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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如何
将做人做事的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民族复
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到各类课程教学之中成为了高校教师需要认
真研究的课题。通过同心·战疫主题海报设计，潜移默化的将
德育课程全面覆盖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从而构建新的教学
模式。

1 同心·战疫”主题海报设计背景
乙亥庚子春节，正当人民阖家团圆，共度新春佳节之际，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猝然而至，从武汉迅速蔓延
全国，让整个社会按下了“暂停键”。值此关键时刻，党中
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出关键战略部署，打响了一场
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医务工
作者到普通市民，社会各界守望相助、勠力同心，共同谱写了
一曲全民族乃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乐章。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在这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
重要时刻，作为艺术设计专业的师生，自然也感同身受。无论是
白衣执甲的逆行出征，抑或是中国军人的闻令而动，还是普通市
民的志愿精神等等，无一不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宝库和源泉。艺术
设计的学生用设计的力量、用专业所长为战疫情鼓与呼，以艺术
的形式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2 同心·战疫”主题海报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案例设计思路坚持“社会即课堂、生活即教育”艺术设

计理念，以战疫情这一生动的教学素材为出题开展“同心·战疫”
主题海报设计，以疫情防控中的“宣传动员”“在线学习”“防疫
知识”“致敬英雄”“人与自然”“战疫决心”“八方支援”“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领域作为学生创作的主题，也是学生课程思政的切
入点和立足点，并将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在课前，让学生搜集
战疫的案例、视频和作品，积累素材；通过课中的分享和头脑风
暴，让学生进一步明晰创作的主题选择、表达的方式和途径，提
升作品的思想性；课后通过点评、互评等手段帮助打磨作品，精
选优秀作品参加“2020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广告设计竞赛”，以
赛促学、以赛促教，实现课赛融通。通过战疫主题创作，不仅可
以引导学生了解病毒的危害，掌握防控疫情的方法，培养其敬畏
生命的意识；还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平面广告设计技能，学习战

“疫”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和强烈家国情怀、必胜的信念、担当奉献
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坚定前行的勇气、顽强不屈的意志、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超高的专业素质，让学生积极应对困难，懂得珍
爱生命。让学生通过“同心·战疫”的海报创作，传播抗疫知识、
宣传抗疫精神、展示中国担当，让学生在创作中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3 同心·战疫”主题海报设计的实施
3.1主题设计逻辑框架

《广告设计》课程思政案例设计与实施
——以“同心·战疫”主题海报设计为例

夏　坤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中国·广东 珠海 519090

【摘　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在这个万众一心、共同战疫的重要时刻，作为艺术设计专业的师生，自然也感同身受。通过
同心·战疫主题海报设计的案例，让学生将自己疫情期间的观察、感受、思考，结合传统文化进行艺术化创作。引发学生共鸣。通
过这种形式，感悟文化魅力、强化审美情趣、厚植家国情怀、加强人文素养、提升文化自信，将艺术创作留在中国的大地上。

【关键词】同心·战疫；海报设计；文化自信

结合大赛和课程思政的目标,我们把“同心·战疫”主题
海报设计的结构设计成一个完整的框架。

图1      “同心·战疫”主题海报设计的的结构框架

3.2教学过程与实施
课前环节：
通过职教云平台发布课前任务，请同学们在课前搜集战疫的

相关平面广告设计作品，并对广告设计的优缺点进行评析。目的
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帮助同学建立对战疫平面广告的的感性认
识，为后续自己进行作品设计奠定基础。同时，学习广告人在作
品中如何进行思想性的表达，将思政元素融入作品之中。

课中环节：
课中教学分为作品赏析、头脑风暴、难点突破、自主创作、教

师点评五个步骤，教学紧紧围绕“同心·战疫”主题海报设计这
一中心任务。

首先是作品赏析，建立对海报设计的感性认识。根据课前发
布的任务，每一位同学将就自己搜集的战疫平面广告作品进行评
析，主要从技术性和思想性两个层面建立自己对战疫海报的感性
认识，为后续自己创作作品奠定基础。

其次是头脑风暴，细分战疫海报主题设计领域。在万众一心、
共同抗疫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很多需要我们去记录、也值得我们
用手里的画笔把她记录下来。围绕“同心·战疫”这一主题有太
多的可能性，通过小组头脑风暴的方式，凝练出自己的创作方向。
通过头脑风暴，以疫情防控中的“宣传动员”“在线学习”“防疫
知识”“致敬英雄”“人与自然”“战疫决心”“八方支援”“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领域作为学生创作的主题，也是学生课程思政的切
入点和立足点，并将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

第三是难点突破，提升海报创意的思想型和艺术性。让学生
在每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进行创意发散，寻找自己作品的创
意点。全球战疫中，中国交出了一幅优秀的答卷。引导学生在
中国文化中寻求创意源泉，无论是中国成语的“蝠（福）为
祸始”“见利忘疫（义）”“不约而同”“漱（束）手就
擒”谐音表达、还是“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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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诗意表达、抑或是建筑文化、饮
食文化、地理文化等文化的合力同心，都可以表达海报创意的
文化自信，体现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四步是自主创作，将海报创意形象地表达。在确定自己
海报作品的创意之后，需要动手把创意表现出来，完成“同
心·战疫”主题海报作品的设计。在想法落地，变成作品的
过程中，让同学们感受创新意识、工匠精神，爱国情怀、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政教育的洗礼。

最后是教师点评，明确重难点，强化在设计中体现抗疫精
神等思政元素，提升作品的思想性。在同学完成作品的过程
中，针对学生作品创作的技术性问题、创意点激发、思想性融
入等难点，进行针对性的点评。

课后环节：
评价激励，线上欣赏交流。学生相互点评作业，集中展示

优秀作品，通过职教云共同欣赏。学生讨论生活中如何做逆行者，
如何做好自己，如何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及我国国家制度有何优势
等一系列问题。教师线上辅导，课件展示战“疫”艺术作品视频，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可添加与主题相关的环境因素，使画面更
丰富，发挥想象，设计出有关战疫的优秀作品，并择优推荐参加
2020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广告设计竞赛评比。

4  实效与经验
4.1成效
4.1.1 践行了“社会即课堂、生活即教育”的艺术教育设

计理念
将艺术创作植入基层在生活中，把艺术创作写在中国大地

上。战疫就是最鲜活的教学和创作素材，这是一场没有旁观者
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每一位同学对“同
心·战疫”这个主题都深有感触，学生们积极响应，他们用自
己的视角、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用
专业所长传播疫情防控理念、防护知识，用画笔记录并见证了
最勇敢的“逆行者”们。他们以艺术创作诠释英雄，从心底里
崇敬逆行者，学习他们为国为民的大无畏精神，深化其尊重生
命、尊重自然的意识，有效增强了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帮
助其树立了健康的生活观念，切实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自己的
作用。

4.1.2初步形成“课赛融通”教学模式，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初步探索“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课赛融通”的实践教学模

式，将专业赛事融入课程教学,通过专业比赛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改变以往教学的单一化模式，竞赛项目与课程教学的融
合,真正实现学以致用,将学、练、赛、教融为一体,逐步形成具有
专业特色的教学模式,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我们对“同心·战
疫”海报主题设计的优秀作品进行仔细打磨、优化设计，参加

“2020年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鹏杯’广告设计竞赛”评
比。经过决赛评审，最终我们课程团队指导选送的7幅作品，分
别获得师生组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课赛融通的教学模式效
果初步显现。

4.2教学经验
本次课程从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全程紧密结

合抗疫战疫，利用战疫主题的海报设计，结合2020年广东省职业
技能大赛广告设计竞赛要求，全方位融入思政元素，在战疫环境
下开展教学，使“战疫课堂”更具“说服力”“战斗力”，学生既
掌握了教学内容，又升华了思想情感，强化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大大提升了教学效果。

4.2.1教学设计遵循“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原则
本次教学过程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在向学生传

授平面广告设计的基本知识的同时，坚持“社会即课堂、生活即教
育”的艺术教育设计理念，利用战疫情这本鲜活的教科书，引导学生
学习“抗疫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学生用专业知识技能奉
献力量服务社会。艺术设计的学生用设计的力量、用专业所长为战疫
情鼓与呼，以艺术的形式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4.2.2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抗击疫情这场战疫，这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

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每一位同学都身在其中，感同身受，用
专业的力量发出专业的声音，为抗击战疫情作出自己的贡献更是应
有之义。在“同心·战疫”主题海报设计中，每一位同学都有自己
的关注点、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体验、自己的
方式进行创作，用专业所长传播疫情防控理念、防护知识，用画笔
记录并见证了最勇敢的“逆行者”们。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关键时刻，以艺术的形式为时代画像、为
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是同学们愿意并且很积极地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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