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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概论章节 /
c a t a l o g u e

1)     设计的意义

2)     认识设计的方便

3)     设计的变迁

4)     设计的语言

6)     设计欣赏与批评

7)     设计与市场

8)     设计教育

9)     设计师与职场

5)     设计成为可能 10)     设计学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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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设计学的研究

History of design

        “学科”一词自古就有，它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

其基本意义是指一定的科学领域或者一门科学的分支，它是知识的分类，也是学术的分类，是高等教育

中的基本概念之一。学科是以知识为起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

        

       201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计学上升

为一级学科。这是中国学术界对设计学本质认知的一次升华。而《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的表述，则为艺术与科学的统合，还原其设计学的本质属性

铺平了道路。在这之前，设计分属于艺科与工科的社会现实，实质上妨碍了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因为

设计学的科学发展取决于艺术与工学两类学科在同一平台进行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和传承创新的水平。

要在中国实现设计学的科学发展，就必须整合两类学科的有限资源，使艺术与工学在可能的领域从分离

走向统合。此举为构建设计学知识体系和框架奠定了基础，中国设计学科建设和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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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xxxxxx

        设计学的研究是关于设计的理论形态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是关于设计现象、

设计作品以及设计的发生、发展、属性、内涵、目标、价值等的认识和研究活动，其目的在于发现和阐

释人类设计的行为，更好地指导设计实践活动。作为独立的学科，设计学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包

括3个方面，一是设计的基本原理研究，即研究设计的本质、形态、过程、作品、评论、传播、教育等规

律；二是设计的历史；三是与相关学科交叉的研究，主要包括与物理学、材料学、工程学、建筑学、经

济学、管理学、美学、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

设计学的学科范围主要包括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视觉传达设计研究、环境设计研究、产品设计研究、

服装与服饰设计研究、工艺美术研究、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等领域。

第一节 .设计学研究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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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研究的历史

        从从 1 91 9世纪开始，伴随着现代设计的发展，西世纪开始，伴随着现代设计的发展，西
方的设计研究逐步兴盛起来。英国建筑师和设计师方的设计研究逐步兴盛起来。英国建筑师和设计师
欧文欧文 ·· 琼 斯（琼斯（ O w e n  J o n e sO w e n  J o n e s ，， 1 8 0 9 — 1 8 7 41 8 0 9 — 1 8 7 4 ） 于）于
1 8 5 61 8 5 6年出版的《装饰的基本原理》（年出版的《装饰的基本原理》（ T h e  T h e  
G r a m m a r  o f  O r n a m e n tG r a m m a r  o f  O r n a m e n t ）被誉为装饰理论经）被誉为装饰理论经
典著作。琼斯认为设计也应具有时代特征，反对一典著作。琼斯认为设计也应具有时代特征，反对一
味模仿旧有风格，提倡建立在几何学基础之上的装味模仿旧有风格，提倡建立在几何学基础之上的装
饰理论。作为英国杰出的作家、艺术批评家和社会饰理论。作为英国杰出的作家、艺术批评家和社会
主义倡导者，约翰主义倡导者，约翰 ·· 罗 斯金（罗斯金（ J o h n  R u s k i nJ o h n  R u s k i n ，，
1 8 1 9 — 1 9 0 01 8 1 9 — 1 9 0 0 ） 于）于 1 8 4 91 8 4 9年出版了关于建筑和装年出版了关于建筑和装
饰设计原理的《建筑的七盏明灯》（饰设计原理的《建筑的七盏明灯》（ S e v e n  S e v e n  
L a m p s  o f  A r c h i t e c t u r eL a m p s  o f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批判工业革命带），批判工业革命带
来的伤害，推崇中世纪哥特式艺术的精神和道德价来的伤害，推崇中世纪哥特式艺术的精神和道德价
值，企图恢复理想的中世纪状况。克里斯托弗值，企图恢复理想的中世纪状况。克里斯托弗 ·· 德德
雷瑟（雷瑟（ C h r i s t o p h e r  D r e s s e rC h r i s t o p h e r  D r e s s e r ，， 1 8 3 4 — 1 9 01 8 3 4 — 1 9 0
44 ）于）于 1 8 6 21 8 6 2年出版了他的《装饰设计的艺术》年出版了他的《装饰设计的艺术》
（（ T h e  A r t  o f  D e c o r a t i v e  D e s i g nT h e  A r t  o f  D e c o r a t i v e  D e s i g n ）。）。

3.xxxxxxx
维 特 鲁 维 ， T . N . 豪
（ 插 图 作 者 ） ， 陈 平 （ 中 译
者 ） I . D . 罗 兰 （ 英 译 者 ）
《 建 筑 十 书 》 简 体 中 译 本 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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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研究的历史

        
    2 0    2 0 世纪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设计理论著作。世纪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设计理论著作。
1 9 2 31 9 2 3年，法国建筑师勒年，法国建筑师勒 ·· 柯 布西耶（柯布西耶（ L e  L e  
C o r b u s i e rC o r b u s i e r ，， 1 8 8 7 — 1 9 6 51 8 8 7 — 1 9 6 5 ） （见图）（见图 1 0 - 31 0 - 3）出）出
版了《走向建筑》（版了《走向建筑》（ V e r s  u n e  A r c h i t e c t u r eV e r s  u n e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
，此书被认为是自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以来对建，此书被认为是自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以来对建
筑影响最大的著作。包豪斯学院的首任校长瓦尔特筑影响最大的著作。包豪斯学院的首任校长瓦尔特
·· 格 罗皮乌斯（格罗皮乌斯（W a l t e r  G r o p i u sW a l t e r  G r o p i u s ，， 1 8 8 3 — 1 9 61 8 8 3 — 1 9 6
99 ）与拉兹洛）与拉兹洛 ·· 莫 霍利莫霍利 -- 纳吉合编的《包豪斯丛书纳吉合编的《包豪斯丛书
》，包含许多有关设计教育的研究文献，对》，包含许多有关设计教育的研究文献，对 2 02 0世世
纪以来的设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纪以来的设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9 3 21 9 3 2年，年，
诺曼诺曼 ·· 贝 尔贝尔 ·· 格 迪斯（格迪斯（ N o r m a n  B e l  G e d d e sN o r m a n  B e l  G e d d e s ，，
1 8 9 3 — 1 9 5 81 8 9 3 — 1 9 5 8 ））

3.xxxxxxx
贺加斯著《美的分析》
简体中译本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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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研究的历史
        
          著作《地平线》（著作《地平线》（ H o r i z o n sH o r i z o n s ）问世，详细）问世，详细
介绍了美国流线型设计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介绍了美国流线型设计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的设计理论研究表现出跨学科的研究倾向。西方的设计理论研究表现出跨学科的研究倾向。
2 02 0世纪世纪 6 06 0年代，英国的布鲁斯年代，英国的布鲁斯 ·· 阿 彻（阿彻（ B r u c e  B r u c e  
A r c h e rA r c h e r ，， 1 9 2 2 — 2 0 0 51 9 2 2 — 2 0 0 5 ） 发表了《设计师的系）发表了《设计师的系
统方法》（统方法》（ S y s t e m a t i c  M e t h o d  f o r  S y s t e m a t i c  M e t h o d  f o r  
D e s i g n e r s ,  1 9 6 5D e s i g n e r s ,  1 9 6 5 ）和《设计程序的结构》）和《设计程序的结构》
（（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D e s i g n  P r o c e s s e s ,  1 9 6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D e s i g n  P r o c e s s e s ,  1 9 6
88 ）两部著作，将系统论引入了设计领域。同一时）两部著作，将系统论引入了设计领域。同一时
期，赫伯特期，赫伯特 ·· 西 蒙（西蒙（ H e r b e r t  S i m o nH e r b e r t  S i m o n）与阿尔弗）与阿尔弗
雷德雷德 ·· 钱 德勒（钱德勒（ A l f r e d  D .  C h a n d l e r ,  J r .A l f r e d  D .  C h a n d l e r ,  J r . ）合）合
作出版的《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中的管理革命》作出版的《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中的管理革命》
（（ T h e  V i s i b l e  H a n d sT h e  V i s i b l e  H a n d s ：： T h e  M a n a g e r i a l  T h e  M a n a g e r i a l  
R e v o l u t i o n  i n  A m e r i c a n  B u s i n e s s , 1 9 7R e v o l u t i o n  i n  A m e r i c a n  B u s i n e s s , 1 9 7
77 ），则被视为设计管理的扛鼎之作，促进了设计），则被视为设计管理的扛鼎之作，促进了设计
与商业管理研究的发展。与商业管理研究的发展。
  

3.xxxxxxx
勒 · 柯布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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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论与历史研究的范畴

        
        我们通常将设计理论与历史研究划分为设计史、我们通常将设计理论与历史研究划分为设计史、
设计理论与设计批评，它们有着各自的研究对象和设计理论与设计批评，它们有着各自的研究对象和
任务，缺一不可，没有孰轻孰重之分。任务，缺一不可，没有孰轻孰重之分。

（一）设计史研究（一）设计史研究

设计史是对设计自身历史的研究，通过描述有关设设计史是对设计自身历史的研究，通过描述有关设
计的人物、活动、作品、思潮和事件等，探寻设计计的人物、活动、作品、思潮和事件等，探寻设计
的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设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的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设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人类产生之初，可是专门的设计史研究一直到人类产生之初，可是专门的设计史研究一直到 2 02 0
世纪才出现，逐渐从它的母学科（世纪才出现，逐渐从它的母学科（ P a r e n t  P a r e n t  
D i s c i p l i n e sD i s c i p l i n e s ）艺术史和建筑史那里独立出来。）艺术史和建筑史那里独立出来。

3.xxxxxxx
（明）皇成著，杨明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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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论与历史研究的范畴

        
        尼古拉斯尼古拉斯 ·· 佩 夫斯纳（佩夫斯纳（ N i k o l a u s  P e v s n e r  N i k o l a u s  P e v s n e r  
，， 1 9 0 2 — 1 9 8 31 9 0 2 — 1 9 8 3 ） （见图）（见图 1 0 - 61 0 - 6）开创了设计史）开创了设计史
研究的先河。他在研究的先河。他在 1 9 3 61 9 3 6年出版了《现代运动的先年出版了《现代运动的先
锋》（锋》（ T h e  P i o n e e r s  o f  M o d e r n  T h e  P i o n e e r s  o f  M o d e r n  
M o v e m e n tM o v e m e n t ，， L o n d o nL o n d o n ：： F a b e rF a b e r ，， 1 9 3 61 9 3 6），开），开
创了传统设计史研究的先河。该书论述了创了传统设计史研究的先河。该书论述了 1 91 9世纪世纪
末到末到 2 02 0世纪前期西方现代设计运动发展的轨迹，世纪前期西方现代设计运动发展的轨迹，
研究了从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的一系列设计大师的研究了从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的一系列设计大师的
设计活动和作品以及对现代设计的贡献。佩夫斯纳设计活动和作品以及对现代设计的贡献。佩夫斯纳
采用英雄史观和编年体的写作模式，开创了设计史采用英雄史观和编年体的写作模式，开创了设计史
的传统研究和写作的模式。此外，佩夫斯纳将类型的传统研究和写作的模式。此外，佩夫斯纳将类型
研究引进设计史，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使得诸如研究引进设计史，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使得诸如
视觉传达设计史、家具设计史、服装设计史等专门视觉传达设计史、家具设计史、服装设计史等专门
设计史研究纷纷出现。此后，设计史的研究逐步深设计史研究纷纷出现。此后，设计史的研究逐步深
入，设计史也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也逐渐在高等入，设计史也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也逐渐在高等
学校设计专业教育中开设。学校设计专业教育中开设。

3.xxxxxxx
尼 古 拉 斯 · 佩 夫 斯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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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理论研究

    设计理论研究是研究设计现象的本质、特征、属性、目标、价值等的基本知识
与规律，以及设计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它与设计史和设计批评相辅相成。设计
史和设计批评必须有设计理论作指导，反之，设计理论也要有设计史和设计批评的
支撑。设计理论研究由于具体的研究对象、视角和方法等的不同，形成了丰富的研
究领域，主要包括设计原理、设计哲学、设计类型学、设计美学、设计经济学、设
计管理学、设计社会学、设计心理学、设计价值学等。
      
（（ 22 ）设计哲学。它从哲学角度对设计的阐述和解释，其特点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设）设计哲学。它从哲学角度对设计的阐述和解释，其特点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设

计是什么、设计的本质、设计的本体、设计的价值等问题做出总体解释。计是什么、设计的本质、设计的本体、设计的价值等问题做出总体解释。

（（ 33 ）设计类型学。它主要研究设计的分类的标准、设计门类的划分等问题。）设计类型学。它主要研究设计的分类的标准、设计门类的划分等问题。

（（ 44 ）设计美学。它是运用美学中相关理论研究设计美的问题，主要包括设计美的）设计美学。它是运用美学中相关理论研究设计美的问题，主要包括设计美的

内涵、性质、构成，设计美的形式以及设计审美、设计美的观念变迁等。内涵、性质、构成，设计美的形式以及设计审美、设计美的观念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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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理论研究
      
（（ 55 ）设计经济学。它主要研究设计中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规律，包括设计的生）设计经济学。它主要研究设计中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规律，包括设计的生

产、销售、成本、利润等经济问题以及设计产业的发展问题。产、销售、成本、利润等经济问题以及设计产业的发展问题。

（（ 66 ）设计社会学。它主要研究设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属于艺术社会学的一个分）设计社会学。它主要研究设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属于艺术社会学的一个分

支。它的基本特征为对设计与社会作多维研究，从而阐明设计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支。它的基本特征为对设计与社会作多维研究，从而阐明设计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

的关系。的关系。

（（ 77 ）设计心理学。它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设计现象及其规律，着力探讨设计活动）设计心理学。它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设计现象及其规律，着力探讨设计活动

中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心理活动，可以更深入地揭示人类设计活动的内在规律，中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心理活动，可以更深入地揭示人类设计活动的内在规律，

揭示人类作为设计创作主体与鉴赏主体的心理奥秘。揭示人类作为设计创作主体与鉴赏主体的心理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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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理论研究
      

（（ 88 ）设计价值学。设计价值主要研究设计对于人类的有用性，是一种效用关系，）设计价值学。设计价值主要研究设计对于人类的有用性，是一种效用关系，

包括设计价值的本质、类型、设计价值观等。包括设计价值的本质、类型、设计价值观等。

（（ 99 ）设计管理学。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分的配合和多种资源，因此）设计管理学。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分的配合和多种资源，因此

需运用一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设计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设计管理的原则、需运用一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设计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设计管理的原则、

设计管理的方法、设计管理的意义、设计管理者、设计管理对象、设计管理手段、设计管理的方法、设计管理的意义、设计管理者、设计管理对象、设计管理手段、

设计目标管理、设计过程管理、设计评价管理等。设计目标管理、设计过程管理、设计评价管理等。

（（ 1 01 0）设计符号学。它是在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出现的，即运用符号理论对设计进）设计符号学。它是在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出现的，即运用符号理论对设计进

行研究。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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