自己的眼光结合市场需求进行设

计。课后作业为操作实践类，让学生通过小组探讨

的形式进行样板的分割和取跷尝试，分析原理和方

法，最终达成对不同款式取跷操作的深刻理解，达

成技能到理论的提升。通过以上四个环节的课外实

践教学组织，学生对设计理论和实践操作有机结

合，在毕业时能很快适应设计师岗位的要求。

（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方式的改革

小班化教学是确保研究性教学顺利开展的有效

班级组织形式之一，对于设计类专业课程的开展进

行小班化教学便于师生之间的沟通和创新思维的培

养。在小班化教学的基础上模拟企业设计开发产品

的运作模式将学生分为几个不同风格的品牌企划

组，学生在接到设计任务后以大作业的形式提交系

列产品设计稿，并进行产品的企划设计和汇报，最

终由设计师和网络投票确定设计作品的分值。学生

进入高年级后可直接对接企业设计项目，根据企业

的设计风格和要求进行一年两季的产品设计，并通

过企业市场部的推广获得一定的报酬和学分奖励。

（四）多措并举提升学生创新和科研意识

经过研究性创新学习，鞋类设计专业的学生可

以通过开放性实训室施展才华在校期间就能设计制

作各类鞋款。在温州市制鞋大师工作室的培育下，

部分学生在校期间就能进行高端定制鞋的设计和制

作。大多数的学生在后期的设计类课程教学中可以

设计综合能力提升

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探索

校内的课外专业素质拓展 校外的课外专业素质拓展

完成企业项目

完成课外大作业及实践项目

网络在线课程学习

完成企业项目

市场调研活动

工学结合

设计师助理

工作室实践

图1 学生校内外专业素质拓展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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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如地进行设计并能在老师指导下查阅资料参加各

类国际、国内大赛。学生还能将学习中克服的难题

通过实践、分析、总结进行学院创新科研课题的申

报研究。研究性学习的理念能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

和技能灵活运用并在专业领域有所创新提高。

二、如何提升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参与度
和积极性

（一）强化网络资源建设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

保障

《皮鞋结构设计》课程为鞋类设计专业设计类

主干课程，2013年开始进入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建

设阶段，2016年 7月获得“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称号。该课程全部教学资源已经在“爱课程”网站

发布，发布 2 年多来目前课程网站的访问量达到

3650位，学生评论数达到 434，在线学习人数和点

击量位居同期课程前列。在该课程网络资源建设的

基础上，鞋类设计资源库将加大建设力度，各门设

计类课程陆续上线供学生学习。网络教学资源的完

善和建设对于满足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查阅资料提

供便利，不但拓展了学习空间也延伸了学习时间。

（二）以多元化考核方式进行教学评价

鞋类设计课程在课程结束阶段，采用多元化的

考核形式。考核阶段将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研究

的能动性，根据课程性质及课程教学目标，学生按

照老师提出的设计主题进行市场调研、查找资料，

分别采用大作业、设计汇报、品牌企划、设计作品

展示与网络投票等形式提交设计作品。在教师、企

业设计师、学生、消费者多类评分者参与中完成学

生学习成果的评判和展示。

三、课外专业素质拓展的成效分析

（一）企业合作教学形式的实施

校企合作的教育流程在《皮鞋结构设计》课程

中的实施，加强了研究性教学模式在课外的深入。

并且为学生毕业后快速融入设计师岗位奠定了基

础。校企合作形式的教学适合以大二、大三的学生

为合作对象，经过一定时间的设计学习和训练后具

备为企业设计开发的能力。校企合作的研究性教学

形式分为三个流程：学院校企合作办与企业高层签

订战略性合作协议、企业技术人员参与学校教学、

学生根据企业要求进行鞋类产品设计，企业选款并

给予学生一定的报酬。

鞋类企业在每年春秋两季召开订货会之前，将

相关的设计思路与学校老师和学生进行沟通。在规

定时间内，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资料结合企业的

品牌定位和顾客群进行系列化设计。在学生模拟企

业开发部完成设计并加工好样品后由企业设计总监

进行选款，对于优秀的作品企业将给予学生一定的

报酬，并优先接纳该学生在毕业后进入该企业设计

开发部门工作。对于学生作品中的欠缺，企业会给

出指导意见，提醒学生。通过这种合作方式不但确

保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规格能够很好的切合行业企业

的需求，而且后期学生的课外扩展性研究性学习能

很好体现个人的设计能力，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对未来岗位的认知度。

（二）引导学生进行科研创新研究

经过大一的基础课程学习之后进入大二阶段。

学生对鞋类设计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该阶段开始学

生会以参加各类教师工作室，校内设计协会的形式

更深入的接触到专业的核心。很多学生该阶段对鞋

的结构和设计有了深入地认识也萌发出了一些问题

想要解决，该阶段老师针对这一现象指导学生在课

余时间进行创新课题的申报和研究或者带领学生从

参与教师课题做起，启发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

学生从设计问卷到进行问卷分析，到专利申报、产

品的设计研发[2]，一步步的学会做研究，这个过程

是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无法完成的，并且科研创新

课题带动的是一个团队，这个过程大家不但体会到

了研究的乐趣也提升了专业视野和能力。

（三）以设计大赛为契机，挖掘创新精神

对于设计专业的学生宽泛的视野是非常重要

的，以参加各类设计大赛为契机进行研究性的学习

拓阔设计思路是很好地学习路径之一。鞋类设计每

年有三次业内知名度高的设计大赛，学生从大二开

始就具备参赛资格和能力。参赛作品不同于课程作

业和为企业设计的产品，需要学生有更新奇的视角

来阐述作品，更加强调新意和个性。因此学生准备

比赛的过程，也是个人头脑风暴的过程，这期间学

生在指导老师的引导下充分挖掘设计灵感，最终完

成设计作品[3]。经过大赛后学生的视野和对设计的

认识有很大的提高，获奖也会大大激励学生的学习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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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大师工作室带徒模式，促进工匠精神

的养成

专业老师通过大师工作室、鞋艺协会及指导学

生设计团体等形式在课外带领学生进行皮鞋、箱

包、皮件等产品的设计和制作。老师的工作室通过

带徒形式对鞋类设计、制作、箱包设计制作等方面

有强烈课外学习意愿的学生进行创新设计和制作方

面的辅导。学生在制鞋大师工作室除了向老师学

习，互相之间也互相切磋融合，在师徒制的模式下

学生通过创意手作，逐渐让他们体会到“业精于勤

荒于嬉”的含义，对于打造工匠精神起到很好地促

进作用。每个学期平均每位学生都能完成 2双手工

鞋或者 2个包的设计制作，并通过校内创意市集进

行售卖和接单。这一形式的课外补充，大大提升了

学生的自我满足感，对学生今后坚定学习方向和深

入研究手工皮具有很好地带动作用。

（五）创业理念的培育与实施

在学生众多参赛中，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和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比较考验鞋类设

计专业学生内功和创新创业理念的比赛。随着创业

教育在课程中的渗透，研究性学习与创新创业结合

大大推动了学生创业理念的萌发和计划的实施。通

过课上引导课下调研的形式学生自己组织团队，创

设品牌将功能鞋、手工鞋、老年鞋、手工皮具等产

品进行包装设计，通过专利技术申报支撑、保护品

牌的知识产权[4]。从而达到走出校门前培育一个品

牌的目的。

四、实施研究性学习前后的学习效果体现

课外研究性学习模式的开展对学生创新能力、

科研能力、专业素养及与企业岗位匹配度等方面的

培育有积极作用。该项教学改革在鞋类设计与工艺

专业 1203班、鞋类设计与工艺 1302班、鞋类设计

与工艺1401班各实施三年，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明显

感受到学生学习积极性与学习效果的提升。

自2012年起连续五年来，对3个实施课外研究

性学习的教学班级与常规授课的平行教学班级在课

堂教学效果、学生设计作品情况、学生参赛获奖情

况、学生科研情况及毕业后用人单位反馈情况 5个

方面，通过教学跟踪记录及企业问卷形式进行全方

位分析比较发现：实施课外研究性学习的学生群体

的学习效果比未实施该项教学模式的班级有长足进

步。具体体现如表1所示。

表1 实施研究性学习模式与常规教学的学习效果比较

比较项目

课堂学习
效果

学生作品
情况

学生参赛
获奖情况

学生科研
情况

用人单位
反馈

实施研究性学习班级

1.对市场和流行趋势分析到位。
2.能针对前修知识进行拓展性创新设计
3.学生协作能力、竞争能力，团队意识及合作意识较
强。

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兼具市场包容性。作品数量
多，效果好。作品转化为产品的比例在90%以上。

学生参赛人数占班级比例为83%。获奖比例为62%。
期中获得省级铜奖以上比例占参赛比例的88%。

能独立组成团队进行创新性课题研究，或协助老师开
展科研项目研究。并申报实用新型专利5项。

学生毕业后在鞋类设计岗位的比例为43%。用人单位
反馈学生上手快，能在短期内出产品，投产命中率高。

未实施研究性学习班级

1.对市场的流行和敏感度较弱
2.能够进行教学项目内的款式设计，举一反三能力有待
提高
3.团队合作能力不强，创新思维不够敏锐

作品个性不够突出，多以模仿的形式进行设计，作品数
量少。作品转化为当季产品比例在73%左右。

学生参赛人数占班级比例为64%。获奖比例为34%。其
中获得省级铜奖以上比例占参赛比例的55%。

近年来学生课题及参与科研的热情较低，还未出现相关
科研成果。

学生毕业后在鞋类设计岗位的比例为21%。用人单位反
馈学生基础扎实，但在短期内难有命中率高的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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