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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研究（1911—2011）

吴卫，任师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长沙 410012

摘要：通过纪念包豪斯建校100周年的契机，促使人们要重新回顾一下我国的近现代设计教育，特别是1911—2011百年间涌现

的设计教育先行者值得研究和探索。运用文献研究法、专家访谈与实地调研以及聚类分析法探讨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先驱的

教育思想和历史贡献，从设计教育的主体“人”的因素和视角回顾“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百年史”或“中国设计教育转型变革

史”；以中国近现代为时间线，探究各时期设计教育先行者代表性的设计思想和教育理念，这为未来设计教育提出新的发展思

路。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为中国设计教育开创了先河、奠定了基础，应当结合历史和国情给予他们应有的定位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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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 Education in China (19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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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Bauhaus urges us to review China 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pioneers of design education that emerged from 1911 to 2011 deserve our study and explor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expert interviews, field research and cluster analysi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pioneer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o review the“100-year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education in China”or“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history of Chinese design educ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human”, the main body of design education. Taking modern China as the time lin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presentative design thoughts and education ideas of the pioneers of design education in each period, and puts forward new

development ideas for the future design education. The pioneer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education have created a

precedent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Chinese design education. We should combine history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to give them their

due positioning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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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新修订的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将设计

学提升为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是学科发展的

里程碑，是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自改革开放以

来，设计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惊人的态势。随着我国市

场经济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学界关于设计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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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已然成为显学，更是各高校乃至高等教育界讨论

的热门话题[1]。设计教育能够发展至今，我国设计教

育的先行者们是功不可没的。2019 年是德国包豪斯

建校100周年，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为此举办了“纪

念包豪斯 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已经是世

界培养设计人才高校数量多的大国。然而，人们对自

己设计教育的先行者缺乏理论性的研究和历史性的

评价。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3），将1840—1949

年纳入近代，1949年以后为现代，则 1911—2011年此

时间段可纳为近现代，见图1[2]。此课题将从1911年辛

亥革命到2011年设计学独立为一级学科为时间界限，

以此百年（1911—2011）时间段涌现的设计教育先行者

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背景、办

学思想以及教育模式的研究，探讨设计教育先行者的

设计思想以及教育理念，拓展设计史的研究范围，为当

今设计教育工作提供借鉴思路。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设计教育从图案、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方

面，产生了十分显著的设计教育成果，但是以往的研究

学者研究艺术设计客体多，而研究其设计教育者主体

少，学术界存在着以下“三多三少”的局面。

（一）研究图案、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客体多，而研

究其设计教育者主体少

学术界有关“图案”“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客体

及历史的研究较多，其中关于图案的代表性书籍有俞

剑华《最新图案法》（1926）、陈之佛《图案法 ABC》

（1930）、傅抱石《基本图案学》（1936）、雷圭元《新图案

学》（1947）等；关于工艺美术的代表性书籍有田自秉

《中国工艺美术史》（1985）、王家树《中国工艺美术史》

（1994）、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2007）、杭间《中

国工艺美学史》（2007）等；关于艺术设计的代表性书籍

有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2002）、李立新《中国

设计艺术史论》（2004）、赵农《中国艺术设计史》

（2004）、李轶南《新中国设计艺术七十年回眸》（2020）
[3]等。相对于上述客体研究，对有关从事图案、工艺美

术和艺术设计教育工作主体的设计教育者相关的系统

研究较少[4]。

（二）研究民国时期艺术设计教育多，而研究民国时

期艺术设计教员少

从清末“癸卯学制”（1904）开办学堂以降，民国时

期设立的公立私立“艺专”“美专”，如1918年北京美术

学校、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1938年国立艺术专科学

校到1941年四川成立艺术专科学校等一共有61所[5]。

随着近年来文艺界民国热的兴起，设计领域研究者重

新将目光回到民国时期的图案和工艺美术教育上，如

田君《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研究》（2004）、蔡淑娟《民国时

期图案教材版本与撰述研究》（2008）、李传文《民国时

期实用美术教育的特征及影响》（2014）、吴伟平《民国

工艺美术教育的办学形式研究》（2015）、赵帅《民国初

期工艺教育思想初探》（2016）、柳景龙《民国时期的图

案学史研究》（2019）。然而针对民国“艺专”“美专”中

图案、工艺或实用美术系科教员群体研究较少[5]。

（三）研究包豪斯教育及其教员多，而研究本国近现

代设计教育先行者少

国外非常重视曾在包豪斯从事教学工作的相关教

员研究，国内也有不少文章论述包豪斯的设计教育先

图1 近现代史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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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如尼古拉斯·福克斯·韦伯《包豪斯团队：六位现

代主义大师》（2009）、弗兰克·惠特福德《包豪斯：大师

和学生们》（2009）、陆敏《约翰尼斯·伊顿的设计教育思

想》（2006）、张学忠《莫霍利·纳吉设计教育思想刍议》

（2009）、刘磊《包豪斯巨匠阿尔伯斯》（2015）、原林林

《康定斯基对包豪斯基础课程的贡献》（2016）、闫丽丽

《保罗·克利的教学对包豪斯编织工坊的影响》（2017）、

吕晓萌《孤独大师费宁格的包豪斯之殇》（2019）。由于

包豪斯作为现代设计教育摇篮的历史原因，中外学术

界对包豪斯教员的研究大有人在，但对中国现代设计

教育先行者的研究涉及较少。

我国学术界对艺术设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设

计客体、民国时期艺术教育以及对包豪斯教员的研

究。关于艺术设计客体的研究颇为深入，对于图案的

研究综合论述了其原理以及法则等理论规律；对于工

艺美术和艺术设计系统阐述了我国工艺美术以及艺术

设计的历史发展脉络、基本特征[6]。关于民国时期艺

术教育的研究也较为全面，包括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

教育方法、教育结构、办学形式等方面，梳理出了民国

时期艺术教育的基本脉络及其教育特点。对于包豪斯

教员的研究，呈现出了包豪斯发展里程中的各个历史

时段，对包豪斯教员进行个案分析，深入解析其教育思

想[7]。以上的前期研究为我国艺术设计学科的发展提

供了较好的参考价值，为我国当代设计教育带来了多

方面的启示和促进作用。然而在已有的文献成果中大

多都是研究艺术设计、设计教育客体多，研究设计教育

主体少，当然也存在对设计教育主体的个案研究，但是

比较分散，缺乏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梳理与深入阐释。

本课题将以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的主体为重点，按照

民国时期、共和国早期、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系统梳

理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的办学思想、教育模式以及不

同时期呈现的特点；挖掘各时期典型的教育先行者，并

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其设计思想以及教育理念，以期对

中国当代艺术设计教育以及艺术设计学科建设有所帮

助和启发。

二、主要研究内容

（一）考究设计教育先行者所处社会及教育背景

民国初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当时的图案和实用美术教育尚属舶来阶段；共和国成

立后为振兴国家经济，开始相继成立现代意义上的高

等教育模式的工艺美术类院校，开启设计教育的本土

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突飞猛进，促使传统

工艺美术向现代艺术设计转变，中国的艺术设计不再

踟蹰，并逐步走向成熟，设计教育开始与国际接轨 [8]。

通过考究设计教育先行者所处的社会、教育背景，探

究设计先行者思想的形成与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的

关联性。

（二）梳理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办学思想和教育模式

民国初期以蔡元培“美育救国”思想为办学宗旨，

教学上从刚开始的实利主义教育向提升审美品质的目

标转变；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繁荣经济，周恩来总理亲自

倡导工艺美术教育；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促进对外经济开放，艺术设计教育逐步取代工艺美

术，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教育模式[9]。按照不

同时代节点，梳理出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办学思想和

教育模式的发展脉络及不同时期呈现的特点。

（三）挖掘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典型案例

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其研究对象来源于不同时

期培养设计人才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国时期各地成立

的公立和私立“艺专”中的图案、工艺和实用美术等系

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艺美术院校[10]，改革开放以后各

类艺术设计专业所在院校，分析先行者之间的学缘关

系和脉络逻辑，不是简单的人物传记，而是从中找到典

型的代表人物序列，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典型案例

见图2。

（四）探究设计教育先行者的设计思想教育理念

从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的成长背景、学习经历

和教学历程等入手，通过对设计先行者的作品、报告、

讲话稿、信函、授课表、讲义、教材、著作等资料的收集，

寻绎他们的教育轨迹，比较分析他们思想中与西方设

计教育思想的异同以及和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之间的关

系，从中挖掘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设计教育先行者的

设计思想和教育理念。

（五）研究设计教育先行者的历史评价和当代价值

设计教育先行者筚路蓝缕、砥砺前行、自强不息的

先驱精神是推动近现代设计教育进步的内在动力，设

计教育先行者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对设计治理和推动

社会发展具有前瞻性作用，他们的教育理念及实践影

响了近现代设计教育的发端和走势，推动了中国设计

教育的转型和发展，人们需要结合历史和国情给他们

应有的定位和评价。

主要研究内容总体框架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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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意义

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为中国设计教育开创了先

河、奠定了基础。给其应有的历史评价与社会地位，有

助于提升我国设计教育的文化自信，有助于拓展我国

设计史的研究范围和深度，为中国近现代设计史提供

有力的补充。

从研究设计客体转向研究从事设计教育的主体，

从研究教育者个体到研究教育家群体，有助于更好地

挖掘不同阶段的设计思想和教育理念，充实设计教育

主体的研究，对当今现代设计教育具有启示与借鉴

作用。

四、基本思路及研究方法

（一）基本思路

本课题以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为研究主

线。第一，以辛亥革命至共和国成立（1911—1949）、共

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49—1978）、改革开放至设计

学独立为一级学科（1978—2011）为主要的参考阶段，

研究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

会背景，对这三个阶段的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办学思

想以及教育模式进行探究梳理；第二，通过大量调研国

内外文献资料，特别是通过对设计先行者们的著作、论

文、教材、讲义、报告、话稿、信函、草图、作品、授课表等

的收集工作，追寻他们的教育轨迹，找出具有代表性的

设计教育先行者作为个案分析；第三，运用半结构式访

谈等方法对设计教育先行者或先行者的后人进行深度

探访及实地调研，并进行相关语音、视频等数据的采集

工作；第四，对各类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探究设

计教育先行者的设计思想和教育理念，为未来设计及

教育发展提供思路；第五，研究设计教育先行者的历史

评价和当代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发展中国设计教育的

路径和对策，见图4。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搜集近现代有关图案、工艺美术、

艺术设计教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文献归纳与分

析，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教育先行者，为课题研究

寻找切入点。

2）专家访谈与实地调研。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

图2 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部分名录（待续）

图3 研究内容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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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教育先行者或其后人进行深度访谈及实地走访，进

行相关语音数据采集，并对各类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

3）聚类分析法。按照人物之间的学缘关系和脉络

逻辑，对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进行分类统计，归纳总

结同类特征和异类差别，选取出同类的典型代表人物

进行重点分析。

五、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一）主要观点

1）回顾和研究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是为

了从他们执教的先后顺序、教学协作及教育思想、观念

的变化，从设计教育的主体“人”的因素和视角去回顾

“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百年史”或“中国设计教育转型

变革史”。

2）大学教育的核心不在大楼而是大师，要重新回

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上，卓荦的设计教育先行者是

国家民族的脊梁和灵魂，因为各种原因人们对民国时

期的教育启蒙者缺乏深入的发掘研究，同时对建国以

后的设计教育先行者缺少回顾式的整理研究。

3）以中国近现代为时间线，探究出各时期设计教

育先行者代表性的设计思想和教育理念，同时这也为

未来设计教育提出新的发展思路，特别是通过历史回

顾，给近现代中国设计教育先驱们应有的历史评价和

定位。

（二）创新之处

1）选取设计教育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以对中国近

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进行个案分析为切入点，挖掘其

背后蕴藏的设计思想和教育理念，提出给做出贡献的

设计教育先行者应有的历史评价与社会地位的观点。

2）拓展近现代设计教育史的新内容。从设计批评

的角度反思和回顾我国设计教育的发生、发展历程，通

过对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的个案和群体研究，能够

图4 课题研究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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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并完善中国近现代设计史中有关教育主体的研究

内容。

3）引入教育领域聚类分析的新方法。将研究对象

设计教育先行者分为相对同质的群组进行统计分析，

目的是将性质相近的人物归入一类，依据设计教育研

究对象的特征对其进行分类，以期获得科学的数据分

析结果。

六、结语

中国近现代从辛亥革命（1911 年）、共和国成立

（1949年）、改革开放（1978年）至设计学独立为一级学

科（2011年），这百年历程中我国设计教育一步步走向

成熟，在这一百年中涌现出一批推动我国设计教育发

展的先驱前贤们。此课题从设计教育先行者所处社会

及教育背景入手，梳理我国近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历

程，按照民国时期、共和国早期、改革开放后期三个时

期探究其不同时代的设计教育办学思想以及办学理

念，梳理其发展脉络及不同时期呈现的特点，分析设计

先行者思想的形成与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的关联性。

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等方法对近现代设计教育先

行者信息进行搜集整理、聚类分析统计从中找到典型

的代表人物，探究他们的设计思想以及教育理念，将其

进行纵向以及横向的比较研究，启发当下设计教育的

教学实践与研究，这对充实我国设计教育主体研究具

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也为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之

路打下思想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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