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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高校内群体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开展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工作室教学模式的群体创新

设计研究。方法 通过分析工作室群体创新设计的 3 个典型案例，归纳出群体创新主要因素：团队构建、

环境创建、工具应用。在此基础上围绕工作室模式提出相应的群体创新设计策略。通过画框体验优化设

计项目，将设计策略应用于 3 个工作室团队中，形成 3 种跨学科、跨背景的群体创新模式（多元团队模

式、开放环境模式、线上协同模式）。通过与传统工作室模式的实验对比，探索并验证设计策略对工作

室群体创新设计能力的影响。结论 所提出的 3 个设计策略，即组建多元化的共创赋能工作室团队、构

建社交化的动态开放工作室环境、应用在线化的协同共享工作室创新工具对工作室群体创新能力皆产生

了积极影响，为建设新文科背景下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设计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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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Innovation Design in Studio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MAO Jia-qi, LI Rui, LIU Chen-guang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in studio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lack of group innovation abi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By analyzing three typical cases of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in studio, the main factors of group innovation were 

summarized: team building, environment creation and tool application. On this basis, the corresponding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strategy was proposed centering on the studio mode. Through the optimized design project of frame experience, the 

design strategy was applied to three studio teams, forming thre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background group innovation 

modes (diversified team mode, open environment mode and online collaborative mode). By the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ree modes and the traditional studio mode, the influence of design strategy on the innovation design ability 

of studio group was explored and verified. The three design strategies proposed include building a diversified studio team 

of co-creation and empowerment, creating a social dynamic open studio environment and applying online collaborative 

sharing studio innovation tool, all of which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tudio group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research on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in studio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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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教育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地更新培养

理念，全面推进新文科教育战略并加大力度培养具有

创新实践能力的文科人才，是教育部面向未来发展提

出的新要求[1]。设计学科作为文科领域中的主要建设

方向，其重要性逐渐得到提升，日益增加的复杂问题

促进了设计专业与其他专业之间的跨学科交流与合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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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此背景下，群体创新作为一种激发设计创造活

力的方法，越来越引起各行各业的广泛关注。然而，

目前群体创新的研究多从企业或社会的角度挖掘适

用性方法，缺少了针对高校群体创新的研究。工作室

模式是高校培养学生群体创新能力的综合性实践方

式之一，但高校内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设计主要从

教学视角展开研究，缺乏对群体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方

面的深层关注。因此，探索适用于高校工作室模式的

群体创新设计综合策略，对新文科背景下培养具备综

合能力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文科概述 

全球新科技、新经济带来的变革使人类社会开始

走向多元化创新的发展路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GII）》2013-2017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创新能力

与创新领先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创意产品服

务、创新关联的平均值分别落后世界 GII 排名 13 和

39，高等教育落后态势更明显，落后平均排名 86 位[2]。

当社会的发展趋于多元化，大数据、虚拟/增强现实、

云计算等技术引发了教育界人文学科领域的思考也

随之带来了挑战，如何突破各学科领域之间的边界实

现融合发展，并产出更高质量的创新产品成为了教育

界近年来关注的重点[3]。同时，产业的变革迫切需要

高校培养出大量综合型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未来社

会全方位的建设。因此，2019 年教育部联合 13 个部

门推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全面推进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及新文科的建设，新文科顺应时代发

展的需求应运而生。 

面对崭新的数字智慧世界，人文学科必须引入更

多新兴领域。新文科不是对传统文科的颠覆，而是基

于传统文科的知识体系，从社会需求出发多维度地拆

解难题，以继承创新和协同共享为主要途径，充分发

挥各学科在团队实践中的优势[4]。因此，新文科建设

的目标第一是培养拥有强烈创新精神的高质量人才，

第二是塑造具有批判性思维且具备多领域文化知识

的创造者。当下多数科学研究过程由不同技能团队开

发，创新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设计学科作为一门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交叉型学科，

综合性的资源集合与拓展为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在新文科的建设背景下，更应发挥可持续的引领

作用。近年来，不少设计学科研究者积极参与到跨学

科人才培养中，尝试将设计学科相关理论、工具、方

法等融入更多跨学科协作的实践过程中，重新构建学

科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综合思维并提升解决复杂问

题的能力，也为其他专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 

2  群体创新与工作室模式 

群体创新早期源自企业，是将不同技能的员工聚

集到团队中，提升员工在复杂组织或环境中工作的适

应性和有效性，其目的是促进组织的创造力同时提高

企业整体生产力[5]。群体创新是一种团队式协作活动

过程，是由多个不同的个体因同一个目标活动而形成

的群体组织，进而通过互补式的资源共享、信息共享、

技能共享等方式有效地发挥群体智慧[6]。群体创新研

究领域的专家 Paul 等[7]在《团队创造力：通过协作创

新》中提出群体创新中的 4 个共同主题：群体多样性

和创造潜力、创造潜力的障碍、群体氛围和群体环境。

近年来，群体创新相关的研究主要关注用户群体行

为[8]、思维机制[9]和创业实践[10]等方面，研究内容相

对集中于对创新工作形式及在文化语境下群体创新

机制的探索，而在设计领域以“群体创新”为目标的

研究内容更加不足。设计的本质在于创新，设计创新

是对原有的设计过程及结果进行有价值的更新创造，

在当下更需要通过群体创新的形式激发创造活力。工

作室模式是一种以工作室环境为群体创新实践平台

载体，以师生为活动主体，将理论和实践融于一体的

体验式创新教学形式[11]，能够突破旧有的教学环境，

从分享、互动、体验中激发学生们的创造力。 

目前，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设计研究主要在激
发形式、教学形式、协作技术等方面开展。例如，在
创新激发形式方面，汪晓春等人通过 3 次设计工作坊
实验总结出以 Design Thinking 为核心的实施流程，
并得出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恰当的设计工具能够提高
工作坊协同效率[12]。在创新教学形式上，刘文庆等构
建了“一体三维”的工作室课题制教学模式，让学生
的设计成果与企业生产相连接赢得社会效益[13]。在技
术开发实验方面，刘肖健等人开发了一款协作设计平
台，并利用复杂网络对多个协作关键要素进行分析，
探索出开放式的协作创新平台能够提高群体设计效
率[14]。虽然群体创新设计研究已从上述层面有了初步
的探索，但在新文科的建设背景下，针对高校工作室
模式而言，仍然缺乏群体创新设计系统和影响因素的
针对性研究。由于从企业维度探讨的群体创新策略缺
少对学生群体协作的适应性，且多数策略未在校园工
作室模式中得到充分验证。所以，如何突破工作室模
式下群体创新协作的壁垒、充分发挥各专业优势、实
现知识增值同时拓展参与者的多维思考能力，群体创
新设计研究仍然具有可深入的价值。 

3  工作室模式下群体创新设计案例分析 

群体创新设计的理念和方法为教学研究带来了

新的思路，也从不同视角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多种途

径。近年来，国外已有部分学校或教育组织尝试应用

不同工作室模式探索并实现成果创新，由此为我国高

校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设计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

本文将通过 3 个相关典型案例，探索工作室模式的群

体创新设计关键要素，并寻找其对创新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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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拓展工作室边界：协作未来”设计项目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可持续性的社会挑战，寻找解决问

题的创新方法。自 2014 年开始，欧洲各大院校的设

计专业硕士课程开始打造基于外部公共场景下的专

业设计工作室体验课程，以协作学习为教学中心，探

索群体创新的可能性。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围绕 2030

年格拉斯哥市民数据体验未来场景设计，构建了一个

由多元化角色组成的工作室项目团队，为项目研究带

来了更加多样化的创新视角。成员结构主要分为两

类：一类是行业合作伙伴群体，其中包括社区管理员、

业务经理、医疗专家及城市规划师；另一类是高校研

究团队，包含了 4 名不同专业的学生和 2 名教师，见

图 1。项目前期通过破冰会议等方式，能够让不同参

与者进行观点、价值观方面的交流，从而减少隔阂构

建“群体认知”；一次次的集体设想不断融合想法上

的差异，逐渐形成了“群体认同”；共同制作成品时

产生的不同解决问题方式为激发“群体创新潜力”提

供了内在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合作者们不仅

为学生带来了资源优势，也让学生群体从不同的社会

视角思考问题。这种群体构成的差异提高了协作的创

造力，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又进一步激发了群体协作创新

的能力，使教研群体突破了学科知识的边界，见图 2。 

 

 
 

图 1 “拓展工作室边界：协作未来”项目团队构成与设计阶段 
Fig.1 Team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stage of "Expanding Studio Boundaries: Collaboration for Future" project 

 

 
 

图 2 “拓展工作室边界：协作未来”项目群体创新设计过程 
Fig.2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process of "Expanding Studio Boundaries: Collaboration for Future" project 

 
3.2 “相遇：身体与空间”设计项目分析 

“相遇：身体与空间”是土耳其巴斯肯特大学建

筑系开设的一门体验式工作室设计课程，该项目让学

生们通过自身身体的运动及与他人的肢体互动协作

来重新定义和塑造建筑空间，从体验中激发创新的潜

力，从而创造有趣的空间结构设计。项目的参与者包

括建筑设计专业学生，也有非设计学科的工程专业学

生。首先，通过读物辅助探讨的方式，初步建立起了

参与者们对项目内容的认知及对其他合作者的关系；

其次，将学生们带到开放式环境的舞蹈教室中，以研

讨会的形式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最后，将学生 

每两人（自由组合）分为一组，邀请了一位艺术表演

专家，指导并参与学生“接触即兴创作”中，引导学

生们通过和他人的行为接触，集体探索出具有创造力

的空间结构，见图 3。在开放式的协作环境中，参与

者通过肢体、行为之间的互动组建出了一个具有社交

氛围的动态协作场景，轻松愉悦的环境氛围能够为参

与者之间建立友好、默契的关系提供途径。同时，非

正式的交流方式，有助于非设计专业的学生们从新的

视角发现身体艺术的美学和协同设计的灵活性。当群体

间的行为朝着灵活化的方向发展时，对整个创新组织的

形成和氛围营造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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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相遇：身体与空间”项目群体创新设计过程 

Fig.3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process of "Meeting: Body and Space" project  
 

3.3 “Covid-19 流行后的工作室”设计项目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政治、环境等都产生了重

大影响，教育界也不例外，严峻的形势迫使各学科教

育方式快速地发生转变以适应形势。土耳其奥济金大

学以 Covid-19 影响下的远程设计工作室项目，探索

虚拟工作室体验下的跨学科协同设计问题和创新潜

力，与以往工作室模式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项目各阶段

中加入了多样化的数字工具，见图 4。在此过程中，

参与课程的不同专业学生通过 ZOOM、MIRO 等在线

协同办公工具进行实时交流，以屏幕共享的方式数字

化地展示项目方案和设计想法，同时外部评审团也加 
 

入到协同软件的应用平台中进行在线点评，学生在学

校 LMS 学习管理系统中上传设计方案，从而创建出

以共享链接的创意集合渠道。此案例中，在线数字化

的协同工具让工作室的参与者能够更加快速地理解

并反馈问题，同时更有效的节省沟通时间，能够让学

生、教师及评审者把精力集中在沟通和创新设计中，

见图 5。因此，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模式的工作室群

体创新设计，都需要计算机辅助工具的更新利用，同

时，构建一个系统整合的创意资源集合库，应基于群

体共同熟悉且认可的共享渠道，让每个参与者都能无

门槛加入其中分享内容，以增强群体之间的黏合度提

升群体创新力。 

 
 

图 4 “Covid-19 流行后的工作室”项目群体创新设计阶段与使用工具 
Fig.4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stage and use of tools of "Studio after COVID-19" project  

 

  
 

图 5 “Covid-19 流行后的工作室”项目群体创新设计过程 
Fig.5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process of "Studio after COVID-19"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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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文科背景下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设

计策略 

依据上述 3 个具有群体创新设计特色的高校工

作室模式典型案例的分析，笔者从创新主体、创新空

间和创新手段三个方面，总结出与之相关的工作室群

体创新设计三个要素，即团队、环境和工具的各要素及

其关系，见图 6。结合我国近年来教育建设的新要求，

提出新文科背景下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设计策略。 
 

 
 

图 6  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设计三个要素及其关系 
Fig.6 Three elements of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in studio 

mode and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lements 
 

4.1  组建多元化的共创赋能工作室创新团队 

1）多样化的创新视角和潜力。无论在任何背景

下，协同创新设计都强调以“人”为中心[15]，在新文

科建设背景下，高校工作室的群体创新团队边界愈发

广泛。结合上文案例发现，在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

设计中团队主要分为了三类人群：一是来自不同学科

的学生，他们是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创意者，拥有较

强的行动属性；二是教师群体，他们在团队中占比较

小，通常作为工作室模式或教学制定者，同时也具备

引导者属性；三是社会合作者群体，身上有着强烈的

社会属性，具备着人力、物力相互关联的社会资源。

因此，以上三类人群便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创新团

队。尤其是当社会问题和挑战愈加严重的情况下，多

样化实践背景的社会合作者和跨学科师生组成的工

作室团队，能够带来更多资源的支持并转化赋能于最

终的设计成果中，同时，全面的思考视角能够激发团

队的协作潜力，为工作室下的群体创新带来更有价值

的探索方向。 

2）建立共情式的沟通途径提升共创成效。跨学

科、跨年龄或跨背景的参与者在陌生关系下难以有效

理解相互传达的观点，所以寻找一种渐进共情式沟通

方式必不可少[16]。例如，在 3.1 和 3.2 案例中，均在

项目开始前利用破冰讨论、读物辅助探讨的方式，搭

建团队成员之间的共创关系。因此，团队开始实践前

需要设置不同共情沟通途径，在群体认知基础上建立

起每个人对不同成员的个人画像，映射出他人的行为

习惯、解决问题的方式等，而后在过程中形成沟通协

作的默契，建立不同背景学生、教师、社会合作者之

间信任、包容的互融关系，进而以情感共创的方式提

升工作室群体创新的有效性。 

4.2  构建社交化的动态开放工作室创新环境 

1）突破固定式的教学办公环境，塑造开放的活

力氛围。工作室空间的互动性、邻近性与灵活性，是

促进跨学科跨领域师生之间形成良好协作关系的基

础。传统的工作室模式常选择教室或固定式的办公环

境，对未建立熟悉关系的团队而言，较难形成一个和

谐的创新氛围。在开放式空间内进行除了工作以外的

活动，如吃早餐、休息、喝咖啡等，无意间的对话或

行为将促进新的协作关系建立，此外物品的布局位置

（如饮水机、电梯、楼梯和洗手间）对创建良好的协

作环境有着较大的影响[17]。给予工作室参与者自主探

索灵活、趣味或非常规的空间环境，能够帮助加速群

体活力氛围的形成，增加群体创新的投入感。 

2）引导群体之间进行无压力的社交互动。为了

拓展群体创新设计的能力，首先需要克服个人主义导

向的工作室文化，让跨学科群体之间形成社交式的协

作圈子。在案例 3.2 中，跨学科学生群体被带入开放

性的舞蹈教室中，通过接触和游戏化的互动提升了参

与者的体验热情，使艺术专业与工程专业学生能够自

然地融为一体，并携手并进激发创新活力。因此，在

新文科建设强调打造综合性教育模式的需求下，更应

搭建出强互动式的工作室创新环境，通过在协作过程

中设置具有新鲜感、趣味性、娱乐化的社交活动，提

升群体创新思维和行为的活跃度。 

4.3  应用在线化的协同共享工作室创新工具 

1）使用可实时参与的在线协同软件。工作室团

队通常由不同学科背景的群体组成，各个专业都有与

众不同的专业知识体系，因此所使用的技术工具皆有

着较高的应用门槛。创新设计是一项需要通过工具来

表达想法和输出成果的实践活动[18]，如何在有限的项

目时间范围内快速表达并输出思考观点尤为重要。例

如，在“Covid-19 流行后的工作室”项目中，成员们

使用多个在线协作会议软件和共享文档等数字化工

具，进行了远程的实时讨论、编辑与评审，加快了创

新设计的效率。过去，在线下工作室模式的探讨过程

中，往往只能依次听取单个发言人的想法，且难以快

速地将修改内容同步于设计稿中。借助互联网设备、

在线协同工具，能够快速、同时得到多人的反馈，从

而对可行性的创新点进行深入思考。 

2）搭建可重复利用的共享创意资源库。创新需

要通过不断地循环往复、更新迭代逐渐探索出最佳的

方案。因此，在工作室群体创新设计中，不同专业或

背景的参与者创意想法更是层出不穷，保留旧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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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能够有效地帮助团队思考出新的创新想法。所以，

首先需要将实践过程中的照片、视频、会议记录和草

图等创意资源进行集合收藏；其次，上传至共享网络

平台或文件夹中储存备份；最后，通过定期的交流会

议充分利用集体创意资源库来帮助后续创新的发展。

另外，在搭建创意资源库的同时，还需要考虑资源命

名上理解的通用性，减少难以理解的专业名词，只有

当团队每个参与者都认识到其他学科创意成果带来

的价值，才会在实践活动中，有意识、有目的地自发

应用不同学科的创意资源，从而帮助工作室模式的群

体创新设计长远发展。 

5  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设计实践探究 

5.1  实验框架与过程 

为了研究以上策略对设计活动的影响和实践效

果，探索适合新文科发展需求的工作室群体创新方

法。本研究从观展实际体验问题出发，将展览画框作

为设计改良载体，组建了为期 4 周的工作室群体创新

设计实验，见图 7。实验邀请了 11 名设计专业学生、

11 名物联网工程专业学生、7 名教师及 1 名策展负 
 

责人。以创新团队、创新环境和创新工具为自变量，

进行 4 组对比实验：A 组基于传统工作室模式实践，

B1 组采用策略 4.1 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工作室团队，

并在开始前设置共情式沟通环节，给每个参与者发放

团队成员的性格属性卡片进行破冰交流、B2 组采用

策略 4.2 寻找开放式的工作室互动环境如校内书吧，

并在协作过程中设置创意关键词接龙的互动游戏、B3

组则采用策略 4.3 应用在线协同工具 Figma 并在云端

网络存储盘上搭建可共享式创意资源库，见表 1。 

 

 
 

图 7  实验流程框架 
Fig.7 Experimental flow framework 

表 1  群体创新设计工作室实验分组设计 
Tab.1 Experimental group design of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studio 

团队分组 
创新要素 

A B1 B2 B3 

团队配置 

3 名设计学生 

3 名物联网学生 

2 名专业教师 

2 名设计学生 

2 名物联网学生 

1 名专业教师 

1 名策展负责人 

3 名设计学生 

3 名物联网学生 

2 名专业教师 

3 名设计学生 

3 名物联网学生 

2 名专业教师 

环境设置 教学环境（教室） 教学环境（教室） 开放环境（校内书吧） 教学环境（教室） 

使用工具 
传统纸笔、白板等 

无建立共享资源库 

传统纸笔、白板等 

无建立共享资源库 

传统纸笔、白板等 

无建立共享资源库 

在线会议、在线编辑文档 

建立共享资源库 

 
实验具体流程依据“双钻模型”分为探索问题、

定义机会、开发原型和交付成果 4 个阶段，见图 8。

产品创新评估分别从三个维度进行评定，一是针对阶

段一和阶段二进行创新设计提案的数量统计；二是记

录第三、第四阶段各组制作原型的时间效率；三是邀请

5 位专家用户基于 Ughanwa 提出的 4 个创新评估指标

（功能组合、外观美学、安全性、经济性）进行 1-10

分评定[19]。据此综合性的创新评估数据，对比设计过程

和结果，观察群体创新策略在实践中的作用与影响。 

5.2  实验结果与结论 

经过 4 周的连续性工作室设计实验，各组输出了

对传统展览画框的创新设计方案，分别为 A 组是可

语音播报式智能画框，用户可通过手机端的连接，根

据需求选择进行语音收听；B1 组是移动终端控制式

智能画框，工作人员可用手机实现对画框显示的感光 

 
 

图 8  群体创新设计实验过程 
Fig.8 Experimental process of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studio 
 
亮度调整；B2 组是基于蓝牙信息存储器（E2PROM）

的智能画框，将画作相关介绍内容输入其中，通过扫

码便可获取信息；B3 则是软件Ａpp 和画框智能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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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结合，用户移动至画框周围的感应区域时，预先设

计好的手机端 APP 将提示该画作的信息。 

本研究对各小组创新设计成果进行了提案数量、

制作效率及专家综合评估，见表 2。在第一阶段和第

二阶段中，每组团队进行了实地调研与头脑风暴探

讨，将洞察到的问题通过亲和图的方式归类并提出可

行性的创新提案研究。根据表 2 中显示的结果，B1

组的创新提案数量高于另外 3 组的数量（9>6>5>4），

此数据反映出具有多元化背景的参与者所构成的团

队，在创新前期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发现 B1 组的

设计提案是从多个不同维度提出了设计创意点，不

仅局限于用户体验的视角，还从开发者视角、展览

管理者视角等提出设计观点。第三阶段，每组选择

创新提案中的一个方案进行原型设计并交付最终成

果，制作总时长的统计结果显示 B2 组和 B3 组的制

作用时明显更短，协作效率更高。通过观察发现，

B2 组在开放式书吧的环境下，团队协作状态更加轻

松，且在进行的创意接龙互动环节中，即兴式的创

作和观点输出激发了创新活力，减少了成员之间的

距离感，同时也提升了对其他专业术语的理解度。

B3 组在项目过程中搭建起资源库并采用线上线下结

合的形式探讨，在线协同软件工具为修改方案提供了

便利，每个阶段结束前团队将每次的想法、过程和思

路等可视化文件传送至云端网盘的共享文件夹中，进

一步提升了原型设计阶段的制作效率。根据专家评估

结果数据显示，B1、B2、B3 的智能画框设计创新程

度皆优于 A 组，见表 3。因此，总体而言，在工作室

教学过程中，通过组建多元化的工作室团队、打造

开放式的互动环境及采用协同工具并建立共享资源

库的策略，对工作室群体创新设计具有一定的可参

考价值。 
 

表 2  群体创新设计工作室综合评估 
Tab.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studio 

组别 设计提案数量/个 原型制作时长/h 

A 组 4 166 

B1 组 9 173 

B2 组 6 151 

B3 组 5 140 

 

表 3  群体创新设计工作室专家评估 
Tab.3 Expert evaluation of group innovation design studio 

A 组 B1 组 B2 组 B3 组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功能组合 5.8 0.97 6.4 0.48 7.2 0.74 6.4 0.80 

外观美学 5.6 1.35 6.0 0.63 6.0 0.63 6.6 0.48 

安全性 5.4 0.48 6.4 0.80 7.0 0.63 7.4 0.48 

经济性 5.4 0.80 6.2 0.80 7.2 0.74 6.2 0.74 

均值总分 22.2 25 27.4 26.6 

  

6  结语 

在新文科的背景下，群体创新方法具有进一步增

强不同学科人才思维和技术能力的优势。本研究针对

工作室模式的群体创新设计典型案例展开讨论，分析

得到群体创新设计的影响因素与设计策略，然而随着

面向的设计挑战与问题越加复杂，群体创新在实践中

将面临更多挑战。因此，需要不同背景的参与者更加

积极地发挥共创协同的创新能力，通过构建多元化的

团队、创建社交互动的开放环境和应用共享协同的工

具资源，形成群体互融、群体共享、群体创新的实践

模式，提升新文科背景下多学科交叉协作的优势，同

时也为今后相关群体创新设计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

供参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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