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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对高职教育更加重视，明确指出

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必须是全面的。始终秉持着“立德树人”的培养

目标，提高课堂质量。抛弃传统的“水课”，打造出全新的“金课”。

应该注重产教结合，培养技能型人才。与此同时，还需要进行适当

的创新，帮助专业内的教育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近几年，习近平总

书记也明确指出要将“立德树人”作为高校培养人才的核心[1]，并

贯穿教学的过程，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改善传统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成为课堂上的主体，教师主要起辅助的作用。多与学生进行

互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插花与花艺设计》作为实践性与

理论性并行的课程，对园林专业的学生起着关键的作用。科学、合

理的课程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课程思政是

近年来提出的教学新要求，也就是在课堂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通

过混合式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打下良好的基础[2]。

1  课程教学目标

在《插花与花艺设计》这门课程中，主要是针对园林园艺

“金课”导向下的《插花与花艺设计》
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谭聪丽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广东  东莞  523808

【摘　要】《插花与花艺设计》是园林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同时也可以供大众所学习，可以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和实践能力。近
年来，我国教育部明确指出高校需要摒弃“水课”，打造“金课”，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金课”导向
的趋势下，有助于高校进行课程的改革与教学理念的革新，对于人才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包括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方式转变及多元化教学评价方式。课堂不再以教师为主体，而是将学生作为课堂主体，不再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
法，而是多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让学生享受学习的过程，促进课堂质量的提升。本文基于此，以《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为研
究对象，对该课程进行改革与实践，为同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经验。

【关键词】金课；课程改革；插花与花艺设计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Flower Arrangement
and Floral Design"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lden Course"Practice

Tan Congli
Dongg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523808

[Abstract] "Flower Arrangement and Floral Design"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for garden majors, and it can also be learned by the
public, which can improve the public's aesthetic level and practical ability. In recent years, my country's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abandon "water courses" and create "golden cour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Under the trend of "golden courses", it is helpful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curriculum reform and
teaching concept innov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is process, it mainly includes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The classroom is no longer dominated by teachers, but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classroom, no longer using the traditional "indoctrination" teaching method, but more "effective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so that students can enjoy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promote classroom quality. promot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Flower
Arrangement and Floral Desig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forms and practices the cours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experi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similar courses.

[Key words] Golden Course; Curriculum Reform; Flower Arrangement and Floral Design
【基金项目】广东省农林牧渔高职教指委项目（YN2021ZD01）、2021年东莞市科技特派员项目（20211800500152）、东莞职业技术

学院《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思政示范课（项目编号KCSZ2021211024）

专业的学生，且是该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能够提升学生的插花

理论和实践能力。通过课程学习，一方面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艺术，以花育人，以美育人，坚定文化自信，弘扬艺术美，传

播生活美；另一方面，通过基于工作岗位核心技能的反复实操，实

现插花艺术创造美，从而为从事花艺师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2  课程改革的前提和背景

随着近年来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对于高职院校的人才有了

全新的要求，不仅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实践能力，还要有一定的

创新思想。目前对于创新型人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创新

型人才需要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为了人们评价的标准。

《插花与花艺设计》这门课程需要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思想。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之下，主要是将教师作为课堂的主

体，由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示范，随后提供实践的研究对象。学

生在课堂上主要是对其进行模仿，通过教师的示范完成任务。

这样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进行创新，如果只是单纯的模仿教

师，学生本身不进行思考，容易形成固定性的思维，不利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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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这个课程中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开发学生

的创新思想，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也非常喜爱这门课程，选

修率居高不下。可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创新能力并没有得到明显

的提升，选修率也在逐步下滑。所以说，要找到科学、合理的教

学方式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弥补其中的缺陷，必要时可以通过

改变教学方法对课程进行改革，采用启发式教学的方式，提升学

生的创新能力。

3  《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改革的问题

课堂是教书育人主渠道，是人才培养主阵地。近年来,教育

部以“金课”建设为抓手，推动课堂革命，旨在植根课程，

全面促进高职教育发展。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

求，插花不断融入大众生活，花艺师人才需求增加。但在本课

程的教学实践中，常常遇到以下问题：

3.1 课时较少、师资力量薄弱

在该课程当中，没有得到学校重视，所以安排的课时比较

少。在大多数的高等院校中，学时都小于 36 个课时，教师在

进行知识讲解的时候，都只能将知识面停在表面，难以开展进

一步的研究。除此之外，《插花与花艺设计》这门课程的师资

力量也始终无法得到提高，主要表现在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上，

教学模式比较老旧，教学内容脱离行业发展需求，没有得到及

时更新，硬件设施也不够完善，只能满足部分学生的实训要

求，无法顾忌所有学生的实训要求[4]。

3.2 重理论、轻实践现象依然存在

虽然近几年我国大力号召企业与高等院校进行合作，达到校

企合作的目标，从而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可是在实际的工作

中，培养目标依然比较模糊，部分教师依然采用传统的理论式

教学，忽略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导致课岗无法对应，也让很多

学生出现了眼高手低的情况。除此之外，课程内容需要进行改革，

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5]。

3.3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较弱

自从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上就非常需要花艺创新创业型人

才。但是专业内部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比较弱，在学校开展的技

能竞赛中，学生的重视程度也不高。导致学生无法得到实际的锻

炼，难以激发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4  《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思政内容

“课程思政”是近年来对课程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在课堂

中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巧妙选取《插花与花艺设计》相符的思政

内容，必须要将教学目标与思政内容进行结合。将课堂内容与思

政内容进行结合，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为学生在以

后的工作中打下良好的基础。两者之间的思政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4.1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能够保证国家

在世界上取得高速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指出：“中国的民

族自信是刻如骨子里的，包括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等，我国是

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理应建立起来这样的文化自信”[6]。

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存在于民间，而是在国家战略上都有所提出。

文化自信在《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我国的插花艺术历史悠久，有着三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一世

纪初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的名人名言也充分的体

会了插花艺术的作用，譬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学习插

花艺术，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其动手能力，再加入课程思政的内容，

让学生体会到文化自信；②在隋唐时期，插花艺术被日本所引进。

当前，日本的插花之道非常出名，那也是深深的受到了我国的影

响，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点，学生应该为其感到自豪；③在明代

时，涌现了很多关于插花的理论，对世界的插花之道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日本出现了一个插花的流

派—宏道流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插花艺术的影响力，可

以为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4.2工匠精神

我国对高校明确规定了，要有一定的工匠精神，有良好的学

习气氛，营造出劳动最光荣的学校文化。《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

的设立就是为了向社会输送花艺师、茶花园等等，这些岗位都是

属于一线岗位，必须要有一定的工匠精神。在以后的工作中，要

求学生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坚持不懈，这些优良的精神都可以

称之为工匠精神。为了能够为客户带来更好的花艺服务，还要根

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设计。教学措施可以让学生观看相关的

纪录片、电影等等[7]，随后写观后感，保证工匠精神融入到学

生群体当中。

4.3团队协作

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主要是00 后，很多都是独生子女，拥

有很张扬的个性，喜欢独来独往。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缺乏团

队协作的精神，。在课堂实践的过程中，采取分小组和分大组

的方式，课中的教学实践活动采取小组合作形式，课前和课后

的教学辅助工作可以采取分大组的方式，实践表明，小组合作

的教学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组织和沟通能力，让团

队合作精神得到了升华。

4.4创新创业

我国近年来出台的政策以鼓励高校毕业生创业为主，这要求

学生要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在课程的教学开展中，教师可以适当

的鼓励学生在毕业后进行花艺的创新。可以开花店、婚庆公司等

等，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些插花技能都可以成为学生日后在社会

立足的基础，在花艺事业上取得成功，并对其进行创新，促进社

会的和谐发展。当前社会是非常需要创新人才的，我国也在大力

鼓励学生进行创业。因此，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非常重要。

5  课程改革的途径

在课程的改革内容上，必须要对现有的资源进行科学、合

理的应用。将以“金课”为课程的评判指标，以培养技能型人才

为基础，全面性人才为目标。对此，教师应该更新自身的教学理

念，基于时代特点，对《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的特点重新定

义。并对课堂教学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对该课程的混合式教学

进行建设。

5.1更新教学理念

对于《插花与花艺设计》这门课程来说，除了有一定的理论

性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实践能力，综合性比较强。除此之外，高

等院校的课程改革还要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良好的岗位能力

与职业素养。加入课程思政的元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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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传统的教学理念，接纳新时代的教学理念，帮助《插花与

花艺设计》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5.2重新分析课程特点

《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在园林专业应用最为广泛，要求学生

具备较强的动手实践和艺术审美能力。在实际的教学课堂中，首

先应更多从年龄特点、专业背景、学习意愿等方面分析学习者特

点；将课前课中课后教学环节中的要点进行分析，并将教学内容

与教学环节科学结合。

5.3更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大纲

科学、合理的编排教学内容，能够充分的展现目前的时代特

点，保证学生所学内容基于社会的最前沿，还能够提升学生的创

新能力。更新完毕还要进行整合，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一共的层次

性。在《插花与花艺设计》的课程当中，主要分为七个模块，包

括插花基础知识、基本技法、基本原理、西方传统插花、东方传

统插花、商用花礼。这些内容都比较传统，不太适应当前高速发

展的社会。所以说，要以学生的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花艺师的

核心能力。保留原有核心内容，并加入一些现代的花艺使用技术，

有利于提高学生未来的市场竞争力。

5.4更换教学形式

目前的教学形式主要是通过线下的教学完成，也有部分高校

通过线上的教学方式。很少会有高校使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

式。在线上等级小学模式中，主要通过资料导学、教师上课、教

师示范、学生实践、评分的步骤开展教学。在这个教学过程中，虽

然有效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但是还是缺少与学生之间的交

流，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而且学生之间具有差异性，难

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所以说，在具体教学工作的开展时，可

以通过将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这样的混合式教学更加适合

当前高速发展的社会，需要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特点进行分析，找

到适合该内容的教学方式。这样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学习积极性，学会自主学习[9]。

5.5进行多元化评价

传统的教学评价就是以学习成绩为主要判定指标的，这样不

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近年来我国明确指出了，需要培养实践性

人才，促进社会的高速发展。所以说，在评价体系的设计上可以

进行多元化的评价，从理论知识、技能以及素养对其进行评价。根

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建立多元化评价系统，评价方式也可以进行调

整。譬如进行教师互评、师生互评、学生自评等等，分别给这些

评价进行权重的设定，得到综合性的评价。

5.6建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在这门课程当中，可以供大众进行学习。丰富大众的业余生

活，形成较好的文化素养。在教学资源共享平台上面，能够供大

众进行学习，尤其是在课程资源优化之后，能够在其他的平台进

行开放，让更多的人进行学习，实现课程的最优化。

5.7开展技能大赛

学校或者专业内部可以以插花技术为基础开展技能大赛，评

委由系内部比较专业的教师组成，并通过岗位的需求对竞赛进行

设置。这有助于提高学生日后的市场竞争力。内容需要与花艺

技能大赛紧密联系。对于学生而言，参加技能比赛是一种挑

战，更是一种锻炼。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心理素质与应变能

力都能够提高。还可以举办校级的插花大赛，加大学校对该课

程的重视[1 0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金课”导向的《插花与花艺设计》社会

背景之下，对其进行课程改革和创新在未来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

势。不仅仅是该课程，许多的其他课程也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

特点进行课程改革。该课程的创新不仅需要教师改变教学理念，

转变教学方式，还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在进行具体

内容改革的时候，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譬如，高职院校目前还

没有明确 “金课”的评审标准。对此，应该充分的发挥出时

代特点，应用多媒体技术，整体提高课堂的质量，必要时可以

通过线上授课的模式，对多方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保证在多

个平台都能够得到应用。最后，师资力量薄弱也是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与本地花艺企业共同建立师资队伍，有利于学生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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