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在传统燃油汽车向新能源汽车

的产业转型升级中，我国汽车的自主品牌

设计发展备受国外关注，经过数十年的发

展，中国汽车设计的“正向开发”已经获得

显著成效。就汽车的“颜值”和“体验”等角

度来看，中国汽车设计已经完成了从“设计

模仿”到“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再到“引

领创新”的发展路径。

这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广

州美术学院等美术类院校，以及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湖南大学等综合类院校的汽车

设计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落地密切相

关，这些高校数十年来培养了大批汽车设

计人才，活跃在汽车设计产业和汽车设计

教育第一线，为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智能出

行设计教研中心前身是成立于 2007 年的

交通工具设计工作室，2019年更名为智能

出行设计教研中心，是国内最早开展交通

工具设计教学的院校之一。自中心成立以

来，与广汽、本田、丰田等国内外知名汽车

企业积极开展“课程合作”“项目合作”“毕

业设计合作”等多元化的、全方位的产学研

合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汽车设计专业

人才。

广美智能出行设计教研中心秉承广

美优良传统，经过近15年的发展已形成了

“艺科融合、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交通工

具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和特色，并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肯定和认可。新时

期，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用

户创造新的出行体验和价值，是智能出行

设计教研中心进行教学和科研的核心

内容。

中心下设三个研究方向：交通工具造

型设计、智能汽车交互与体验设计、出行方

式创新研究，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创新能

力、造型审美能力、科学分析能力和社会实

践能力为目标，以设计学、工程学、心理学

等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理念，以设计问题

为导向，以项目制教学为载体，重点培养符

合国家、社会和企业发展需求的智能出行

创新设计的实践型人才。

交通工具造型设计、智能汽车交互

与体验设计、出行方式创新研究

造型设计是交通工具设计中最传统

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汽车造

型设计被公认为是建立汽车品牌视觉识别

度以及产品差异化最直观的方式和推动汽

车消费最有效的手段而被企业高度重视。

广美是国内最早开展交通工具设计专业化

教学的院校之一，在造型设计领域的人才

培养一直保持着显著优势和传统特色。一

方面，中心与国内外汽车企业开展专业课

程、设计项目和毕业设计等多样化的合作

方式，充分发挥产学研合作对人才培养的

关键推动。另一方面，积极响应汽车产业

分工细分的发展趋势，从外饰设计、内饰设

计、色彩材质设计、油泥模型制作和数字模

型制作等多个造型设计细分方向进行人才

培养，构建丰富多元的汽车造型设计人才

培养体系。

智能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

略方向，汽车人机交互和体验设计已成为

智能汽车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随着自动无

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应用与普及，为用户提

供良好的出行体验至关重要。该方向坚持

以人为本，在满足安全性的基础上，重点研

究如何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人因条件、

用户的需求、偏好、能力以及局限性，通过

交互设计的方法为用户构建全新的出行体

验。同时在智能汽车座舱的多模态交互、

AR和VR等交互技术应用，车内空间多样

化布局、软硬件交互和驾乘体验关系等方

面开展相关研究，以提升智能汽车的差异

化用户体验。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出行方式的创新

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随着智能汽车、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

共融共生和协同发展，未来的出行方式将

是集用户体验、增值服务、基础设施等创新

要素于一体的，并向海陆空多维度发展的

智能出行生态系统。该方向是在移动出行

场景和出行方式属性迭代发展的大背景

下，从系统设计的角度重点研究用户的出

行场景、出行方式和出行领域等环节，为未

来用户的智能出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更

优的体验感。

“产业链+人才链”人才培养模式

及三点教学科研活动中的经验

广美智能出行设计教研中心在汽车

设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过程中，借助粤港

澳的区位优势与汽车企业进行深度融合，

在长期的教学科研活动中积累了以下三点

经验，对中国汽车设计人才的培养具有一

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1、以学科深度交叉为培养路径。交通

工具设计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是艺

术与科技的融合，因此，要求学生既要有艺

术的感性思维也要有科学技术的理性思

维。对汽车造型的设计与审美是艺术的创

作与鉴别，对于汽车工业、用户需求、发展

趋势等方面的理解则要求理性的分析与判

断。因此，不论是师资队伍、生源结构、课

程体系等方面的构建都需要兼顾交叉学科

的特点和属性，在注重学生个性化培养的

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对学生艺科融合的综

合能力的培育。为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长

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以产业高度融合为培养思路。在传

统汽车向智能汽车转型的大背景下，汽车

产业对于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从汽车设计的行业分工出发，除了重点培

养外饰设计、内饰设计、CMF 设计等造型

类相关的人才以外，为适应智能汽车发展

的需求，智能交互设计、用户体验设计等细

分方向的人才也是未来重点的人才培养方

向。借助与汽车产业的深入融合，密切关

注产业的发展趋势，在确保人才培养体系

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连贯性的同时，也具

有一定的动态调整的空间，使汽车设计的

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的真实需求实现无缝

对接。

3、以产学研实践为培养支撑。交通

工具设计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与产业深度融合是世界各国交通工具设

计专业人才培养的共通点。广东省是我

国主要的汽车生产制造基地，这为广美

交通工具设计人才培养提供了独天得厚

的土壤与优势。中心通过聘请汽车设计

行业的资深专家为校外导师，不仅丰富

了教师队伍的师资结构，还通过产学研

合作将产业界的师资、技术、资讯等引入

实际教学环节中，以实现“专业学习到专

业实践”再到“企业实习到企业就业”的

闭环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创

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的加快，对创新型实

践人才的要求不断增大，各高校越来越

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通过产学研合作，让汽车设计人才

的培养植根产业，打造和探索与产业深

度融合、互利共生的“产业链+人才链”人

才培养模式，是我国汽车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原动力。

汽车设计人的培养需与时俱进■

李勇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院长

）

广美交通工具造型设计方向的学生作品

广美智能汽车交互与体验设计方向的研究场景预想 广美出行方式创新研究方向的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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