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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模式在《陶瓷设计与制作》中的应用研究
苏海风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137）

摘要：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教学模式为《陶瓷设计与制作》课程改革注入了活力，3D 打印技术、混合式教学和数

位板等成为信息化教学的“主角”。高职《陶瓷设计与制作》教师要树立“互联网+”教育思维，利用学习通APP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构建智慧课堂；精心制作微课，讲解陶瓷设计要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利用 3D 打印技术开展陶瓷设计和制作教学，鼓励学

生自主创作；利用数位板开展教学，鼓励学生设计陶瓷艺术品，提升他们设计能力；开展陶瓷文创产品设计教学，利用微课群分享文创

设计案例，进一步提升《陶瓷设计与制作》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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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化教学模式在《陶瓷设计与制作》中的应用优势

（一）有利于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

信息化教学模式为《陶瓷设计与制作》教师提供了更多选择，

便于他们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混合式教学、陶泥 3D 打印技术和数位

板等开展教学，有利于打破空间、时间限制，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

从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可以开展混合式教学，利用线

上直播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线上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满足

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还可以针对线上学生留言、错题开展线下

精准教学，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便于他们线下自主回看线上教

学视频，提升他们学习能力。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设计灵感

信息化教学模式有利于促进传统陶瓷艺术和现代艺术设计的

融合，通过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碰撞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设计灵感，

指导他们利用数位板绘制陶瓷文创用品设计图，引导他们利用陶

泥 3D 打印机制作陶瓷文创用品，进一步提升他们陶瓷设计与制作

能力。同时，信息技术可以加深学生对陶瓷烧制、图案绘制等传

统手工艺术的了解，进一步激发他们对传统艺术的热爱，让他们

把陶瓷艺术融入文创设计、海报设计和工业设计中，更好地弘扬

传统艺术。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设计软件操作能力

随着 3D Max、Photo shop、Illustrator 等设计软件逐步普及，

工业设计、艺术设计方式发生了转变，对学生设计软件操作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职《陶瓷设计与制作》教师要积极推动信息

化教学改革，利用微课录制各类设计软件操作教程，详细讲解 3D 

Max、Photo shop、Illustrator 等软件操作模块功能、绘图步骤，让

学生课下利用三维软件完成产品建模，再用陶泥 3D 打印机完成模

型制作，让他们体验陶瓷制作过程，进一步提升他们设计类软件

操作能力。

（四）有利于构建智慧课堂

“互联网 +”教育模式下，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陶泥 3D 打印

等引领了新一轮高职院校教育信息化改革，创新了传统信息化教

学模式，旨在搭建“空中云课堂”，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加

快构建智慧课堂，从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教师要立足《陶

瓷设计与制作》课程特点，以构建智慧课堂为目标，利用数位板

开展手绘教学，激发学生绘画积极性，利用陶泥 3D 打印机开展陶

瓷设计与制作教学，锻炼学生设计能力和操作能力，师生携手构

建智慧课堂。

二、信息化教学模式在《陶瓷设计与制作》中的应用现状

（一）信息化教学模式单一

随着教育信息化不断深化，信息技术在《陶瓷设计与制作》

课程教学中的渗透越来越深入，但是由于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参

差不齐，导致信息化教学模式单一，难以发挥出信息化教学优势。

部分教师局限于 PPT 制作、微课剪辑，忽略了学习混合式教学模式、

虚拟仿真技术等新型信息化教学模式，数位板、陶泥 3D 打印机和

学习通 APP 使用频率很低，单一的信息化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

（二）3D 打印设备数量有限

陶泥 3D 打印机造价昂贵，因此，学校配置的 3D 打印设备数

量有限，很多时候只能多个学生操作一台机器，独立操作的机会

并不多，这导致很多学生陶泥 3D 打印技术的了解停留在理论层面，

缺少陶泥 3D 打印设备操作经验，难以利用陶泥 3D 打印技术来设

计和制作陶瓷艺术品。由于陶泥 3D 打印机有限，教师在《陶瓷设

计与制作》教学难以“大展拳脚”，陶瓷文创设计、陶瓷图案设

计等实训教学难以有效开展，影响了学生艺术设计能力发展。

（三）学生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

由于家庭经济水平、生源地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

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 3D 

Max、Photo shop、Illustrator 等设计软件操作能力参差不齐，有的

学生无法熟练利用这些软件来绘制设计图，有的学生则可以快速

设计平面图纸、建立三维模型。第二，学生对超星学习通 APP 操

作不太熟练，线上教学很少和老师、同学进行互动，线下很少主

动下载、回看线上教学视频，影响了自主学习效率。

（四）智慧课堂建设缓慢

互联网时代下，智慧课堂成为教育信息化改革必然趋势，

但是《陶瓷设计与制作》课程智慧课堂建设却比较缓慢，这主要

是由于部分教师智慧课堂建设路径比较单一，依赖于利用学习通

APP 来构建智慧课堂，忽略了利用陶泥 3D 打印技术、数位板等推

进智慧课堂建设，拖慢了智慧课堂建设步伐。此外，部分教师没

有平衡好线上线下教学时间，导致线上与线下教学内容脱节，线

下教学中没有及时解决线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课内外教

学质量。

三、信息化教学模式在《陶瓷设计与制作》中的应用路径

（一）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构建智慧课堂

教师要积极学习超星学习通 APP 操作技能，积极开展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实施动态化教学，构建

智慧课堂。例如教师在讲解岭南文化视觉形式特征相关知识时，

可以提前录制岭南文化微课、布置预习作业，并把视频和作业上

传到学习通平台上，便于学生线上预习、上传预习作业与学习反馈，

根据学生反馈数据及时调整线上教学内容。线上教学中，教师可

以先带领学生分析熟悉岭南文化的形式特征，让他们线上分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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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搜集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福佬文化的资料，并和学生进行

线上连麦互动，引导他们利用“头脑风暴法”完成岭南文化思维

导图设计，进一步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线下教学中，教师

可以重点讲解学生错题，为学生讲解岭南文化视觉特征和视觉传

达设计要点，并导入岭南文化主题文创产品设计图，鼓励他们把

岭南文化元素融入陶瓷设计中，进一步促进线上线下教学衔接，

加快智慧课堂建设。

（二）精心制作微课视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陶瓷设计与制作》是工业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有利于提

升学生艺术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引导他们把陶瓷艺术融入现代

工业设计中，进一步提高他们综合能力。首先，教师要根据《陶

瓷设计与制作》课程单元教学重点制作微课，建立数字化教学资

源库，既可以为混合式教学提供优质素材，又可以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可以录制各

类设计软件操作教程，详细讲解 Rhino6.0、Keyshot 渲染、CAD、

Coreldraw 和 PS 后期处理软件各个模块功能、操作步骤，并在视

频中添加文字说明，帮助学生尽快熟悉各类设计软件操作要领，

为后续陶瓷设计与制作教学奠定良好基础。其次，教师可以录制

陶瓷设计与制作实训教学视频，深入讲解陶瓷 3D 建模过程，引导

学生把平面设计图转化为 3D 模型，并灵活调整陶瓷图案颜色、线

条、图案等要素，激发学生自主设计积极性，引导他们根据微课

绘制陶瓷设计图，加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激发他们设计灵感，

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微课可以丰富《陶瓷设计与制作》课程数字

化教学资源，便于学生自主下载浏览视频，科学指导他们自主学习，

从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三）利用 3D 打印技术，提升学生创造能力

第一，教师可以利用陶泥 3D 打印机开展实训教学，指导学

生先利用三维软件绘制陶瓷作品设计图，完成 3D 建模，再引导他

们在陶泥 3D 打印机上完成模型制作，解决当前陶瓷设计与制作材

料成本高、制作周期长等实践难题，让没有陶瓷设计与烧制经验

的学生也可以完成设计，加深他们对陶瓷产品从设计、制作成型

的创作过程，有利于提升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第二，教师

可以布置陶瓷主题实训教学，鼓励学生开展小组合作，让他们利

用陶泥 3D 打印技术制作陶瓷作品，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有

的小组从青花瓷中获得灵感，设计了青花瓷桌面屏风，屏风上设

计了写意山水画图案，增添了屏风艺术气息，更符合年轻人艺术

审美需求。此外，教师可以引导各个小组开展互评，让他们对其

他小组设计创意、3D 模型制作等进行点评，活跃课堂氛围，最后

再对学生作品进行点评，肯定他们的设计创意，指出他们设计中

可以改进的地方，培养他们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开拓创新的工

匠精神，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四）数位板开展教学，提高学生设计能力

数位板是一种全新的信息化绘图设备，有利于创新手绘教学

模式，便于学生尝试不同颜色、线条搭配，灵活调整设计图纸，

有效提升学生手绘水平，同时便于学生通过微信端把设计草图及

时发给导师，及时调整设计草图，从而提升他们的设计能力。例

如教师可以布置岭南元素图案设计与绘制任务，要求学生利用数

位板绘制 5 张醒狮作品设计图，并设计一张融入醒狮文化元素的

产品设计图，创新手绘教学，激发学生设计灵感。学生可以在数

位板上下载常用的 painter、PS 等软件，先确定好自己想画的尺寸，

在数位板上勾勒出醒狮的基本轮廓、造型草图，然后在这个草图

的基础上绘制新草图，在画新一层草图时可以在原草图上增加一

层，然后选择剪贴图层蒙版，在新增的一层上全部填充任意颜色，

更好地区分新旧两层草图，再利用喷枪、水彩笔等工具上色，为

了让草图线条更加流畅、自然，可以利用钢笔来线描，完成醒狮

设计图手绘任务。在完成醒狮设计图纸任务后，学生可以在数位

板上把设计草图发送给导师，便于导师进行线上指导，指出手绘

草图纸需要改进的地方，进一步提升学生手绘能力和陶瓷设计能

力。

（五）创办微信学习群，拓展文创设计教学

《陶瓷设计与制作》教师要积极创办微信群，一方面可以向

学生推送工业设计、文创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等素材，丰富学生

专业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可以分享学生优秀设计作品，创新文创

设计教学模式，进一步激发学生设计灵感。例如教师可以在微信

群推送牛灯陶器设计图，介绍我校与企业共建的佛山市禅城区易

和堂陶瓷艺术工作室，分享牛灯陶器设计图纸、展示视频，引导

学生鉴赏这一文创设计作品，并鼓励他们根据这一作品设计文创

作品。首先，教师可以在微信群内上传艺术工作室牛灯陶器图纸

和展示视频，“双导师”创作过程，便于学生在手机、平板上浏

览或下载相关视频，鼓励他们进行群内讨论，激发他们课下自主

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他们学习能力。学生可以在微信群内分

析牛灯陶器使用的原材料、造型艺术和雕刻技艺，尝试复刻这一

作品，深刻感受陶瓷艺术与文创设计的深度融合。其次，教师可

以在微信群分享班级学生优秀设计案例，上传优秀设计图、文创

作品 3D 模型等，引导学生线上鉴赏这些优秀作品，促进学生之间

的艺术切磋，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全身心投入陶瓷

设计与制作学习中，提升他们综合能力，发挥出《陶瓷设计与制作》

课程优势。此外，陶瓷艺术工作室可以指导学生国家非遗醒狮文

创陶器，指导学生利用醒狮中的云头如意纹、火纹、唐草纹和草

尾纹来设计醒狮杯子、瓷盘等文创用品图案，手把手指导学生利

用手拉胚、雕刻、贴塑翻模印制技艺来制作醒狮文创用品，提升

他们的设计能力。

四、结语

总之，《陶瓷设计与制作》课程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引导他们把陶瓷艺术融入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平面设计、

工业设计和文创设计中，进一步激发学生设计灵感，提升他们陶

瓷设计与制作能力。同时，教师要积极推进信息化教学改革，利

用学习通 APP 开展混合式教学，围绕教学重难点制作微课，构建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满足学生学习需求，构建智慧课堂，利用数

位板、陶泥 3D 打印机开展手绘、陶瓷设计与制作教学，锻炼学生

绘图能力和动手能力，让他们体验陶瓷作品设计与制作带来的快

乐，让信息技术激活《陶瓷设计与制作》课堂，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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