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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互联网云服务平台发展背景下，设计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式和应用策略。方法 在

分析面向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云服务平台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基于云服务平台的设计教育产学

研协同创新模式。结论 以基于云服务平台的设计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为基础，结合湖南大学与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软件开发云项目案例，以及在湖南大学人机交互设计课程中的实践，应用互

联网云服务平台促进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验证面向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云服务平台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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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models and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

tion in design educ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cloud service platfor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design education and cloud service platform development, we 

constructed a model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design education based on a cloud ser-

vice platform. Based on the cloud service platform model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de-

sign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a case study of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cloud project jointly developed by Hunan Uni-

versity and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as well a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esign 

course of Hunan University, we can promot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design education 

using cloud service platforms, and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of cloud service platforms directed a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desig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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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设计教学活动提

供了一系列新的平台与方法，国内设计教育行业在不

断探讨运用新的模式来应对时代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新产业、新技术、新任务和新的设计对象所带来的设

计转型问题[1]。面向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将产

业市场、设计教学、设计研究和项目实践等多个方面

进行相互交流渗透与协同创新，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

网信息技术服务平台构建面向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

同创新模式，实现设计教学科研与企业生产实践相融

合，已经成为设计教育转型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产学研合作中的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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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云服务平台 

1.1  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

是其实践性和产业性，因此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设计教

育在设计学科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设计教育

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整合企业市场生产、高校设计教

学研究、科研机构和政府机关等多方资源共享与优势

互补的方式[2]，营造设计专业学生、设计教学老师、

社会相关企业和政府之间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交融，激发社会结构中多种主体协同创新的参与，提

升设计教育的品质、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教学内容

的优化升级和设计研究的成果转化，促进社会产业变

革和社会组织架构的调整。 

1.2  云服务平台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出现，正在影响和引导着未来设计的观念和设计教育

的发展，新技术支撑的技术平台已经开始成为设计教

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多领域交叉协作和综合性的设

计教育是适应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3]。技术发展驱动

的协同创新，使设计在协同产业、社会、科研等各方

面解决问题的深度和维度也在发生质的飞跃[4]。设计

教育实践过程在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深入逐步转型，

设计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掌握设计领域相关的知识

和方法，还要延伸到计算机技术、信息交互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等多个跨专业领域，培养学生在互联网背

景下“云”的意识[5]，以国际化、多元化的视野形成适

应信息技术时代协同创新的思维模式。 

云服务平台是一种整合的环境，在云端布局统一的

资源环境，用户可以在不同的结构环境里完成协同[6]。

云平台的服务类型主要分为 3 种模式：软件即服务

（S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云平台的这 3 种模式各有侧重和优势，各

层级对应不同的云服务产品，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性

的云服务框架，借助互联网的数据运算与资源存储能

力的聚合，通过可信服务的内容按照用户的需要进行

供给[7]。云服务平台依靠其开放的云生态环境、高性

能的运算能力、大规模数据处理等优势，在助力各行

业间相互融合的同时，也在推动设计教育产学研的协

同创新和社会技术的升级转型。 

2  基于云服务平台的设计教育产学研协同

创新模式 

信息技术的发展革新了社会信息的生产、共享和

转化方式，为设计教育提供了综合性的平台、工具和

途径。在新一代技术平台的创新和支持下，设计教育

行业开始尝试对传统设计教学模式进行多维度的信

息化革新[8]，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方式与云服务平台

相融合，构建基于云服务平台的设计教育产学研协同

创新模式，探索面向设计教育转型的方法。以云平台

服务为基础，企业生产、设计教育、设计研究构成面

向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3 个基本要素，通过协

同创新过程中项目实践、社会学习和知识共享，连接

和贯穿产学研三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有机整体，见图 1。 

 

图 1  基于云服务平台的设计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Fig.1 Based on design education Indus-

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l of 
cloud service platform 

企业生产与设计教育两者之间的协同创新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生产模式革新产生的对人才

需求的变化，影响着设计教育的走向[9]，企业生产推

进设计教育的教学改革；另一方面，设计教育通过转

型的方式来满足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才的需求，并

基于云服务平台进行项目实践。利用设计教育和企业

生产两者间的资源将市场化的需求以项目实践的方式

进行设计和转化，让项目实践真正进入产业化市场。 

设计教育和设计研究两要素以云服务平台的知

识共享方式，将设计教学传授的设计方法与设计研究

中新的技术发现进行协同创新。设计教育采用社交协

同和知识协同的手段，为设计研究的开展提供素材和

基础数据，同时将设计研究中所发现的应对新环境、

新技术、新的社会结构的设计方法和模式以协同的方

式来优化设计教育。 

设计研究和企业生产则是通过社会学习的方式

在云服务平台上实现协同创新。利用社会化学习的途

径，企业生产为设计研究提供设计研发与知识转化过

程中所需的资金和服务，联合社会政策的支持，加速

知识的革新。将研究成果与企业生产无缝对接，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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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设计研究转化为市场收益的协同创新的目的。 

基于云服务平台的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模式，将企业生产、设计教育、设计研究这三要素打

破了传统受限、受制约的组织关系，改变了用户进行

数据管理、知识获取和创新实践的方式，实现社会不

同资源的整合、社会化知识分享和跨领域协同创新，

在协同中实现创新产学研价值与利益的最大化[10]。  

3  面向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云服务

平台 

本文基于云服务平台的设计教育产学研协同创

新模式，以湖南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

华为软件开发云平台为例，结合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下

对设计专业学生提出的加强计算机领域知识学习的

数字技术实践的新要求为前提，设计面向设计教育的

集资源联动、知识共享、协同管理、云端集成、实践

教学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云服务平

台[11]，研究其主要的应用策略和实践方式。 

3.1  华为软件开发云基础框架层级 

在系统前瞻性整体布局上，湖南大学提出了面向

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础框架层级，开辟了

学生、教师和企业等不同角色的协作空间，在平台运

作过程中全面发挥不同角色的资源和作用。以华为云

服务平台为基础，形成设计教育促进设计研究、设计

研究加速产业转化、产业发展又反哺设计教学的产学

研协同创新机制。华为软件开发云基础框架层级，见

图 2。 

 

图 2  华为软件开发云基础框架层级 
Fig.2 Huawei devcloud infrastructure level 

3.2  华为软件开发云功能设计 

华为软件开发云的功能设计主要满足产学研协

同创新模式下，产业、教学、研究等多方面的需求、

行为、知识及能力的统合。学生、教师和企业等不同

角色通过参与云服务平台过程的协同管理方式，贯穿

需求分析、产品设计、技术开发、知识共享、教学实

践、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的融合，凝聚面向设计教育

的产学研各方面的智慧和优势[12]。 

1）协作性项目实践管理。华为软件开发云运用

云服务平台的特点，以项目为导向，社交化的协作方

式，支持多角色、跨地域开展项目协作与沟通。平台

通过 Web 客户端和移动客户端进行连接，用户可以

依据可视化的项目看板随时随地了解所参与的项目

工作完成率和查看相关的项目事务，及时跟踪成员的

工作情况，对项目进行实时监控和协同管理。强大的

云存储功能支持多种类型文件的存储，让用户轻松地

创建教学过程中的云端数据层，形成系统的教学体

系，见图 3。  

 

图 3  协作性项目实践管理 
Fig.3 Collaborative project practice management   

2）集成式设计研发体系。平台将设计管理、用

户研究、交互设计、视觉设计、前端开发、后台研发、

产品测试和发布等职能进行集成式的设计，形成以项

目管理、代码托管、代码检查、编译构建、测试管理、

移动应用测试、部署管理、发布管理、流水线等多功

能的高度集成式的设计研发体系。用户可以使用华为

软件开发云实现从创意想法到产品落地的全过程，解

决在使用众多零散的设计工具协作时产生的文件兼

容性差、学习成本高、工作效率低的问题，提升设计

研究创新实践的协作效率和设计教学过程中学生设

计方案的市场转化率，见图 4。 

 

图 4  集成式设计研发体系 
Fig.4 Integrated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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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化知识共享机制。基于互联网知识共享

的趋势，由用户在使用华为软件开发云协作过程中自

己创建和生成的内容作为平台知识的来源，在社会化

共享中收获价值，满足用户在分享中的情感诉求，并

从中获得良好的社会化分享体验[13]。设计专业学生还

可以结合社会化学习，创建云服务平台的知识共享社

区，帮助解决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学生可

以利用平台上代码广场的开源素材进行协同设计[14]，

培养设计专业学生“开源创新”的意识。用户通过相关

性的搜索找到所需要的开源代码，实现知识的多维度

获取，提高了用户使用华为软件开发云的产品黏度和

参与度，见图 5。 

 

图 5  社会化共享机制 
Fig.5 Social knowledge sharing mechanism 

4）智能化辅助在线教学。华为软件开发云为学

生学习 HTML，CSS，JAVA 等多种编程语言提供华

为典型代码检查规则集，将企业研发的成果与教育场

景相结合，随时随地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开发问

题。设计专业学生作为初级代码学习者，可以利用华

为软件开发云对代码文件进行在线检查，精确定位代

码缺陷。在代码检查完成后，平台会根据代码的质量进

行智能化评级，提供具体的缺陷分析结果、代码修正的

指导意见，并将正确与错误示例进行比较等，加深学生

对知识的印象，及时发现错误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

对策，降低跨专业学习的难度和障碍，强化用户在学习

过程中对代码的认识和修复的能力，见图 6。 

 

图 6  智能化辅助在线教学 
Fig.6 Intelligent auxiliary online teaching 

4  设计教育课程实践 

在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本科开设的《人机交互设

计》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优化课程内容模块和创新实

践教学工具，充分发挥基于云服务平台的设计教育产学

研协同创新的优势，将华为软件开发云平台引入课程实

践教学，引导学生利用企业模式下的云服务平台进行跨

年级、跨专业、跨学科的学习与合作，增强学生以项目

实践为导向的团队协作和自主创新意识。 

教师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发布与《人机交互设

计》课程相关的企业级项目课题和项目目标，要求学

生利用华为软件开发云以小组协作的形式，在平台上

创建相关的项目进行课题的实践。课程还邀请了企业

人员和交叉领域专家参与到学生项目实践过程中，运

用云服务平台跨地域协同创新的优势，连通设计学

生、专业教师、企业人员、行业专家等多种角色之间

的协同关系，形成基于云服务平台的设计教育产学研

协同创新空间。 

在课上，教师实时将课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整

合教学知识形成系统化的课程教学资源体系。运用社

会化知识分享机制，不仅学生可以随时复习巩固课程

所学，甚至企业人员和外部社会人员也能加入参与式

协同学习，实现教学资源在多方互动与交流中不断完

善和改进。在课后，学生设计小组利用平台集成式设

计研发体系，将设计概念进行集成化的实践创新。教

师和企业通过云服务平台的协作式项目管理对学生

课题的执行情况进行在线跟踪，在每个工作项的讨论

区开展实时的交流讨论、经验分享，及时解答学生在

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促使学生课程实践的产出既

满足教学目标又适应市场转化的需要。 

课程结束之后，学生可以通过项目的共享，互相

之间进行学习和交流。在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中生成的

教学资源可以在之后的设计教学中进行复用[15]。专家

和企业对学生的课程项目课题设计进行市场评估，提

炼市场价值高、转化成本低、应用能力强的方案，利

用华为软件开发结合企业的开发团队进行后期产品

或服务的成果转化，达成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

新。以阶段性课程为周期，收集不同角色在使用云服

务平台过程中的需求，以可视化的形式提交给华为产

品开发部门，支撑华为软件开发云产品本身的周期迭

代，不断完善云服务平台的组织架构，从而完成可持

续的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通过分析参与此次设计教育课程实践的学生、教

师、企业和专家的总体评价与意见反馈，得出基于云

服务平台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设计课程教学模式，能

有效的提升课程教学的协同效率、设计教师的教学水

平、设计专业学生的社会核心竞争力、设计研究的创

新实践和企业生产的市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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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中国制造 2050 国家战略平台和制造业大发展的

新时期，设计学科的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面向设计教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云服务平台为设计

教育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通过

探索基于云服务平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式，让设计

学科教育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有效的模式紧密地与

产业、院校、政府、科研等多方力量形成协同创新的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加速推进中国设计教育和产

业在新时代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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