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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贯彻省委、省政府人才兴晋战略，为提高

艺术院校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能力，

提高艺术类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分别从我

省当前动漫设计专业现状、社会对动漫设计人才的需求、我院动漫

设计专业教育现状等方面，对我省艺术设计行业、艺术设计教育行

业和其他影视行业以及部分院校动艺术计专业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

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研报告，以便更好地提升专业教学特色，

更加有针对性地培养和输送高等职业艺术设计设计人才，从而服务

产业发展。

一、调研目的

通过调研艺术设计行业企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相关工作岗

位、职责及工作内容；了解公司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根据市场对职

业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职业岗位需求。撰写调研报告，据此科

学定位我系艺术设计专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和人才培养层次，确

定专业培养的目标。

二、调研内容

1、艺术设计行业现状和发展规划；

2、艺术设计专业人才需求；

3、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去向和就业岗位；

4、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岗位人才所需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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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素质要求；

5、毕业生对培养过程意见和要求；

6、社会对毕业生反馈意见。

 三、调研分析

1、 行业发展现状

从国内艺术设计发展现状来看，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从

1980年引入后，已经有了有目共睹的飞跃，但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

中国的艺术设计还处于“西方出观念，中国跟作品”的状态，很难

打出自己的风格。客观来看，这也是事物发展的正常轨迹。在中国，

文化创意产业的急速发展，无疑是当前经济发展良好态势中的一个

亮点。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

核心的新兴产业，在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中，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巨

大的、诱人的发展空间。现在是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的一个过渡阶

段，从长远利益来看，现代艺术设计必须有个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设计师的创造力是现代艺术设计内在的发展

动力，而设计师的创造源泉更多地取决于自身在信息和文化大背景

下接收与转换艺术资源的能力。随着山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

同质化越来越高，艺术设计类工作人员在企业间的创意竞争中扮演

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依然是热门职业，但其设计岗位多为独资、

合资或个体单位，造成毕业生不签协议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实际就

业率是很高的。

2.专业现状分析

（1）我省现状分析

http://www.chinabgao.com/k/gongyehu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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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内看，几乎所有的同类院校都开设了此专业，因为该专业

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专业，因此，它一直是设计类里的大类专

业，在不同的院校中也有细化分类此专业的，如装潢艺术设计、视

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平面设计设计等，所开设课程大同

小异，是招生人数最多的专业。

（2）我院艺术设计专业现状及专业现状数据表

近年来，我院本专业招生情况忽高忽低，实训项目较少，导致

学生作业只注重艺术表现，更缺乏实践创新的能力，不能很好的学

以致用。所以如何转换课程显得尤为重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培

养应用型人才，是我们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招生情况 2015-2016学年 2016-2017学年 2017-2018学年

新生报到数

（人）
23 6 12

毕业生数（人）
14 12 9

就业率（%） 70% 78% 80%

就业对口率

（%）
80% 75% 80%

四、人才需求分析与基本措施

就目前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步伐而言，无论哪个地区，随着

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大幅提高，设计在生活、工作中占很重要的

地位。这为艺术设计专业每年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需要大量的

应用型人才。根据社会对人才新的需求，新的职业岗位或岗位群，

结合本校自身优势，确定专业方向，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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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结构需求

确把握专业培养方向，将艺术设计专业由原来单纯的绘画设计向电

脑手工艺制作适当拓展，既体现依托美术教育，针对职业岗位群的

职业特色，同时也发挥我校现有的自身优势，使它具有较强的生命

力，取得较快地社会效益和扩大影响，能为社会培养短缺和急需的

应用技术人才。

为了更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优化专业建设，使本专业培养目

标更符合社会实际，艺术设计专业结合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需求可以进行以下改革措施。

1、艺术、设计、技术三管齐下，注重未来学生可持续发展

对于艺术设计而言，艺术、设计、技术是三个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的要素。艺术设计是实用性设计，是设计作品获得成功、形成

持久印象的保障。设计是感性与理性的高度结合，是作品符合实用

知识结构 能力结构 素质结构

文化基础知识

设计素描

设计色彩

速写

三大构成

设计学概论

美术鉴赏

市场营销

展示设计

语言表达能力

外语表达能力

计算机基础操作

良好的沟通能力

装饰画制作能力

壁画绘制能力

电脑绘图能力

图形设计能力

广告设计能力

书籍装帧能力

专业知识

英语听说能力

计算机应用能力

职业道德素质和

团队精神

创新能力

良好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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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求的必要条件；技术是将艺术质感的设计作品变成现实，投放

到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要求。对于艺术设计从业者而言，城市越大，

发展空间越大，作品品质要求则越高。因此，在让学生获得熟练的

技术操作能力的同时，设计的理解与把握能力、艺术的熏陶与感染

也是必不可少的要件。三者在学校教育中的比例大致可分为课内和

课外两块。课内，艺术、设计、技术的教育可按20%、35%、45%的比

率设计；课外，则可按30%、30%、40%的比率设计。在教育过程中，

应该注意三方面的教育比重，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高职特色，符合

行业人才的需求。

2、加强职业核心能力教育，注重职业生涯

规划引导职业核心能力指人们职业生涯中除岗位专业能力之外

的基本能力，是伴随人终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所有的从业者而

言具有一定的共性。劳动和社保部将其分为8项：与人交流、数字应

用、信息处理、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学习、创新革新、外语

应用。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不同级别城市的不

同从业特点，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谋划一份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

使学生保持良好、正确的学习、就业心态等，这些对于发展艺术设

计专业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