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邢琨 

« 深入大眾的規劃設計——防災規劃設計聯合移動平臺助力解決信任危機 » 

 

 

 

設計說明： 

  隨著疫情全球化趨勢的蔓延，社會需要考慮常態化的防疫需求。對於城市規

劃建設行業，我們需要考慮規劃設計對常態化防疫的促進與引導作用。針對社會

各個層面的不同需求，規劃設計可以通過搭載互聯網平臺進入大眾生活，使得公

民在災情情況下，及時得到安全的行徑路線，可以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間。為

了更加有效便捷的採集疫情信息，政府提供合作平臺和政策，規劃合理佈置節點。

道路聯合製造商研發設計手機 APP 與螢幕指紋信息採取技術,公民通過指紋錄入

個人信息。通過感溫手機殼測取手心溫度。通過手機屏幕溫度檢測來進行行徑節

點統計,避免人群感染交叉。滿足災情期間對於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大部分行為活

動，同時解決資訊不透明帶來的的信任危機。 



② 楊子健 

« 探討烏托邦現實主義設計可能性 » 

 

 

 

設計說明： 

  如果相信重大劫難過後將會出現新世界、新技術、新平衡點，新型冠狀肺炎

的全球性爆發是我們重新審視世界的一個契機，當下應否重新開始思考設計的未

來？病毒傳播之快遠非人類所預測，在還未開發疫苗之際，各國均出現瘋狂搶購

防疫物資的情況。同一期間，網上更流傳很多專業、新穎、時尚的口罩設計方案；

相反，坊間小市民為求生存，運用了各種新奇的想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幽默

又具實用性的口罩。這種自然而生的反差下突顯了“確認式設計”面對的問題：

一）被動地發現問題；二）解決問題時機掌握；三）過度的設計（Over-Engineering）。

本文嘗試借用吉登斯“烏托邦現實主義”的概念，從而探討疫後“確認式設計”

與“思辯設計”之間存在的可能性。 



③ 王小琿 

« 民生設計思考——疫情結束後新的生活必需品設計 » 

 

 

 

設計說明： 

疫情結束後，家庭日常消毒和衛生仍是預防病毒入侵需注意的重要方面。特

別是出門工作或購物的人群更應該注意，以免給家中小孩老人帶來健康隱患。此

款產品創意源於人體感應家用智慧紫外線消毒功能，人來機歸位，人走機行動，

消毒殺菌的同時既保證了家中孩童免受紫外線傷害又可淨化室內空氣；外觀採用

圓潤的扁球體，更有利於對房間的各個角度消毒；顏色採用綠色和白色，生動而

有親和力。 



④ 姚旭鵬 

« 疫情洗禮下的智慧與平衡——“微藝術”APP 設計構想 » 

 

 

 

設計說明： 

“微藝術”是一款介紹微生物知識、微生物藝術、災後藝術治療的 APP應用

程式，旨在普及為生物知識、分享微生物藝術、緩解災難創傷，以科普與藝術幻

想結合的方式説明受眾實現“認識→習慣→抵消恐懼→產生興趣→實施研究”

的微生物知識採集過程，包含防疫知識、細菌藝術、廢土藝術、歷史戰場、藝術

治療、藝術家等六個板塊。 



⑤ 梁冰 

« COVID-19 後的鄉土信任重建與鄉村景觀設計思考 » 

 

 

 

設計說明： 

鄉土信任的建立基於人們對土地的信任和依戀，以及鄉村社會的血緣、地緣

關係的維繫，並在村落環境、建築佈局、民俗文化等鄉村景觀中體現出來。城市

化進程使鄉村資源流失，鄉村景觀的凋敝，COVID-19 的突發進一步暴露了鄉村

的脆弱性，也體現了鄉土信任的嚴重缺失。通過鄉土信任與鄉村景觀之間的互動

發展關係研究，認為重建鄉村景觀有利於幫助人們重塑鄉土信任。而鄉村公共空

間是鄉村精神面貌的集中表現，是鄉村的公共客廳，是鄉村的活力體現。本文選

取山東日照鄉村作為研究對象，根據新的生活方式對鄉村公共空間進行功能修復

和景觀重塑，使之重新成為鄉村生活的中心，有利於加強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和

信息交流，嘗試從景觀學的角度探尋重塑鄉土信任的方法和思路。 



⑥ 葉昱 

« COVID-19 醫護人員紀念空間概念設計方案 » 

 

 

設計說明： 

紀念公園階梯紀念碑由陣列壘砌的牆體構成，陣列的空間形態給人震撼的感

受；牆體上鐫刻著醫護烈士和抗擊疫情的醫護人員的名字，人們可以走上這些階

梯從建築頂端俯瞰中間的紀念水池，陣列的階梯猶如醫護人員的臂膀。水池底部

設有紀念空間，供人前來緬懷紀念，陽光透過玻璃屋頂水面，波光粼粼折射在冰

冷的牆面，讓人緬懷的同時透過自然的力量和溫度，給人以慰藉和希望。 



⑦ 姚毓彬 

« smart card ——疫情下特殊群體被動式登記方案設計 » 

 
設計說明： 

本次設計方案針對疫情中出行登記（複雜、主觀、遺忘））與人群信任構建

（互認，客觀）問題進行設計，以“主動數據（客觀：相互信任的基礎），被動

享受（簡單：普適性）”為設計出發點，採用輕量級高精度定位系統，實現室內

外無縫定位，做到精准定位反饋，及時主動的提供出行動線，提升出行安全，以

此重建群體間的相互信任，保證疫情下人群健康合理流動，國家經濟平穩運行。 



⑧ 陳美歡 

« 女性醫護疫後心理研究與適應性對策初探 » 

 

 

 

設計說明： 

針對女性醫護在疫後產生的心理障礙，社會上暫未有面向該群體的專業性心

理援建機構。鑒於此，本項目重點將從疫後女性醫護的心理研究調查為切入點，

探知女性醫護真正面臨的關鍵問題，並以此對疫後援建對策進行適應性的思考與

探討，進而對心理援建社區的規劃理念、內容框架和實施方案進行具體的可行性

分析，期望以此心理援建社區的構思，對女性醫護群體在疫後能擁有真正幫助其

克服障礙的專業機構，並能得到社會更多的關注和應有的理解。 



⑨ 李竹芳 

« COVID－19 後消費者行為習慣與消費方式初探 » 

 

 

 

設計說明： 

2020年初 COIVD-19肆虐，正在泰國春節旅行的我與家人，突然因此而陷入

困境：國內多個城市封城，航班取消，一種焦慮與孤獨感襲來。在泰國移民局，

我遇到了幾百同樣因為疫情而滯留者，我們組織成臨時命運共同體（互助微信群），

互通個人實時信息，共享每個人的實時經歷，這一些零散、即時播報的信息，成

了我們最直接、最真實，最值得信任的消息來源。 

 

在這個共同體之中，通過如區域鏈邏輯的實時信息備份，大家開放個人實時

經歷、開放個人實時信息建立了最高效的信任機制。這即是我理想的“孤獨星球”

互助入口，在孤獨中尋找散落在各處的我們的命運共同體。 



⑩ 韩湛宁 

設計 1 « COVID-19 聯合抵禦與關愛符號設計 » 

 

 

 

設計 1說明： 

聯合抵禦 COVID-19符號設計，是希望在面對全球性疫情危機的時候，起到設

計師的社會責任，並做出貢獻。在設計構想上，是希望能夠以鮮明的符號來鼓舞

人心，號召各國民眾跨越語言、種族與國界，團結合作積極行動起來，進行預防

與治療，並關愛患者與醫護人員。在設計手法上，希望是簡潔易識別、便於傳播，

並希望能借助民眾對關愛類符號的認知和聯想，達到最佳的傳播效果。因此，以

融合新冠疫情的圖形特徵、團結攜手、合作抵禦以及絲帶類的視覺元素進行設計，

最終達到期望的符號傳播效果與社會效果。 



設計 2 « COVID-19 防護與急救箱設計 » 

 

 

 

設計 2說明： 

COVID-19疫情肆虐世界，致使 100多萬人感染，也致使多國醫療系統崩潰，

使許多民眾無法得到檢測和治療。針對醫療系統崩潰的情況，個人如何防護、檢

測與生存？因此，設計一個危機情況下的個人防護、檢測與生存的急救箱便迫在

眉睫。急救箱設計期望能夠給予個人以自我檢測、自我防護——自我隔離、防護

——自我生存一定時間、等候救治與醫療救治的系統急救方案。 



設計 3 « 野生口罩設計與公共藝術展 »  

 

 

設計 3說明： 

  在此次肆虐全球的 COVID-19 疫情之下，大量民眾無法購買到防疫使用的醫

用口罩，便自發設計加工了各種“野生”口罩與防護設備，成為疫情之下顯著的

民間應對方法, 在此影響下,許多藝術家與設計師、甚至民眾和學生進行口罩

DIY藝術創作, 成為一種“野生口罩設計”與公共藝術潮流。針對這些現象與潮

流，特別策劃“野生口罩設計與公共藝術展”活動，旨在對這些現象進行研究，

特別是對野生口罩的防疫效果進行研究與科學普及宣傳，同時對“野生口罩設計”

等設計進行思考與特徵總結, 尋找“野生設計”為可持續發展的世界而設計的

啟示與意義。  



⑪ 孟剛 

« 疫情下的設計思考與對策——離子消毒噴霧器設計 » 

 

 

設計說明： 

針對 COVID-19 的社會危機，圍繞“疫情下未來設計產品和服務的新概念與

新需求”展開設計思考、策略研究和設計實踐。關注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習慣和

新的需求，新的工具、新的服務、新的生活空間和關係方式。設計師需要深刻理

解其複雜性，以便將其轉化為簡單而直接的解決方案，無論是物理的、數字的還

是戰略上的。大家這次都有排隊買不到酒精、消毒液的切身感受，我們希望設計

可以提供“緩解焦慮”的方案。這款離子消毒噴霧器，只需要放入普通的食鹽和

自來水，幾分鐘就可以製作出消毒液。製作原理是:通過電解食鹽水生成次氯酸

鈉。次氯酸鈉溶液呈弱鹼性，殺菌率高達 99%，並且可有效滅活新冠病毒。噴霧

器採用高密封設計，很好的防止了氯氣的洩漏。壓力噴嘴的設計，促進氯氣溶解，

製作完成直接噴灑使用，方便快捷。 



⑫ 姬益波 

« COVID-19 之後的口罩設計研究 » 

 

 

設計說明： 

本系列設計主要有兩個關鍵字：“裝飾”和“隱藏”，春夏圍繞“裝飾”一

詞，秋冬圍繞“隱藏”一詞。那麼“裝飾”的概念主要是把口罩與現有裝飾物件

組合起來設計，比如口罩與頭飾、耳麥等日常佩戴物件相結合，把功能性與裝飾

性想結合，從而消解戴口罩就有病的錯覺。“隱藏”是把口罩與現有服飾的部件

組合起來設計，使之達到隱藏之效果。 



⑬ 王澤猛 

« 城鄉之“間”——鄉村環境特質與設計應對 » 

 

設計說明： 

  中國具有深厚的農耕文化傳統，當我國城市化率達到 50%時，工業產值佔

比為 48%，這個比例足以說明中國製造大國的狀況，也正是這種狀況造成了中

國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動務工的現象。這導致各地鄉村出現土地撂荒，宅基

地破敗的凋敝現象，同時也使城鄉之間的差別逐漸拉大。在這樣的大環境下，

中央提出鄉村振興的方針政策。各地紛紛啟動美麗鄉村建設項目，規劃設計是

美麗鄉村建設項目第一步要做的工作，設計者必須充分理解我國鄉村環境的特

質，理解“城”與“鄉”的關係，立足於改善城鄉關係、加強城鄉聯繫，而不

是簡單的環境美化。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疫情將使得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以及

發展方向都發生改變，鄉村將面對什麼樣的發展機遇值得當下鄉村環境設計者

認真研究和思考。  



⑭ 陳錚 

« COVID-19 家庭應急箱設計 » 

 

 

 

設計說明： 

新冠疫情爆發後，暴露了許多公共衛生、家庭防護、應急系統等各方面問題。

在疫情仍未結束的情況下，民眾該如何做好防護措施及付出應盡責任，是這個設

計的出發點。在研究末日生存、災後自救、日本災害防護以及當下自發產生的民

眾眾產醫護設備等領域的調研和分析後，得出應設計一套具備國家標準的家庭應

急箱設計系統。設計可以解決基本問題，可以防患未然，可以消除最初的恐慌，

緩解醫療系統就診壓力，可以保證有條件地區的穩定，並支援需要的地區。如同

強弱電箱標準性的解決用電安全問題，家庭中採用入牆裝修標配式應急箱安裝，

符合國家標準，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應對災害、不同人群、不同需求進行模塊化

組織，從而應對仍有可能數輪、長時間持續的新冠疫情。 



⑮ 孫菱 

« 善意的“再設計”——疫情之下的深思 » 

 

 

設計說明： 

  設計是人類創造的整體過程，無論是從產業轉型還是各類產品的優化，它的

出發角度，都應是“善意”的。只有善意、利他並且符合自然之道的設計才能得

以永生，本文想通過四種不同的路徑對善意“再設計”進行充分探討，分別是：

一、善意再設計：改良家庭原生品；二、善意再設計：提高家庭互動性；三、善

意再設計：使你擁有慢生活；四、善意再設計：引導國民新審美。希冀通過這些

“善意的再設計”方法，能夠以設計師與教育者的雙重角度幫助我國人民提升生

活品質與審美格調，相信只有善意而溫暖的設計才能引領國民回歸“溫暖家園”。 



⑯ 趙志勇 

« 重回洞穴：智慧時代校園高牆的塌落——未來教育雲課堂的合理性、合法性、

必要性、必須性、可行性分析 » 

 

設計說明： 

  疫情期間的雲端學習讓我真切感受到智能時代技術將帶來教育意識的“脫

域”。“現代性的降臨，通過對“缺場”的各種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間從

地點分離了出來”。（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在未來，學校將成為開敞的社會

性場所，我們也會越來越習慣於在家中在雲端進行“人人教育人人”的開放式學

習。當下所擁有的區塊鏈、虛擬實境、增強現實、5G等技術已然可以完成真實情

景與虛擬信息的實時交互。搭建智能化的線上教學平臺比建設區域內的好課程顯

得更為重要，“穴居”中的智慧工作室文化將比傳統書房文化更具優先性。 

 

當然，僅憑科技的疾馳並不能解決現代社會給人帶來的疏離和無助，我們需

要繼續思考的下一個問題將是：人怎樣才能返回到自己那種真正在家的存在？如

何才能夠使我們在“持久的搖搖欲墜狀態中保持平衡”？ 



⑰ 陸娟 

« 社會信任的重建——大眾健康數據共享方案 » 

 

 

設計說明： 

從設計的角度出發，促進重建疫情影響下的社會信任體系。為公眾的健康出

行提供高效的、可靠的科學依據，盡可能消除公眾出行時對身處環境中公共健康

狀況未知因素。通過佩戴設備（手環等）或 APP提醒使用者的自身體溫、身處區

域內公共健康情況，以及由自身選擇是否要進入區域中。以便攜手環為例，通過

手環底部的提示燈來瞭解區域健康的情況。 



⑱ 周景崇 

« 藝術介入治療 ”杭州 COVID-19防控康養實驗基地 莫干山森林康養實驗景觀

綜合設計 » 

 

設計說明： 

本方案以莫干山為設計目標載體，提出在“森林康養”為背景的現代景觀

研究視角下，結合傳統和現代醫療的森林康養模式，培育健康產業+防疫保健新

業態；同時通過對杭州 COVID-19防控康養實驗基地模式的設計，在設計中不同

的區域充分體現（健康空間＋藝術康養+中醫園藝）與（交互空間＋森林康養＋

雲智慧監測平臺）的療養性景觀設計模式，實現在 COVID-19防控康養實驗基地

模式下的設計落地。 



⑲ 王若 

« 雲上的信任—疫情促使“雲裳”宅生活 » 

 

 

設計說明： 

  結合“美樂童年”的案例實題實作，以“雲上的信任—疫情促使‘雲裳’宅

生活”為題，運用幾年來的資料研究企業“媒體景觀”的媒體制作推廣模型，用

於相應的前期產品開發和後期推廣營銷，以期構建新一代家庭的生活方式。 

 

  秉承寧波大學加大和提升產學研合作創新與促進力度的背景下，2016 年我

與“美樂童年”建立地方服務合作平臺“數字媒體研發中心”，該中心在幾年的

市場實戰中得到了相當可觀的數據與經驗，也為此次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數據支持。 

 



⑳ 王曉虎 

« 事件擾動下的社區生活圈動態及其適應性研究—以疫情中的 H 社區為例 » 

 

摘要：社區生活圈作為一種社區生態系統的空間範圍表達，當受到危機事件的擾

動會發生適應性變化。通過對疫情下社區生活圈的觀察統計，探討社區生活圈動

態發展趨勢，以 H 社區為例，發現事件擾動下社區生活圈正向一種收縮式自我

保護的生活圈模式發展，表明事件後社區生活圈的發展應該走向物理環境的更新

優化、社會環境的共治才能防止走向衰退，提出後事件下應推動事件為契機的城

市更新計畫作為社區空間發展應對策略。 

 

 

 學生課後感言  

•邢琨：在特殊的時間、背景下，以一門課作為開端，以一個獨特的視角作為學

習過程。許老師獨特的思維引領著我們，不再拘泥於設計的繁雜細節，亦不為設

計形式和行業限制所絆，而是回到本源去考慮如何腳踏實地的踐行著設計為人服

務這一理念。 

 

•楊子健：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

代。在這種特殊的時空，為了探尋設計的未知之路，許老師帶領我們一起跨越了

時間、地點、空間，沉浸於對設計的思考，探尋當中的脈絡，遙望一種得來不易

的憧憬。我們相信設計，所以思考設計。 

 

•王小琿：庚子之春，特殊時期，許老師與我們相聚在雲端課堂，共同探討新的

設計思考，提升我們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們的設計要有明確的功能導向，著眼于

民生所需，服務於構建更美好的生活。 

 

•姚旭鵬：許老師的課程讓我認識到了事件史學習對設計學研究的重要性，歷史

事件脈絡的多樣化延展也印證了長期存在的普世歷史觀。就如這場突如其來的

“疫情”，讓每個人深銘肺腑，同時也使設計生長出新的觸角。 

 

•梁冰：感謝許老師在特殊時期的特殊課堂上引我們深省，設計當少一些浮華，

多一份擔當，少一份居高臨下，多一份體察入微，共築一個“乾淨、優雅、安全

的設計未來”。 

 

•葉昱：感謝許老師的課程，讓我明白所有宏大的、長遠的、未來的設計思考，

都要基於對事物真相本身的還原，只有直面真相，積極的改變才會接踵而至！設

計的信任才會被重塑！醫護人員紀念空間就是希望打造一個披露殘酷真相，引發



人們冷靜思考，反思敬畏，緬懷展望的空間，它是一個理性設計思維下傳遞強烈

設計情緒的產物。 

 

•姚毓彬：儘管課程受到課程時限與疫情的影響，但在許老師的指導下，大家都

極盡全力地思考了“疫情之下，設計何如”，也讓我們意識到設計在面對不同社

會、自然等緊急危機時，應有所為，也可為。 

 

•陳美歡：許老師通過雲端課堂給我們展示了設計歷史的構成、設計實踐的過去，

並有力地指向設計的未來。“設計未來”應當是一組開放性的、可提升和可延續

的精神嚮往，它應當是更加乾淨、優雅、安全的。關心自然的存在就是關心人類

本身的未來。感謝許老師，讓我們對自己的專業認識、專業思考、專業發現再作

一次新的啟程。 

 

•李竹芳：許老師的雲端之課，將我們引領至雲端的高度，回望我們的設計，讓

我們不再局限於設計的細節與設計本身，而終以關乎於國家、關乎於人類命運的

視角來審視與瞻望。 

 

•王曉虎：許老師疫情中的雲端課，讓我們深深體會到設計永遠在路上，設計師

總是不斷在尋找社會的“風口浪尖”。生活的周圍讓我們總是無法平靜，這也讓

我體會到作為設計師要永遠常懷激動、充滿激情。感謝充滿激情的許老師。 

 

•韓湛寧：許老師向我們提出的要求，其實就是對設計師提出的責任與擔當。面

對如此艱難的疫情，如何去通過設計在防疫、生活、心理等諸多方面做出反應，

去解決問題、改變生活，甚至為社會提出解決方案。這既是課題要求，也是責任

和擔當。 

 

•孟剛：感謝許老師給了我們宏大的視野，讓我們這些設計工作者置身在大事件

的特殊時間節點上，重新思考和定義未來的設計。在未來世界，設計必將更加注

重人的安全和福祉，並讓我們敬畏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價值。美好的事物永遠是

一劑治療的良藥…… 

 

•姬益波：許老師課程內容信息量大，且強調設計的社會責任與價值，他從保羅：

高更的作品《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這樣的世紀之問開始，

逐步導入設計與人類、設計與社會、設計與文化的關係，抽絲剝繭使我們重新思

考設計的價值及意義，思考設計的本質，探究設計應該如何解決人類的困境。 

 

•王澤猛：我印象最深的是許老師所提出的關於“事件史”的觀點。今天，我們

身處事件之中也無法客觀、全面認識事件。所以我們所看到的事件史其實都是撰



寫人的事件史。對於研究者來說，要想全面客觀地把握事件就必須多角度觀察事

件，通過不同的學科描述還原事件的真相，我想這是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 

 

•陳錚：疫情仍在繼續，在自我努力踐行公民責任的同時，許老師的課程使得我

們每一位設計師真正思考設計對於社會的意義，投身這次正在發生的歷史事件中。 

 

•孫菱：該課程使我們感受到設計應是善意的，設計師們當形成一個具有共同信

仰與追求的群體，他們將致力於提高人類生命的品質而努力，使設計環境形成一

個乾淨、優雅、安全、可持續、有品質美好未來。 

 

•趙志勇：許老師為我們講授的«設計理論與實踐»高階課程以特殊事件為切入點

進行匠心設計，把宏大理論和微觀實踐無痕銜接，解答了我在理論與實踐關係問

題上的長期困惑，於我而言，是一次專業再發現途中的‘大事件’。 

 

•陸娟：許老師的課足以讓每一位設計從業者產生反思。“信任”與“脆弱”是

設計師當下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疫情之後設計是否可以改變人們以往的生活方

式？我想設計師們將用實際行動來回答。 

 

•周景崇：乾淨、優雅、安全的設計未來------照顧了各種社會階層的需求，設計

有責任協助人們建立安全、和諧、乾淨和健康的家園。這句話可以寫進中國的設

計宣言。 

 

•王若：有幸在非常時期雲間上許老師的課，感受更不一樣，許老師給予了我作

為一名教師和設計者應具備的家國情懷和專業素質，致廣大而盡精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