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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印刷背景下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教育改革

范丽娟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系 ，辽宁 丹东 118009）

摘 要： 随着数字化印刷技术的发展，中国高等学校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原有的教育模式凸显出了技
术滞后、教师缺乏专业实践及生产经验、学生的实践性教学环境尚不能满足生产性实训要求等问题，必须

采取以下措施，才能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加强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加强专业知识结构的调整；

根据现实变化，优化课程内容；改进教育模式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创建校办实训工厂，增加学生

实践机会；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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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Reform of Print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cialty
i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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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rinting technolog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riginal mode of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cerning print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such as the
backward technology, the teachers, lack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practice and producti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ents failing to satisfy the productive training requirements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s for the society: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adjustmen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to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mode, teaching methods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effect; to create a school-run training works so that the students are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to put their skills
into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the faculty, especially the teaching level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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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化是当今印刷技术发展的基础，数字化技

术已贯穿于整个印刷产业当中，且正在营造一种以

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全新的印刷生产环境，而数

字印前技术则是数字印刷生产的直接推动力。数字

印前技术可将原稿输入、图像处理、文字处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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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设计与制作、排版、分色、加网、打样、输出等

印前工艺过程完全结合在一起，采用数字工作方式，

直接在计算机上进行数据处理，这一技术的采用可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1-2]。

随着数字印刷技术的发展，中国高等学校印刷

图文信息处理专业原有的教育模式凸显出了许多问

题，作为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教育工作者，有必

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1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教育中存

  

20世纪 9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硬件及软件技
术的高速发展，在印刷产业技术发达的国家及地区，

印刷产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印刷工艺已经从模

拟化向全数字化方向转变，传统的印刷工艺方法逐

渐被淘汰，被一种新的印刷工艺方法，即数字印刷

及计算机直接制版所替代，从而使印刷的作业流程

逐步实现了数字化[ 3 ]。特别是在印前领域中，CT P
（computer to plate）与数字印刷已经成为当今印刷工
业的发展方向，印刷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相关的职

业技术教育问题凸显。目前，中国高校印刷图文处

理专业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为理论学习与实际生

产相脱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滞后。中国的印刷产业技术突飞猛进地
发展，给印刷教育带来了一个普遍而根本的问题，那

就是技术滞后。大多数印刷类院校缺少与印刷行业

发展同步的先进教学设备，特别是一些大型印刷设

备以及对前沿印刷技术的应用更为缺乏。由于先进

的印刷类实训设备昂贵而稀少，多数院校无力购买，

从而导致了学校印刷教育和产业发展脱节。

2）教师缺乏专业实践及生产经验。印刷图文处
理专业实践操作性极强，专业普及领域相对比较狭

窄。而许多院校从事印刷理论教学的教师大多直接

从高校分配的毕业生，他们从学校到学校，一般缺

少较好的专业工作背景及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导

致了专业教师在行业管理和实际操作技能方面存在

欠缺，给专业教学工作带来了困难，不利于培养企

业急需的人才。

3）学生的实践性教学环境尚不能满足生产性实
训的要求。印刷图文处理行业有着理论与实践紧密

结合的特点，对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要求较高。而

一些院校的实验实训设施不足，实训基地数量不够，

已经成为了影响高校专业教育与产业生产实际相一

致的瓶颈。高校专业教育与实际生产相脱离，从而

导致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专业视野不开阔，动手

能力较差，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零距离上岗的要求

相距较远，从而严重影响了毕业生就业，也影响了

高校的声誉。

2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教育改革

  

针对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教育中存在的种种

问题，相关高校应采取相应的教育教学改革措施，培

养出社会需要的、合格的专业人才。

2. 1 构建新的专业课程体系

现有的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课程主要围绕传

统制版工艺原理而开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介绍

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重点介绍印刷制

版的相关理论及操作技能（主要针对印前各图文处

理、排版软件、传统制版操作），介绍印刷工艺原理

与操作技能。

随着印前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印刷工艺由模

拟化向全数字化方向的发展，传统印前工艺方法逐

渐分化为数字印刷和计算机直接制版。印前乃至印

刷过程的各个工序之间，分界越来越模糊，这对印

前工艺操作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印前

制作所划分的扫描分色、图文处理、排版、平面设

计、输出打样、拼晒版等人员分工，都随着数字印

刷的发展而逐渐弱化。数字印刷技术在实际生产的

过程中，要求印前制作人员从扫描分色到制版印刷

过程都有比较清晰的理解和认识，甚至对某些印后

加工的环节都必须非常熟悉，否则将无法控制印刷

品的质量[4]。为了适应数字化印刷背景的发展，相关

高校应对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调

整与更新，及时淘汰过时的课程（如电子分色），增

加数字化工作流程、CTP、色彩管理等新课程。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应通

过对印刷企业的现场调研，与企业一线技术人员、本

专业毕业生进行深度访谈，了解本专业岗位工作任

务、工作过程及相关工作内容；分析出与专业相对

应的工作岗位与岗位群，总结出专业典型的工作任

务；整合典型工作任务所形成的综合行动领域，根

据职业成长及认知规律将行动领域转换为学习领域；

根据职业特征将学习领域分解为典型的学习情境；

选取典型的印前图文制作项目并以之为载体设计学

习情境，加大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实施“任务驱

动的职业化三级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初级、中

级、高级能力递增的模式）。为了加强对印刷图文信

在的问题

的措施



第 3期 95范丽娟 数字化印刷背景下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教育改革

息处理专业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及职业技能的

培养，将专业所需要的数字化印刷知识、技能及意

识融合在一起，形成基于“印刷品生产工作过程”的

专业课程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区域行

业、企业的全程参与，这样才能形成与企业设备要

求相吻合的课程体系框架。

2. 2 加强专业知识结构调整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的知识结构由基础知识、

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 3个部分构成。从专业知识
优化的角度看，当前印刷高等教育应着重加强对学

生知识结构的调整，主要学习以下 3类专业知识：第
一类是印刷材料、印刷色彩、印刷制版工艺与设计、

印刷工艺原理等专业知识；第二类是版面设计、设

计表现技巧、构成基础等艺术设计类课程；第三类

是如图文信息处理、电子排版技术、书籍排版技术、

排版综合应用、平面设计、CTP、数字化工作流程、
色彩管理、印刷企业管理等新兴的、亟待加强的课

程知识。

从数字化印刷系统的工作流程而言，数字印刷

一般由印前处理系统与数字印刷机或照排系统组成。

操作人员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或根据客户所提供的

素材，或将用户自带的电子文件等输入计算机，在

计算机上进行图文信息处理，调整图像的色彩效果

和阶调层次等，进行能满足用户要求的设计创意以

及图文修改等专业处理，然后将处理好的图文信息

进行编辑排版，最终制作出能使客户满意的图文信

息。这些数字化的信息经过 RIP（raster image pro-
cessor）栅格化处理后将生成相应的单色像素数字
信号，然后将这些数字信息内容输出到电子数据的

控制中心，这样就可进行分色制版，也可将这些数

字信号传送到印刷机的激光器上进行调制，并发出

相应的单色激光进行扫描印版滚筒，由感光材料制

成的印版滚筒经过感光之后就能吸附油墨或墨粒，

这样就可把印刷图文信息转印到呈印物上，完成整

个印刷过程[5 ]。

由此可见，数字印刷时代对操作技术人员的艺

术鉴赏、计算机制作、印刷操作基础知识和印刷操

作能力要求较高。因此，艺术设计、计算机操作、印

刷理论是专业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知识。

2 . 3 根据现实变化，优化课程内容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的课程内容，应根据印

刷流程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及时进行调整与优化。图

文印刷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该行业的专业知识更

新得非常快，因此，相关专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方

法和手段必须紧跟行业发展的节奏，做到与时俱进。

只有这样，高校培养的毕业生才能符合用人单位的

要求，并得到社会的认可。

例如，数字印刷和计算机直接制版是印前制版

技术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印刷制版工艺与设计课

程的内容中，应介绍数字印刷工作流程的本质、计

算机集成印刷系统构成要素和数字工作流程软件等

专业知识。因为通过学习这些内容，学生可更好地

提高实践操作技能。

2 . 4 改进教育模式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印刷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并进，因此，高校要改

进教育模式，教师要不断改革教学手段，以提高专

业教学的效果。

1）采取“订单式”的培养模式。让企业参与到
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中，学校根据企业的工作岗位

需要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计划及协议，由院系负责

招收学生，与企业共同拟定教学计划，由学校负责

组织教学，并实施教育管理。高校按企业的要求培

养、考核、选拔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从

教育教学内容到教育教学方法都进行有针对性的改

革。这样做的结果，不但避免了办学的盲目性，而

且可推动专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高校和企业共同教育与培养学生，可使企业给

学生提供更多的接触实际生产的机会，可让学生有

机会了解数字化印刷的设备，从而增强学生的实践

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2）以竞赛辅助教学。对于一些专业理论课程的
教学，教师可将课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及容易

混淆的知识设计成知识竞赛题，组织学生举行各种

形式的知识竞赛。通过知识竞赛的形式进行教学辅

助，可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也可帮助学生增强对专

业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3）以实训促进学生“再学习”。学生在接受高等
教育期间，通过实训课程接触企业的先进设备及先

进工艺，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学生在专业

理论的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将会通过实践加以理解、

消化、巩固及吸收；通过实训，学生在生产第一线

工作一段时间，会觉得理论知识有所缺欠，因此会

进行知识的补充和更深层次的理论学习。带着经验

来学理论，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使

学生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

2 . 5 创建校办实训工厂，增加学生实践机会

学校应当创建校办实训工厂（即企业仿真式的

专业实训室），可采取与企业合作或独立创建的形

式。校办实训工厂模仿企业的模式进行，既具备企

业实际生产的能力，又具有学生实训教学的职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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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工厂可提供校内外印刷服务，实行营利性生产的

同时，学生可在课余时间到专业实训工厂参加有偿

的勤工俭学专业实践。这样做，对学生来说，既增

加了专业实践的机会，又达到了勤工助学的目的；对

于教师来说，校办实训工厂的建立和运作，能够提

高教师的专业教学和专业实践水平；对于学校来说，

为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创造了条件，还能实践自

我发展的办学理念。

2 . 6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教师是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教师

的教学科研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质量。不

论是从事理论教学还是从事专业技能教学的教师，

都要把学生的技能训练落到实处。教师应通过各种

途径来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比如，有条件的

院校要及时更新实训设备，使教师在实训室里就能

够接触到国内外先进的印刷设备；条件不足的院校

要经常组织教师参观大型印展，到先进企业参加生

产实践。无论通过哪种形式，老师都应该定期到生

产第一线去，参与生产实习，参加操作培训，以提

高技术水平，丰富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将

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最终提高教学水平。

3 结语

随着数字印刷技术的不断应用，印刷图文信息

处理专业的高等教育亟待改革，以适应行业发展需

求，改变行业内部高端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现状。因

此，对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专业知识结构的调整、

课程内容的更新、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改进、实

训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都是非常必

要的。只有这样，高等学校才能培养出既适应数字

印刷技术时代发展，具有一定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

业理论知识，同时又熟练掌握职业操作技能的高端

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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