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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了更好地把握设计思维相关研究的全局特征，掌握当前设计思维研究进展，对相关文献

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探究我国未来设计思维的发展趋势。方法 运用 CiteSpace 及

VOSviewer 软件，结合定性的文献研究法，对 CNKI 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参考文献进行科学图

谱绘制，从研究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梳理国内外设计思维的研究脉络。结论 国内外

设计思维相关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国内研究以空间设计、服务与产品设计、艺术教育、其他设计以及

思维方式为热点，近年来开辟了乡村振兴、创客教育、STEM 教育等研究领域。国外研究热点聚焦于设

计管理、创造力、计算机思维、教育以及可持续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国外设计思维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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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grasp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 thinking related research and master the current 

design thinking research progress,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uture design thinking in China by 

conducting visual map analysis 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in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scientific graph of the literature 

in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was mapped by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software combined with qualitative li-

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Then, the visu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research breadth and depth, 

and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design thinking in China and abroad was sorted out. The number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

erature on design thinking is on the rise. Chinese research focuses on space design, service and product design, art educa-

tion, other designs, and ways of thinking.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maker education, and 

STEM education have been opened up. Foreign research hotspots focus on design management, creativity, computer 

thinking,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a new field of foreign design 

think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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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文明发展的

不竭动力，设计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在创新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设计思维是设计过程中所产生的思

维方式，20 世纪末设计师就开始利用设计思维来区

分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并运用客观和结构化的方法

来支持创作过程[1]。到了 21 世纪，设计思维被赋予

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人们开始结合这种创新方式，有

效解决各类设计、教育、商业等问题，并且进一步提

升了社会创新的可能性[2]。除此之外，设计思维还被

用于解决社会中的复杂性问题，如颠覆性技术、人口

老龄化、经济稳定、环境保护等[3]。在发展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开始关注设计思维，并不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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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索和分析。21 世纪以来，设计思维领域涌现出

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已有学者对相关成果进行了梳理

分析。尹碧菊等[4]和李彦等[5]对设计思维的内涵、实

施过程和工具等方面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

靳璨[6]在 2020 年采用词频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

WOS 数据库 2001—2020 年 539 篇设计思维的研究成

果进行了综述分析。这些研究都为设计思维发展作出

了贡献，但仍存在局限之处。从内容上看，现有研究

鲜有对国内外设计思维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存在的差

异进行全面分析。就方法而言，现有研究以主观内容

的解读为主，运用科学计量工具的客观分析不够全面。 

因此，全面把握、对比、剖析国内外设计思维的

研究热点及趋势，对促进国内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创新

意义重大。同时，为了方便统计和现实，本研究利用

可视化图谱工具，对 1987—2021 年国内外设计思维

的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比较分析。以此展示国内外设

计思维研究进展与发展规律。最后，文章在对比分析

的基础上，探讨我国设计思维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

为国内研究提供思路与方向。 

1  设计思维的演变过程 

1969 年，赫布·西蒙撰写的《人工科学》是最早

有关设计思维的文献，书中首次确立了设计思维的内

涵，他提出设计思维是一种教工程师如何像设计师一

样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方式。自此，设计思维开始演

变为科学和设计工程领域的一种思维方式。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人为本的设计兴起，设计思维受到越

来越多的组织关注。2008 年，IDEO 的首席执行官

Brown[7] 在 发表 于 《 哈 佛 商 业 评 论 》 中 的 《 Design 

thinking》一文中，将设计思维看作一种以解决问题为

核心导向的思维路径，文中将设计思维视为一种具有

创造性、迭代性以及实用性的创新方法，文中指出设

计思维在未来还可以被应用于社会创新领域来解决社

会问题。2016 年，Roberts 等[8]展示了如何通过设计思

维帮助设计者更快地解决复杂和持久问题的方法，从

此之后设计思维被广泛运用于解决社会复杂问题中。 

目前学术界对设计思维的定义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即一种像设计师一样思考的特定认知风格、一种

通用的创新设计方法和一种帮助没有经验的设计师

学会以设计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的教学手段。从现有

的研究来看，设计思维研究仍缺乏统一的权威定义，

研究者们分别从发展形态、构成要素等不同视角阐释

其内涵，以契合自己对设计思维的认知与理解，并提

出了多种设计思维发展路径与运用模式。 

2  数据获取及分析 

2.1  数据获取 

本研究运用了科学知识图谱法，同时还使用了

VOSviewer 及 Citespace 等软件，对设计思维相关文

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相应的科学知识图谱展示国

内外设计思维的研究进展，以探寻该学科领域演化的

关键路径及知识拐点。 

在分析过程中，外文文献均来自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核心合集。以广泛意义上与“设计思维”

关联密切的英文表达形式“design thinking/design- 

thinking”作为主题检索词，检索式为：DT=(design 

thinking OR design-thinking)，检索出 198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录的设计思维相关期刊论

文，共获取 2 625 篇文献。中文文献来自中国知网学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主题词=设计思维”为检

索式，匹配为“精确匹配”，检索出 198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录的设计思维相关期刊论

文，共获取 1 488 篇文献。以上中英文文献均已剔除

目录、访谈、设计作品、征稿通知等无效数据，有效

数据以标准数据格式导出并保存。通过对文献数据库

的统计得出国内外设计思维发文数量及时间分布图，

见图 1。 

2.2  发文数量数据分析 

通过图 1 分析发现，国内设计思维发展分为起步

阶段和平缓上升阶段。1987—2005 年处于起步阶段，

该阶段国内有关设计思维的研究相对较少，直至 1989

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设计思维的相关文献，年度发文

量均低于 23 篇，该阶段发文总量为 104 篇。2006—

2021 年处于平缓上升阶段，该阶段发文总量为 1 384

篇，2006 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

型国家战略，设计思维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学者的关

注，发文量也因此缓步增长，在 2009 年达到 62 篇，

2014 年后受设计思维理论框架、概念、核心价值和

特征逐渐形成的影响[9]，学者可以更好地将设计思维

作为创新的一种手段进行发展，当年度国内设计思维

的文献量也随之增加至达 92 篇。2016 年，我国政府

开始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同年的设

计思维相关论文发表量大幅增加，并于 2019 年达到

最高峰，该年度发文量为 164 篇。由上可知，国内设

计思维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2016 年在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政策引导作用下呈现稳步增长。 

国外设计思维发展经历了“起步期-平缓上升期-

攀升期”三个阶段。1987—2008 年为起步期，该阶

段国外有关设计思维的研究比较分散，研究重点集中

在对设计思维概念的解读和工具探索，2008 年以前

年均发文数量均没有突破 30 篇，直至 2008 年发文量

达到 38 篇，该阶段发文总量是 287 篇。2009—2013

年为平缓上升期，自 2009 年开始，国际上一些具备

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企业提倡将设计思维扩展到人类

更广泛的活动领域并进行实践[7]，自此，与设计思维

相关的研究开始在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加，该阶段总

发文量为 395 篇，2012 年达到 102 篇。2014—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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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外设计思维发文数量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design thinking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a and abroad 

 

为攀升期，该阶段发文总量为 1 943 篇，年度最高发

文量在 2020 年达到 312 篇。由上可知，国外学术界

的设计思维发文量虽持续增长，2014 年之后受设计

思维理论框架成型因素的影响，呈现明显增速趋势。 

3  国内外设计思维研究广度 

从发文国家分析和发文机构分析两个部分进行

评价，具体分析方式为：通过 VOSviewer 软件对 WOS

数据库中的文献发表所在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应用

VOSviewer 软件将 WOS 和 CNKI 数据库中的文献数

据按照机构进行分类统计。 

3.1  发文国家分析 

通过分析得到国家和地区合作网络知识图谱见

图 2。发文量排名前 5 位的国家有美国、中国、澳大

利亚、英国和德国，见表 1。结果显示，对设计思维

这一领域有所贡献的国家和地区（发文量超过 5 篇）

共有 49 个。美国作为首个开设设计思维课程，并促

使企业培养具有设计思维的创新型员工的国家，其发

文数量和发文被引用量均居于各国之首。中国作为发

文量第二的国家，随着国家创新发展政策的大力支

持，设计思维研究在国内的发展机遇也大幅增加，引

起众多学者关注。 
 

 
 

图 2  国家和地区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Fig.2 Knowledge graph for cooperation network amo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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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文量前 5 名的国家发文数量及文献引用量 
Tab.1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and number of  

citations of the top 5 countries 

国家/地区 发文量/篇 文献总被引量/次

美国 706 167 

中国 413 57 

澳大利亚 142 55 

英国 139 68 

德国 131 67 

 

3.2  发文机构分析 

通过分析得到发文量排名前 5 位的机构见表 2。

国外设计思维相关的研究发文量排名前五的机构分

别为：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多伦多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其中美国斯坦福大

学发文数量达到 60 篇，居世界首位；美国普渡大学 

发文数量 34 篇，位居第二；其次是荷兰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 25 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24 篇和美国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 19 篇。国外发文量排名前 5 的机构中有
三个机构均在美国，并且斯坦福大学作为首个把设计
思维归纳成一套科学方法论并加以推广的机构，在设
计思维领域的文献研究成果远远领先于其他机构。国
内设计思维相关的研究发文量排名前五的机构分别
为：江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南京艺术
学院和同济大学。其中江南大学发文数量达到 34 篇，
居国内首位；武汉理工大学发文数量 32 篇，位居第
二；其次是清华大学 30 篇、南京艺术学院 24 篇和同
济大学 19 篇。国内发文量排名前 3 的机构发文量相
似，国内发文量排名前 5 的机构发文总量小于国外发
文量排名前 5 的机构发文总量。国内外设计思维的研
究广度不断扩大，并且国内外发文排名前 5 的机构均
为设计学专业相对领先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
为设计思维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表 2  国内外前 5 名机构发文量 

Tab.2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of top 5 Chinese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国外机构 国外机构发文量/篇 国内机构 国内机构发文量/篇 

斯坦福大学 60 江南大学 34 

普渡大学 34 武汉理工大学 32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25 清华大学 30 

多伦多大学 24 南京艺术学院 24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9 同济大学 19 

 

4  国内外设计思维研究深度 

研究深度从理论基础、热点领域和发展趋势三个

部分进行评价，具体分析方式为：利用 CiteSpace 的

高被引聚类功能，选取被引频次≥30 的文献作为高

被 引 文 献 来 透 视 设 计 思 维 研 究 知 识 基 础 ； 运 用

VOSviewer 进行关键词的分析，得出现阶段国内外设

计思维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运用 CiteSpace 进行突

现词分析，得到国内外设计思维研究发展趋势。 

4.1  研究理论基础分析 

对高被引文献的梳理能够分析设计思维研究领

域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本质。国内设计思维研究理论基

础见表 3。从表 3 得知，国内设计思维研究的高被引

文献大都活跃在近 5 年，且作者群体也相对集中，通

过深入分析重要节点发现，国内设计设计思维研究的

高被引文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思维方式的培养。设计思维及创造力的

培养在整个引文网络中处于基石地位，林琳等[10]在进

行研究的过程中，有效结合了现阶段国内外对设计思

维的各种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所得出的设计思维教育

模式能够有效满足国际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该团队

两年后进一步深入调研分析了设计思维在教育中的

四种应用范式，开展了设计思维与学科融合的项目设

计：从“灵感—构思—实施”出发，通过时间线的规

划，引导本土化设计思维培养[11]。胡小勇等[12]从美

国、澳大利亚和日本面向创造力培养的案例中分析了

基于创造力的设计思维培养，结果发现设计思维的培

养有助于促进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发展，同时，还能

有效提升课堂质量，这对推动学校系统的完善和变革

有着重要的影响。陈鹏等[13]从设计思维视角出发，将

设计思维方法引入大学创新课程研究，以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能力和品行，重构课程内容和结构，构建

一种新型教学模式，通过真实情境问题、多层次协作

方式、多维方法和工具以及创新核心理念来协同完成

学习实践。 

2）设计思维方法的应用。设计思维作为一种非

线性的迭代过程，设计师们可以运用它，在各个设计

领域中了解用户、进行假设、重新定义问题、原型测

试与创建创新的解决方案。我国设计思维方法主要应

用在设计行业。谭浩等[14]以设计思维为研究对象，将

设计过程置于情境分析中，采用理论框架构建和实验

验证的方法，分析出基于情境作用的产品交互设计思

维模型，从而提升产品造型质量和用户体验感。谢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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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5]通过对居室环境设计活动的剖析，提出换位思

考，采取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设计思维与方法，从行为 

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居室中人的活动需求，构成活

动组织形态。王群山[16]通过对服装设计中创新设计思

维方法的研究与探讨，阐述了服装设计中创造性思维

方法的三个方面，并提出在不同条件下灵活运用设计

思维方法，可以使设计出的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工

作、生活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需求。 
 

表 3  国内高被引文献 
Tab.3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in China 

CNKI 文献 文献来源 被引量/次

林琳等（2016 年）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118 

闫寒冰等（2017 年） 电化教育研究 94 

林琳等（2018 年） 电化教育研究 44 

胡小勇等（2018 年）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38 

谭浩等（2016 年） 包装工程 35 

盛卿（2016 年） 图书馆论坛 34 

谢麒（2006 年） 装饰 32 

 
通过分析得到国外高被引文献见表 4。从表 4 得

知，国外设计思维研究的高被引文献集中在近 10

年。被引文献涉及领域较多，研究方法丰富。国外思

维设计研究的高被引文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思维本质的研究。Brown[7]于 2008 发表

在《哈佛商业评论》中的文章为设计思维的研究奠定

了理论基础。文章强调了设计思维与其他思维逻辑不

同的地方首先在于设计思维强调以人为本，将人的需

求放在首要的位置，从人的行为逻辑出发去分析和思

考，以观察人的实际经历取代被动的问卷调查方式，

换位思考，分析人与产品的关系，进而从本质上分析

人与人的关系。 

2）设计思维多领域探索。国外设计思维研究的

高被引文献多集中于设计思维在教育、商业、医疗、

食品等领域的探索。 

在教育领域中，GLEN 等[17]的研究被引量为教育

领域最高，其文章首先讨论了设计思维的关键特征，

并指出设计思维的技能和方法可以解决商学院教育

中的缺陷，明确了设计思维与专业技能相结合的教学

方法，为之后设计思维在教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

考。随后 Goldman 等[18]的研究覆盖了教育的更多方

面，在她的研究中强调了设计思维方法对 K-12 教学

的重构可以帮助儿童随时随地学习、健康成长、培养

创意思维。除了对学生的改变，Razzouk 等[19]的研究

发现设计思维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培养同理心、创造

性及观察能力，这些技能有助于他们在与学生和家长

协作沟通时更好地完成教育工作。除此之外，Yeager

等[20]的文章从学校本身出发，证实了设计思维可以作

为一种战略设计方式用于办学，发现设计思维可以有

效改善学校日常运营，并增强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课

堂和课堂外体验。 

在商业领域中，Carlgren 等[21]通过对六个大型企

业的研究，提出了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运用的设计

思维框架并进行验证，从而确定了设计思维在企业应

用的五个主题：用户关注、问题框架、可视化、实验

和多样性。Seidel 等[22]基于 14 个没有设计思维基础

的多学科产品开发团队，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挖掘出

设计思维对专业异质性和变革型领导的作用，这一研

究极大地丰富了设计思维在商业中的运用。 

在食品领域中，Olsen[23]的文章《食物中的设计

思维》被引用量最多，他的研究根据食品行业的特殊

性改进了设计思维，将设计思维的步骤更改为重新定

义客户需求、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尽早并经常尝

试，以及寻求外部帮助，结果发现这套方法结合设计

思维的同理心、快速原型制作和协作能有助于食品行

业的创新，同时减小了创新团队的认知偏差。 

在医疗与健康领域中，Roberts 等[8]展示了设计思

维如何通过以人为本的研究、集体和多样化的团队合

作以及快速原型设计来促进解决复杂和持久的医疗

保健问题。文章为医疗保健受众介绍了设计思维的核

心要素，并展示了它是如何补充当前的医疗保健管

理、创新和实践的，该研究不仅丰富了设计思维研究

领域，还证实了在医疗保健领域扩大设计思维方法的

能力和应用有助于推动医疗服务模式的创新。 

 
表 4  国外高被引文献 

Tab.4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abroad 

WOS 文献 文献来源 被引量/次 

Brown T 2008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7 

Razzouk R 2012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0 

Liedtka J 2014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67 

Carlgren L 2016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60 

Seidel VP 2013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48 

Roy Glen 2014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30 

Roberts JP 2016 Healthcar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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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分析得到国内设计思维研究领域的 5 个热

点研究方向，见图 3。分别为思维方式研究、设计教

育研究、产品与服务设计研究、空间设计研究以及其

他设计学科的应用研究。 

聚类一：思维方式研究，由创造性思维、设计思

维方法、设计思维流程等关键词聚类。此聚类主要关

注设计思维的内涵、实施过程、方法和工具等方面。

这类分析使我国社会各领域、层次、团体或个人都可

以利用设计思维进行创新，从而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

能力和综合国力。聚类二：设计教育研究，由设计教

育、创新创业等关键词聚类。将设计思维与设计教育

相结合，可以培养设计类学生的创新能力、变通性以

及灵活性。除此之外，设计思维还为解决我国创新创

业教育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升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成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创新意识激发能力提

供了方法[24]。聚类三：产品与服务设计研究，由产品

设计、用户体验等关键词聚类。设计思维是产品及服 

务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思维下的服务设计是以
用户为中心的为提高服务质量而进行的设计活动[25]，
可以很好地将人与环境、行为、产品等相融合，提高
用户的满意度及忠诚度。除此之外，将设计思维融入
产品开发过程中，能够帮助设计师通过深入洞察客户
面临的问题来扩展他们的创意想法，从而获得产品开
发的最佳解决方案。聚类四：空间设计研究，由室内
设计、建筑设计研究、应用策略等关键词聚类。将设
计思维的方法应用于不同的空间和场景，可以应对各
种复杂的问题[26]，在设计思维影响下涌现出大量的空
间创新案例，例如 Gensler 和 HOK 等公司通过用户
研究、旅程地图等设计思维方法对办公空间进行改
造，从而提升员工的生产力及幸福感。聚类五：其他
设计学科的应用研究，由关键词平面设计、品牌设
计、服装设计、传统手工艺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关键词聚类。作为一种整合性的方法论，设计思维可
以帮助我国创新实践者在跨学科创新过程中打通因
认知差异、学科背景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创新鸿沟，发
现各学科和团队之间的融合方式[27]。 

 

 
 

图 3 国内设计思维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3 Key word co-occurrence graph of design thinking literature in China 

 

通过分析得到国外设计思维研究领域的 5 个热

点研究方向，见图 4。分别是以创造力为对象的研

究、设计管理、可持续设计、教育以及计算思维。 

聚类一：以创造力为对象的研究，由创造性思维

（Creative thinking）、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

认知（Cognition）、系统（System）等关键词聚类。

自 21 世纪来，创造力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创新作为各

组织产生新产品、流程和系统的核心机制，可以帮助

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技术和竞争模式[28]。聚类

二 ： 设 计 管 理 ， 由 管 理 （ Man a g e men t） 、 共 创

（Co-creation）、组织（Organization）等关键词聚类。

将设计思维与管理紧密融合，有利于企业提高工作效

率、激发员工潜力、提升产品价值等[29]。如苹果、宝

马、DHL 和微软都已采用设计思维的方法进行企业

管理。尤其是以设计为主导的企业，把握好管理与设

计的关系是取得良好设计成果和企业可以不断发展

的关键[30]。聚类三：可持续设计，由关键词可持续设

计（Sustainable design）、环境（Environment）、体

验设计（Experience design）等关键词聚类。作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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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外设计思维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4 Key word co-occurrence graph of design thinking literature abroad 

 

价创新和产品的重要标准，可持续设计可以协调人、

环境、企业、社会等多方关系并使其共同发展[31]。聚

类四：教育，由关键词设计教育（Design education）、

工程教育（Engineering education）、模型（Model）、

行为（Behavior）等关键词聚类。设计思维为教育变

革提供了新的方向，以其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极大地促

进了各学科知识的融合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

育思维模式的发展与转变，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9]。

聚类五：计算思维，由关键词科学（Science）、编程

（Coding）、计算（Curriculum）等关键词聚类。随

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计算思维的出现在很大程

度上帮助人们更好地向科技时代发展[32]，因此，受到

相关学者的广泛重视。将设计思维的宏观构架与计算

思维的微观实操相结合有利于人类知识成果的落地

与推进[33]。 

4.3  阶段性研究前沿突现分析 

突现词（Burst Terms）能够识别与追踪研究前沿，

同时还能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有效的动态演化情况，对

促进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34]，CiteSpace 可以

对文献核心关键词突现进行检测，并通过时区视图呈

现关键词的变化脉络，得到国内外设计思维研究领域

的核心关键词图谱。 

从图 5 和表 5 发现，我国在 1989—2000 年这个

阶段的文献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因此，2000—2021

年的时区图是根据 1989—2021 年样本文献的时区图

绘制的。在 21 世纪之前，各地区的研究人员就针对

设计思维的含义、过程、方式及相关工具的使用等进

行了分析。2000 年之后，研究人员开始结合社会需

求和经济发展，研究设计思维在微观设计层面中的应

用，关注重点从传统的艺术设计、产品设计以及空间

设计到 2010 年后的服务设计和用户体验等，并进一

步辐射到传统文化、非遗设计、数字技术、发散性思

维、教学模式等相关方向。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课题

基于设计领域和设计思维培养展开，研究方法和视角

丰富，研究兴趣显著增强。2016 年，为了有效促进

教育发展，我国政府制定并出台了《教育信息化“十

三五”规划》。其中明确指出，在发展过程中要积极

探索 STEM 教育、创客教育等新型的教育模式，并将

其与信息技术发展有效结合，此外，还要将设计思维

融入中小学的教育应用中。在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

乡村公共服务成为中国设计思维研究近两年的特有

对象，如孙丹丽等[35]于 2021 年提出从设计思维的角

度赋能乡村产业，建立乡村文化与社会生活对接循环

的新型乡村模式。 

从图 6 和表 6 发现，国外 1997 年以前为早期基

础研究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案例分析方面，多为描

述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1998 年之后，设计思维研

究快速发展，并被相关人员应用到各个领域中，学者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从其理论性、科学性及规律性等

方面进行分析，如今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并

且在研究的过程中，依然不断对其进行各种解释[36]。

2005 年，斯坦福大学建立了提供设计思维教育和推

广的设计学院，旨在传授设计思维的方法给学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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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文样本文献核心关键词图谱 

Fig.5 Core key word graph of Chinese sample literature 
 

表 5  1989—2020 年中文样本文献核心关键词突现情况 
Tab.5 Emergence of core key words in Chinese sample literature from 1989 to 2020 

阶段 年份 关键词 突现强度 阶段 年份 关键词 突现强度

1989 商业情报 10.62  2013 服务设计 9.67 

1989 创新 3.88  2015 用户体验 3.71 

2000 形象思维 7.65 2014 培养 3.84 
第一阶段 

2002 思维方式 6.51 2016 创新思维 3.60 

2002 平面设计 3.31 2016 创造力 3.72 

2003 艺术设计 3.49 2018 教学模式 5.21 

2004 产品设计 3.48 2019 创客教育 6.58 

2007 工业设计 2.61 2019 课程设计 5.29 

第二阶段 

2010 设计方法 3.46 

第三阶段 

2020 Stem 教育 2.13 
 

 
图 6  外文样本文献核心关键词图谱 

Fig.6 Graph of core key words of foreign language sampl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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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986—2020 年外文样本文献核心关键词突现情况 
Tab.6 Emergence of core key words in foreign language sample literature from 1986 to 2020 

阶段 年份 关键词 突现强度 阶段 年份 关键词 突现强度

1990 System 3.60  2014 Engineering education 2.84 

1999 Conceptual design 3.41  2017 Education 4.80 第一阶段 

2000 Design research 2.56 2011 Creative thinking 2.91 

2005 Model 4.16 2014 Management 3.60 

2008 Engineering design 2.85 

第四阶段 

2015 Business 1.87 

2008 Product design 2.74 2017 Framework 2.89 

2011 Experience 4.91 2018 Science 3.02 

第二阶段 

2011 Art design 3.80 2019 Sustainability 2.32 

第三阶段 2014 Representation 3.26 

第五阶段 

2020 Problem solving 2.11 

 

后越来越多的知名学校开始进行设计思维的教育，如

普渡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多伦多大学等。2012

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描述了企业和商界通过

设计思维得到良好的创新发展[37]，自此设计思维被看

作一种实现创新的方式和途径，在技术和商业策略方

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6 年后，国外学者开

始利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设计思维研究，从而提升研究

成果的可靠性。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展的大环境

下，设计作为连接科学与艺术的纽带，具有多学科融

合的特点，设计学在认知对象以及认知方式上与其他

学科存在显著差异[38]。国外学者近几年更多从认识发

现设计自身规律的科学问题出发来研究设计思维。 

5  结语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设计思维已经成为

驱动创新力的有效途径，对设计思维研究的梳理有助

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为更深入的设计思维应用研究

提供了方向。文章梳理了 1987—2021 年国内外设计

思维的基础知识、研究热点及趋势，从设计思维的研

究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论：设

计思维在全球内研究起步时间虽然较晚，但是设计思

维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已经非常全面，1987—2008

年相关研究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在 2009 年之后进

入稳定发展期，特别是在 2014 年之后发展速度较

快。世界各国对设计思维研究的重视度较高，涉及的

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范围持续扩大，相关研究机构的数

量持续增加，相关文献的发表数量持续攀升，虽然近

年来受到特殊客观因素的影响相关热度有所降低，但

整体研究热度持续上升。设计思维在全球范围内正在

从理论知识的研究向方式方法的研究转变，同时已经

开始从单一领域的运用朝向多领域的运用发展。随着

科技的进步，全球范围内设计思维的研究热点开始向

信息技术与电子科技的结合领域发展。整体研究趋势

偏向于对创造性思维的探索，并注重利用完整的理论

框架和创新的研究方法实现设计思维在更多领域的

应用。 

上述结论对我国设计思维趋势发展的启示如下： 

1）拓展对设计思维的框架研究。我国设计思维

相关发文量位居世界前列，设计思维在国内研究热度

持续增加，国内研究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受到国

家战略和政策实践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发展较为迅

速，研究步伐不断加快，整体增长趋势高于国外，然

而国内有关设计思维的内涵框架研究较少，目前大多

是根据 IDEO 所提出的设计思维方法进行项目的应

用。今后应加强政策引导对设计思维研究的正确指导

作用，依据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制定适合我国国

情的政策方针，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创新环境和创新实

践的设计思维模型，合理推动设计思维在我国的研究

与发展。 

2）结合国情实施设计思维的全领域探索。我国

学界在设计思维研究中主要关注设计及教育领域，国

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设计思维在商业、数字

化、可持续发展及自然科学中的应用。我国高校对设

计思维的研究已取得卓越成绩，然而目前基于相应研

究所建立或运用的组织相对较少。未来研究可借鉴设

计思维在设计及教育领域的实践经验，鼓励更多的组

织和机构引入设计思维理念，加强设计思维在各领域

人员间的交流。尤其是在企业创新领域，国外研究已

相对成熟且证明了设计思维与商业结合可以为企业

带来创新发展，因此我国企业可加大对设计思维的重

视，积极引进设计思维相关人才，构建适合国情的设

计思维理论框架，使设计思维成为推动民族企业创新

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3）继续发扬设计思维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对

传统文化的重视与传播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各少数民

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和城镇化推

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形势严峻。经研究发现，

利用设计思维的创新策略将文化产业化可以振兴我

国传统文化并使其可持续发展。在设计思维方法指导

下创作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和非遗文化类作品具有创

造性和艺术性，能满足公众的审美需求以适应日益激

烈的市场竞争，提高中国文化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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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设计思维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其覆盖种类相对单一且多为具体的文化产品。在

未来发展中可以从多角度分析设计思维的应用价值，

以全面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为非遗技艺传承人

提供教学平台，提高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就业率；根据

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促进区域文化品牌的发展等。 

4）重视数字化技术对设计思维研究的影响。当

今社会从业者和学者对各种不同数字解决方案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但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技术的研究却相

对较少。将设计思维与数据科学相结合，可以帮助组

织找到新机遇并增强企业长期创新能力。例如企业在

进行用户需求分析和前期调研时，通过将设计思维方

法与大数据相叠加，可以比以往更快、更有效地获得

用户实际使用数据，或是在构思阶段使用自然语言处

理和无监督学习技术对不同的想法进行自动聚类，从

而达到更高效、准确的创新设计。因此在我国设计思

维发展过程中，应重视定性和定量方法在整个设计过

程中的相互补充和加强，以取得更好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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