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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整装项目在高职室内设计教学策略探究
倪　冰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使学生在掌握必需的文

化知识的同时，具有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高职学校应顺应改革要求，结合劳动力市场变化，围绕就业需求进行课

程设置与教学模式创新。随着“全屋整体装修”热潮的到来，高职室内设计教学内容与手段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因此，本文结合笔者实践，

基于整装项目探究高职室内设计教学策略的改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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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全屋整体装修”在家居市场悄然兴起，逐渐发

展成为家居装修的转型核心。这种装修模式更为考验企业综合管

理能力与整体实力，对相关企业技术团队建设提出了较高要求，

同时也使企业获取到更大的利润。市场与企业的转型，要求高职

室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加快教学模式创新，基于整装项目对室内

设计教学策略进行变革。

一、全屋整体装修的概念

目前的全屋整体装修概念还未明确，结合业界主流观点可将

其总结为独立、统一、升级、个性四个关键点。独立，即室内的

每一套家具都是单独定制、独立制作，它们作为全屋定制的一个

单元与其他设计要素相互结合，可从细微处彰显依据个人品味进

行室内设计的独特魅力。统一，即整个房间里的各个要素要体现

同一个主题，它们之间保持功能与风格上的协调。升级，即内饰

装修的选材和制作要合乎环保理念，满足使用主体对健康和环保

的追求。个性是全屋定制的核心部分，要求设计工作的开展尊重

消费者的主体地位，使全屋整体装修效果更为符合消费者个人生

活品味与风格。

二、全屋整体装修发展趋势

（一）六路大军聚焦全屋整体装修市场

家居市场消费环境推动了设计潮流的变化，全屋整体装修开

始成为主流趋势，家电企业、定制家具与活动家具、建材与装饰、

互联网电商平台、大型家居销售卖场、房地产开发商等六路大军

聚焦于这一巨大市场，相关企业不断跨界融合，促进了新型家居

产业链的形成。全屋整体装修实现了装修材料集成化，要求室内

装修设计在模块化、装饰化生产制造的基础上，统一设计家电、

灶具、窗帘、家具、吊顶、护墙、橱柜、衣柜、楼梯、木门、地板，

从而促使各个要素的组合完美体现设计魅力，为消费者提供全屋

家居解决方案。

（二）全屋整体装修家居领域的跨界创新

全屋整体装修市场的火爆与资本的青睐，促使大家居领域的

上游家纺布艺、陶瓷、建材供应商加速入场、重新布局，比如陶

瓷地板的上市公司蒙娜丽莎开始跨界入场家居行业，梦天木门推

出全屋家居。上游企业的跨界发展与重新布局，致力于生活美学

空间的打造，通过产品创新与延伸，丰富自身价值内涵。余静赣

先生曾经创造中国家装市场辉煌业绩，希望美学与艺术进入千家

万户，在看到全屋整体装修的巨大发展潜力之后，开始转型艺术

陶瓷创作与室内环境空间相结合的新领域，为室内设计提供了一

种新选择。著名家纺品牌富安娜开始跨界整体家具产品的设计与

开发，其所创建的“富安娜美家”继承富安娜在家纺布艺面料设

计的基因，在深圳国际家具市场一亮相就吸引了市场青睐。

三、全屋整装融入教学的方法途径

（一）构建适合市场需求的课程体系

1. 核心课程

预算、装饰工程材料、公共空间设计、居住空间设计构成了

传统室内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随着全屋整装市场的火爆，以及

相关企业的重新布局和跨界创新，传统的室内设计专业课程设置

不再使用于专业人才培养，教师需要考虑将人体工程学、加强熟

悉人的生活习惯、个性喜好、收纳整合功能融入核心课程中。

2. 表现课程

材料学及施工工艺、施工图及效果图计算机辅助设计。对全

屋整装市场及其发展趋势进行调研发现，传统室内设计专业课程

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高职生职业生涯发展要求，学生除了要掌握专

业基础知识与艺术设计的功底外，还要掌握“快速设计和出图”

的能力与减少误差能力，而且技术表现软件居多，学生还需要拓

宽表现能力和灯光的掌控。因此，教师应基于整装项目在室内设

计课程中融入定制家具融入室内空间设计的相关内容。

3. 营销课程

加强沟通、结合实际撑握营销技巧能有效的促进就业能力。

4. 职业素养

精益求精、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的职业素养应该贯穿整个课

程体系。基于整装项目创新室内设计教学策略时，唯有把握准市

场对人才需求的定位，适时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室内设计

才能跟上市场脚步。

5. 构建多维的情景教学、实践教学体系

基于整装项目在高职室内设计教学要尊重课程本身的特点，

课堂构建中将理论和实践教学相结合。通常来说，高职院校会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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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校企合作，然后与室内设计公司签订人才培养单位。这对于当

前的整装行业发展而言是不够的，高职院校要拓宽合作范围，将

五金配件、灯具、家电、全屋家具、软装配饰、施工等产业链下

游的企业纳入校企合作对象，并特别加强与全屋家具企业的合作，

为学生掌握整装设计能力打好基础。全屋家具在“全屋整装”占

据重要地位，且对整个装修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近年来，“80

后”“90 后”乃至“00 后”逐渐成为装修行业的消费主力，他们

更加注重个人个性的体现，以及环保、智能、品牌，室内设计专

业人才培养要想“抓住消费者的胃”，就要为市场把准脉，结合

市场发展需求搭建全面的校企合作平台。教师可结合课程进度与

市场发展趋势，将实训课程巧妙地融入人才培养，从产业链的企

业中获取教学资源，然后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转化成实践成果，

以帮助其有效提升就业环境适应能力。

（二）加强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

提升教师实践能力，是专职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室内设计

专业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教师实践教学水平对人才培养质量

的影响更为显著，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水平的提升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此，双师型教师培养将推动高职室内设计教学质量提升，促进

学生整装设计能力培养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基于整装项目的

室内设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可以从三方面进行。首先，教师可

以以带队教师的身份参与学生实践学习，在指导学生顶岗实习的

过程中强化自身的实践水平。其次，教师可利用寒暑假，到企业

进行短期实践，以加强对室内设计行业了解、提升个人实践水平。

再次，高职院校可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学者、优秀一线工作人员到

校担任兼职教师，以达到调整教师结构，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的

目的。在完善兼职队伍的建设的过程中，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校

企合作的平台，加强对兼职教师能力优势的了解，引导其在室内

设计课程教学中有效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与实践能

（三）强化在校教育与市场对接

1. 从岗位需求上

从岗位需求上来说，室内设计行业的不同发展时期对从业人

员的能力需求有所不同，高职室内设计专业教学应对接行业发展，

根据行业需求与学生的能力所长因才施教。随着室内设计企业的

转型，原有高职人才培养模式逐渐与行业需求产生偏差，相关人

才培养标准也逐步与当前企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产生差距。比如，

部分高职室内设计人才培养标准与企业产品研发设计岗位任职要

求脱节，与产品的销售岗位的工作内容脱节，导致学生毕业之后

难以在产品研发设计岗位与产品销售岗位发挥专业优势。笔者发

现，很多高职生走上家装顾问岗位之后，很少能够坚持下来，究

其原因在于基于整装项目的教学内容有所缺失，学生对相关产品

的理解层次较低、缺乏营销能力。高职室内设计教师需要重视并

强化在校教育与市场的对接，基于整装项目对教学内容进行完善，

结合当前的全屋整体装修发展趋势加强实践教学，帮助学生适应

当前就业环境所必须的理解能力、营销能力、设计能力，促使他

们能够深层次理解产品设计的同时，具备快速设计与出图能力。

教师要正视现有市场岗位能力与培养的岗位能力存在差异，从实

际岗位需求出发为学生解决顶岗实习与就业的困难，促进学生岗

位胜任能力的快速发展。

2. 从职业门槛上分析

从学生学习室内设计，到他们进入室内设计行业就业，成为

一名真正的从业人员大约需要 1-5 年时间。这是因为学生在就读

期间完全接触设计的机会较少，他们需要真正进入家装行业，从

事家装顾问、绘图员、设计助理等岗位工作之后，才能够对室内

设计形成较为深入、完整的认知。事实上，设计助理的岗位极少，

学生在从业过程中积累实践经验十分困难。整装的趋势下，教师

将市场的变化体现到教学内容构建中，基于整装项目创新教学模

式对学生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家居品牌、家居定制纷纷转

向整装，教师可将一些整体整合业务作为实践项目引入课堂，并

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岗位前培训考试，帮助其在走出校门之前获得

设计师证以及相应的实践能力。与此同时，教师还可加大整装软

件培训，使学生掌握速度出图能力，帮助学生提升就业竞争优势，

从而有效解决学生就业和上岗问题。

3. 从专业拓展方面

全屋整体装修潮流下，学生不再单纯地学习设计知识，而是

需要通过学习掌握对现代化材料、技术的系统化应用能力，以及

促使室内设计适应时下生活习惯的技巧。基于整装项目的室内设

计课程教学，要立足于学生专业素养的全面提升，加强全屋软件

应用训练，促进学生能力发展与市场需求对接，帮助其争取到更

好的就业的机会。在传统的教学体系中融入行业新内容，提高教

学质量、发展学生市场适应能力，是当前室内设计教学改革的重

要任务，也是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必要途径。

四、结语

基于全屋整体装修的室内设计是一个“化零为整”的过程，

着眼于室内设计的整体效果，可为用户提供软装、硬装设计生产

与安装为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因此，基于全屋整体装修的室内

设计专业课程教学中应穿插有大量的实际操作活动和实践项目，

力图与专业市场需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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