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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美术基础》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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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大学动画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摘要】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为思政主线，战斗故事与历史点滴以素材形式融入教育内容，让学生知史明理、以史为鉴。以学

生为中心，从素材选择与制作过程中，培养学生知法、懂法、遵纪守法的公民法律意识与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

界观，培养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培养社会责任感与文化自信，树立服务一方、成为国之栋梁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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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基础》作为高等职业院校设计类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

用来提升学生欣赏美、表达美、创造美能力，担负着启迪学生设

计思维、培养传达设计信息内容能力的重要任务。《美术基础》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要明确 [1]“课程思政实质是一种课程观，不

是增开一门课，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

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培养方式、方法适合当代大学生的需求。

课程教学过程思政设计，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展现

设计能力出发，设计出“一加多点”的课程模式。

《美术基础》是一门为培养设计类人才打基础的课程 [2]，设

计工作者作为文化的传播者，信息的表现者，生活的美化者。培

养爱党、爱国、三观端正，职业技能强又具备良好的设计理念与

高尚审美情趣的未来设计师，为国家、行业做正面、积极、合法

宣传工作，从基础课做起很有必要。为了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学

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课程思政教学的设计要适合专业和人

才的需求，从生活、学习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发掘，即盐溶于水，

行之有效，也能更好地培养对这一地方的了解、热爱，从而树立

学有所长、服务家乡的赤子之心，对地方培养专业人才，留住人

才有着长远意义。因此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思政教学中的挖掘与课

程设计探索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一、充分挖掘地方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

牡丹江地处东北地区，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且旅

游资源丰富，素有“塞外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抗日战争

时期留下了数不尽的英雄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着力发展粮食生

产，解决国人口粮问题，贡献力量，成为东北小粮仓；随着经济

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镜泊胜景、冰雪文化、特色旅游又

为国人奉上精神补给。

1. 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为思政主线，发掘牡丹江英雄故事、

红色旅游基地、红色教育纪念馆项目等，梳理八女投江、杨子荣、

张闻天、马骏、智取威虎山、东北抗联等战斗故事与历史点滴以

素材形式融入教育内容，让学生知史明理、以史为鉴。

2. 以学生为中心，从素材选择与制作过程中，培养学生知法、

懂法、遵纪守法的公民法律意识与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培养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

挖掘红色基因传承——抗联精神宣传；绿色生态文明 -- 原

始地下森林与镜泊胜景；蓝色高新科技——VR 数字技术服务地

区项目；金色现代农业——新时代智慧农业乡村；银色冰雪文

化——雪乡、雪堡与冰雪文化产品的“五色教育”，以新旧社会

对比，新世纪人民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全面展现现代牡

丹江的新生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

家国情怀：发掘牡丹江当地优秀风景、特产与民俗文化，展

现最美牡丹江、最有特色牡丹江、最有趣的牡丹江，培养爱家、

爱国的家国情怀。

世界第二大火山堰塞湖镜泊湖、中国现存的最大一块完好的

火山岩湿地湖紫菱湖、地下森林、雪乡等四季风景各有千秋，五

色景象尽迷人眼，打造最美牡丹江；发掘整理牡丹江民俗文化、

特色农副产品，打造最有特色最有味道的牡丹江；民俗游戏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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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打造别人没见过的有趣牡丹江。这样的牡丹江不能让人不爱，

学生的爱国、家国情怀也能得到培养。

法治与道德修养：以政治认同与家国情怀中梳理的内容，协

助在建项目、设计宣传项目，参与旅发大会创意征集等地区文

化资源进行教学思政融入设计，过程中强化广告法、宪法和地

方文明公约与条例，宣传培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与文化修养等。

3. 培养社会责任感与文化自信，树立服务一方、成为国之

栋梁的理想目标。发掘为服务地方，建设家园努力工作的优秀

工作者、劳动模范，发掘优秀民族传承文化、传统工艺与传承

故事，讲优秀传统文化。面对新时代教育，进行职业道德教育、

工匠精神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的劳动教育。

展现牡丹江少数民族生活发展情景，体现国家多民族共融、

包容发展的大国政治。共建文明城的人民素养与生活状态，体

现文化与道德、法制在文明社会的作用。

二、课程融入特色与方法

1. 结合地方特色文化内容设计教学项目，项目选择即思政，

融合整个教学过程，打造课前、课上和课下三条主线，以爱国

主义、五色教育、中华传统文化，配合美育和职业精神等，完

善整个教育过程。

2. 技能服务于社会，感受学习价值。

以社会服务、公益广告，感受社会责任。教学过程、实践过程、

项目生产过程多元融合，边学习、边实践、边创业。项目推进

过程感受技能与价值转换，在地方社会服务项目中培养家国情

怀。

3. 职业素养育全程，培养职业人才

人培设计、课程标准、教学环节融入职业素质、职业标准、

职业道德规范等，教学过程严格要求、细化标准、规范操作，

培养遵守职业规范、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具有开

拓创新精神的新时代职业人才。

4.“互联网”+ 技术 + 教育，让课堂层次丰富、立体多维度。

用科技手段提升教学质量，用科技力量提升学习动力，用互联

网科学技术监管教学全过程，强化过程管理，实现科学量化教

育效果。

三、知识体系整合与思政融入分析

1. 梳理《美术基础》课程知识点，依据功能作用，结合地

区文化资源设计承载项目，进行知识传授，并融入思政教育。

《美术基础》是一门了杂合性比较强的专业基础课，课程

包含了艺术赏析、素描基础、透视基础、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立体构成、版式编排、图案设计、字体设计等多种专业基础知识。

整个课程知识点，以设计工作中常需解决的问题与知识的

功能作用，划分为五个模块。

模块一：给我一个平面，打造一个空间。

通过对二维平面中空间的塑造、层次的打造以及形体体积

关系的处理，进行项目设计。整个模块围绕中东铁路博物馆和七

里地第一党支部以书签或明信片为载体进行文创产品设计。教

学中通过铁轨透视线条打造构图空间、分析馆藏火车与现代高

铁结构形体关系对比，不同质感、不同结构的明暗素描关系与

结构组合关系几部分，分析整合《美术基础》知识有效组合支

撑项目设计。解决多主题、多版面、多风格设计中的构图、形

体明暗结构与质感塑造、空间划分与虚实对比、主次内容层次

的处理等多个问题，完成主题文创产品设计。教学过程注意中

东铁路周边的典型俄式建筑风格分析与欣赏，产品设计中注重

素材背后故事的传递，让学生在学习与设计实践过程中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与历史教育、美育教育。

模块二：用元素讲故事，打造合理构图。

通过对画面构图中的分割、层次、信息传递、色彩运用进

行主题版式构图项目设计。整个模块围绕最美风景牡丹江、科

学探索牡丹江、历史博览牡丹江为主题设计，以日历为载体进

行文创产品设计，通过收集、分析与应用镜泊胜景、地下森林、

少数民族风情、渤海国都城遗址、东宁要塞遗址、人民空军东

北老航校旧址、雪乡等古迹胜景素材，设计制作主题 12 月日历，

制作过程中通过对画面构图的分割、素材色彩、层次的处理，

分析项目中包含的形式美的原理、分割构图、色彩的认识与对比、

色彩的象征意义、色彩与心理以及常用版式构图认识等《美术

基础》知识点的应用。展开教学内容组织。通过欣赏，让学生

在一个个历史故事中、一页页自然美景中、一个个欢快的民俗

场景中，感受祖国之美，家乡之美，缅怀历史英雄与事迹、感

受古今牡丹江的变化与发展，进行家国情怀教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教育、美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

模块三：用会表演的文字，打造创意标题

通过对标题字、装饰字以及说明文字的选择应用、重点标

题字创意设计展开应用项目设计，整个模块围绕中国牡丹江第

四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雪乡开园以及雪堡开幕进行海报字体

部分的应用与设计，分析选择恰当的说明性字体，了解掌握字

体的发展过程、感受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分析艺术字体结构特征，

结合主题创意学习字体创意方式方法等《美术基础》知识点支

撑项目制作与设计。项目执行过程渗透冰雪之美、冰雪艺术的

创作过程与为牡丹江发展贡献力量的思政教育。了解牡丹江人

民的“冷与热”、了解冰雪精神、了解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服务家乡的社会责任感，渗透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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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工匠精神以及美育教育。

模块四：图案创意无限，设计无所不能

围绕学生图案设计能力，培养学生项目实践能力，通过“VR

八女投江展馆”“马骏纪念馆”“张闻天工作室”若干专业社会服

务项目中的标志、按钮、图案的更新、设计、维护，进行教学内

容展开。整合了图形设计基础、标志设计、UI 按钮设计、重复构成、

肌理构成以及图案创意方法等《美术基础》知识点。项目设计过

程，沉浸在历史展馆中，感受战争历史、聆听英雄故事、触摸历

史痕迹，针对不同的设计需要进行对风格化、功能性设计，让学

生感受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爱国之心、新旧社会对比的幸

福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自信以及制度自信。并在项目进行

过程中，进行劳动教育，强化职业教育、行业标准，工匠精神。

模块五：无敌组合，设计全实战

1. 组织设计以培养学生全面应用能力为目标的设计实战项

目，融汇《美术基础》课上透视与空间、色彩应用、构成艺术、

图案设计、字体设计、版面设计等多而杂的相关知识点，通过牡

丹江地区特产的商业广告项目、牡丹江题材影视作品海报项目、

创建文明城主题的公益广告项目、牡丹江传统历史故事书籍封面

项目、以振兴牡丹江发展牡丹江的龙头企业为内容的企业宣传版

面项目。让学生从了解设计内容开始，主动探索文化与资源带来

的思政教育，在设计的过程中锻炼学生技能的同时，了解牡丹江

特色，服务牡丹江发展，宣传牡丹江城市，培养了职业精神与素

养，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做合格、合法的设计人；在劳动过程中

收获人生价值与劳动价值，形成良好的职业体验过程。

2. 课程教学过程思政设计，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展现设计能力出发，设计出“一加多点”的课程模式，包括一个

经典赏析、配课中多个素材美育分析；一个模块化课上项目设计，

配多个课下能力拓展项目；一个在岗学生的实际问题分析，配合

多个解决方案，掌握多个支撑知识点的设计。整个过程从赏析美

育教育、项目主题选择思政、制作过程强化素质与职业道道，素

材选择分析思政、团队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等多个方面配合教学项

目设计进行思政渗透，从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出发，融入课程设计

的每一个细节，达到教学全程育人；课上、课下、线上、线下、

学习生活全方位育人；课上 + 拓展项目设计实施，学校、家庭、

社会、学生共同参与育人过程。从培养学生能力出发，提高审美

与分析美的能力，提升分析讨论问题的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掌

握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理论支撑点，利用拓展项目设计进行举一反

三，多手段、多维度强化应用训练，达到能力与思想双培养。技

能与德行双提高。

3. 美育融入，化有形为无形，典型分析、时刻常伴，细节指

导、点滴融入。培养作品美、心灵美、行为美、品德高尚的新时

代设计师。做好设计生产者培养，把好设计出口关。

四、课程思政融入效果与教学反思

（一）课程思政融入效果

1. 思政与教学形成双向哺育，围绕学生培养这个中心，选择

地区文化资源思政相关内容设计项目，承载教学内容，形成任务

驱动式的教学模式，教学目标与形式明确；在教学知识讲授过程

与问题解决分析中，引入身边、本地区文化资源中思政元素，以

思政元素典型化分析解决教学问题，生动、亲切有效。

2. 推动地区文化资源的推广与传播，让学生通过《美术基础》

课程相关知识学习的同时，更加了解本地区旅游、特产、历史、

民俗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

培养能服务地区、服务社会的国家栋梁之材。

3. 通过具体、可操作、可感知的地区文化资源项目的实践，

对提高职业技能，培养职业精神，提升社会责任感，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与人生观有着积极作用。

（二）课程教学反思

一是加强与思政教师交流，与行业企业合作，形成结构合理

的师资团队，对专业课教师思政元素挖掘与课程思政融入途径，

行业标准与职业道德培养有着积极作用，逐步完善专业课的课程

思政教育，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的要求及时指导和纠正。

二是加强思政融入内容与方式巧思设计，教师以积极、昂扬

的精神感染人，以精巧的设计教育人，以画入心、以美育人、以

事感人、以情动人。加强学生分析与行业分析，把握好“精雕细

刻”完美育人的教学理念。

“育人”先“育德”，注重传道授业解惑、育人育才的有机统

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将地方文

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教学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地方

培养人、为社会培养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以地方资源滋养

人才培养过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注重加强对学生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

极引导当代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

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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