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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研究 
王  伟 

（陇东学院 艺术学院  甘肃庆阳  745000） 

【摘  要】作为课程的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务必要讨论它的课程思政问题。红色文化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结合，

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课程思政，提供了诸多的实践资源。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课程思政，要关注文化创意产品的

红色特性、实用性、新技术等问题。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有：思政教学目标和过程性考核要求的制定、

以赛促学、校企合作+第二课堂、创新创业项目+创意集市、参与老师项目等方法与途经。 

【关键词】红色文化；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课程思政；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
。过去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与专业教育缺乏有效的交叉与融合，之间存在着很多分

歧，我们要打破这种现象，将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全方位的

贯彻到课堂教学中。 

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课程思政的核心是通过对红色

文化元素的挖掘与应用，提升同学们的思政教育。通过产品

背后的红色故事，打造富有文化内涵的创意产品。将红色文

化引入到文创产品设计中，不仅带动红色文创产业的发展，

也锻炼了学生们对抽象文化元素的视觉转化能力，同时也塑

造他们正确的红色主流价值观。 

一、红色文化与红色文化创意产品概述 

“红色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

斗争中形成的精神文化结晶，是涵盖不同历史阶段红色文化

具体形态的综合性、集成性概念。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

代创造的，蕴含着丰富红色资源与厚重文化内涵的先进文化

形态”
[2]
。“习近平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

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
[3]
。丰富的红色资源库，为课程

思政教育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文创产品即文化创意产品，是以物质产品为载体的精

神消费产品。产品以文化创意内容和硬件载体作为最终形

态。红色文创产品是文创产品的一个种类，既有实体形态，

又有虚拟形式”
[4]
，实体是红色文创产品，虚体是文创背后

的红色文化。“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精髓与内涵，并融入

专业课程实践中，是实现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

径”
[5]
。红色文化创意设计是红色资源的二次开发与利用，

既可以普及红色革命历史知识，又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还能推动中国红色文化产业的精神塑造。红色文创产品

在市场上深受欢迎，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文化消费品。 

二、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思政教育理念 

图像时代，大众审美需求不断提高，红色文创产品设计

应该融合时代特征，符合现代审美特征，焕发新的光彩。如

果产品在具备较高实用性、艺术性的同时，实现文化信息快

速传递，则能够为产品销售和红色文化传播提供良好的支

撑。为此需要关注如下三个方面： 

（一）关注产品的红色文化特性 

红色文化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是共产党先辈们百年历史

奋斗的精神凝聚。从红船的初心，到抗日战争，再到改革开

放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红色文化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

是中国人民主流文化的代表。“红色文化的特性为设计课程

的思政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
[6]
。在红色文创产品设

计中，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属性不能偏离红色主旋律，坚决反

对借用红色文化的平台做不文明的事情。例如，在文创课程

采风和写生实践中，专业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学校所处地区

的红色革命基地调研、瞻仰革命遗址、拍摄资料、购买红色

书籍、听取工作人员的讲解等，回校以后采用丰富多样的创

意形式进行设计制作，进而潜移默化地开展了全方位的课程

思政教育。 

（二）关注产品的实用性 

“如果产品重于形式而忽视功能，那么很可能短时间内

被市场淘汰”
[7]
，因此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首先需要关

注产品的功能实用性，其次考虑外在形式与红色文化的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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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例如瑞金红色文创产品“‘红井泉’‘舀水勺’，实用性

很强，既是艺术摆件也是笔筒，在使用过程中，自然想到‘吃

水不忘挖井人’的红色故事”
[8]
。所以在开始红色文创设计

前，要加强学生思政教育的引导，把设计核心方向定位在人

民实际需求上面。不断优化产品形式，真正做到实用、美观、

文化内涵的无缝融合。这样产品才能打动人的情感，才能唤

起革命时代的社会记忆，才能实现教育意义的传播。 

（三）关注产品的新技术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很难打动受众，因

此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思政教育更应该保持与时俱进。红色文

创产品设计一定要重视新技术的应用，要根据市场趋势，不

断升级设计创意。例如“运用新技术制作的红色革命事迹立

体书籍，3D 打印技术下的立体革命遗址，大数据导入的红

色革命智能机器人、游戏形式的虚拟文创等，让各个阶层的

消费者都难以抗拒”
[9]
。这种借助新技术、新模式的文创产

品，传递思政教育更有效，也更容易让学生接受。 

三、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在当下体验经济时代，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创产品

背后的文化属性，关注消费过程带给人们的体验与感受”
[10]
，

也就是借“物”唤“情”，“情”就是产品的非物质属性，也

是文创设计课程思政研究的重点。当然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很

复杂，本文结合教学实践，从五方面进行路径探索。 

（一）思政教学目标和过程性考核要求的制定 

“文创设计课程思政的原则，主要是唤醒学生内心需

求、社会的认知和价值观的塑造”
[11]
。在教学实践中必须树

立教书育人的理念，强调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

相互统一。在文创产品设计课程中，不仅要确立课程教学目

标，更要制定明确的思政教育目标和过程性考核要求。以思

政教育目标为依托，专业课教师主动挖掘教学内容中存在的

思政元素，围绕每一章节的知识点详细备课思政教育知识，

特别是二者之间穿插关系，最好做到自然融入。随着教学实

践的不断深入，最终完成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深度结合。例

如，我在红色文创设计课程期末考核中，要求每一位学生利

用 ppt 阐述作品的创意和创作过程，尤其产品所要表达文化

内涵，同学们从资料查询、材料整理、创意构思、设计草图

到后期的电脑完成稿，讲的非常精彩，也让人很感动。后期

我还进行了一次红色文创产品课程思政反馈意见的统计，大

多数同学很赞同我的教学方法。 

（二）以赛促学 

设计专业中的以赛促学，“通俗地说，就是以参加设计

竞赛为中心所开展系列性的艺术设计教学活动”
[12]
。在红色

文创设计课程中，以专题的形式把设计比赛引入到课堂中

来，集中对红色主题设计进行辅导，在辅导的过程中自然的

融入了思政教育。例如甘肃省教育厅每年主办的“人文甘肃”

艺术设计大赛，多数同学们以甘肃红色文化和地域文化为主

题进行设计创作，我主要从设计的画面形式与所表达的文化

含义进行引导式辅导，教学效果良好。通过设计比赛发现同

学们的上课积极性提高了，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了。后期一些同学用自己的红色文创作品参加了 2022 年全

国米兰设计周比赛，1 人获得了一等奖，2 人获得了三等奖

的好成绩。当然设计比赛不仅仅是为了获奖，更重要的是通

过比赛培养有情怀、有点担当、有文化的复合型人才。 

（三）校企合作+第二课堂 

“提高设计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实行校企合作。学校应该

多与企业交流，了解企业的需要，实现校企资源共享及相互

促进的‘产学研一体化’”
[13]
。在实际教学中，可以考虑在

课堂教学中，引入社会资源，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打造课

程思政第二课堂。例如，由庆阳市文旅局牵头，2022 年我

院设计系师生与庆阳凌云服饰有限公司合作设计的南梁红

色文创设计产品，受到了庆阳市政府的表扬，选中作品的同

学，得到了 1500 元设计费奖励。在这过程中，由政府出面

带领我们学习了很多市面没有的文献资料，看到了保存已久

的视频资料，见到了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听他们讲自己和

战友们的红色故事，他们的事迹和经历深深感染了每一位同

学。一学期和企业合作的实践锻炼，同学们精神面貌变化很

大，干事冲劲也很强。不用说课程思政教育得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四）创新创业项目+创意集市 

“专业教育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是加快人才培养

的技能基础，创新创业教育作 

为专业教育的实践教育，是深化人才培养的必然之举。”

[14]
大学生思维敏捷、创新意识强，内在条件基础好，通过创

新创业项目的锻炼，大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加深对思政教育的

理解，培养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社

会责任感。例如高智杰同学的创新创业项目，“甘肃红色文

化图像在地域产品设计中融合共享”，项目书写的好，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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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方案、项目目标、项目内容、项目收益与项目的风险管控

等，每一处都落到了实处，后来这个项目冲出了学校，获得

省级项目立项。后期通过校园创意集市进行线下红色文创销

售，效果反馈不错，无意识在全校拓展了思政教育。 

（五）参与老师项目 

“在人才培养上，很多高校的设计专业只强调学术研

究，教师惯于各自为阵、协同意识薄弱，对科研团队的工作

方式不习惯，过分地关注自己的科研工作，无形中降低了学

生实践能力 ”
[15]

。但如果让学生参加老师的的科研，学生

不仅可以学到专业知识，还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思维

水平、协作能力和责任担当精神，以更好的综合素质和思想

意识，融入到将来工作实践中。例如我主持教育厅项目“视

觉艺术设计中的南梁精神研究”“数字媒体赋能：庆阳红色

旅游网站数字交互静态界面设计研究”，都是红色主题实践

项目，有十位同学参与了项目实践，从市场调研、创意构思，

产品电脑设计、网站设计、论文发表和结项报告的撰写，同

学们学到很多知识。其中有 1 位同学考取了研究生，据她说

她的考研动力主要来自于前期的项目参与。因此让学生参与

老师项目，让思政教育落到实处，锻炼老师也锻炼了学生。 

结语 

课堂教学、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的结合，是课堂教育教

学的先进理念。同样，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课堂教学，

需要这一先进理念的指导，即构成“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课程思政”的学术议题。无疑，对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课

程思政之实践路径的研究，是讨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课

程思政的关键所在。基于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思政教育理

念与红色文化理论内在联系的深度思考，本研究提出了五方

面的实践路径，即：思政教学目标和过程性考核要求的制定、

以赛促学、校企合作+第二课堂、创新创业项目+创意集市、

参与老师项目。通过红色文化的巧妙切入，提高高校设计类

课程思政效果，实现学生专业能力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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