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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政“五育”融合实践路径

李　颖

（重庆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重庆　400056）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这也使得环境设计行业在当下得以快速发展。而在
二十大中，我党再次对课程思政进行了强调，提出需在教学中利用思政内容来对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加强对于学生的理想信
念教育。在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环境设计专业
人才培养更应该注重课程思政建设，将“五育”融合贯穿到教学模式改革中，使得人才培养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实现价值塑造、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本文分析新时期环境设计专业实施课程思政以及五育融合的积极作用，并提出新时代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
政“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以期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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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ive Educ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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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re also rising, 
which also makes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industry develop rapidly at present. I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ur party once again emphasiz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nd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u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 teaching to innovate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Under the guidance of adhering to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should be implemen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The training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professional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l, so that the talent training can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value shaping, knowledge teaching and ability training while improving 
professional skil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in the new era, and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ive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in the new era,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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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传统环境设计专业开展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常
规教育理念的影响，在教学中多以专业知识的教学为主，思政教育
仅作为单独的课程而存在，缺乏与专业课程的联系，这也使得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较差，对于思政课程的重视程度较低。同时，由于思
政课程涉及知识方面较多，而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多属于艺术类考
生，在以往多以美学为主，其他学科基础薄弱，大学专业课程又往
往没有考虑“五育”融合的内容，并且教师也没有将“五育”融合
在教学中进行渗透，也给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造成较大程度上的影
响。

1. 新时期环境设计专业实施课程思政以及“五育”融合的积
极作用

1.1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当下，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程度上的提高，这也使

得信息在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海量信息开
始进入到校园中，给学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均造成了较大的影
响。由于学生还处于受教育阶段，缺乏社会阅历，在辨别能力上不
强，对于一些负面消极信息缺乏分辨能力，极易给学生造成不良影
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为党育人以及为国育才进行了再次
强调，也为课程教学指明了方向。而在环境设计专业开展教学的过
程中渗透课程思政内容以及五育融合内容，可使得学生在接受专业
教学的同时，更接受到思想政治层面上的教育，树立学生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筑牢学生的思想防线，减少负面信息给学生造成的
不良影响，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1]。

1.2 树立学生的文化认同
课程思政与五育融合的内容较多，不仅涉及到核心价值观的

内容，更涉及到较多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将其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进行有机结合可使得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得以全面提升，更是传统文
化在新时期内传承和弘扬的一种全新形式。从具体来看，由于当下
我国进入到新媒体社会，其信息呈现海量化的趋势发展，也使得不
同文化内容进入到我国。由于受到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许多外来文
化与我国的价值观念存在较大的相悖，也给学生的认知造成影响，

使得学生缺乏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影响了学生的文化认同。而课
程思政以及五育融合中的文化内容较多，可使得学生加深对于我国
传统文化的认同，更使得学生将传统文化的内容渗透到自身今后开
展设计的过程中，提升作品设计质量的同时也树立学生强大的文化
认同以及民族自豪感 [2]。

1.3 提升环境设计专业教学质量
环境设计专业在今后的就业方向上较广，且涉及到的行业较

多，如乡村振兴、建筑景观、室内设计、广告设计等，这也对环境
设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二十大报告中，我党
强调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促使环境设计专
业在人才培养中需渗透思政理念，提升学生的五育水平以及专业水
平，树立学生的发展观意识。而在环境设计专业开展教学中渗透课
程思政内容，可促使教师在传统教学内容中渗透相关知识点，探寻
五育与专业知识的关联性，深度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有利于教师
优化教学内容，构建学生完善的知识架构。更促使教师对传统教学
模式进行创新，在理论知识教学以及实践教学的基础之上利用思政
元素融合的一系列活动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教学模式也得以不断创
新，带动环境设计专业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实现专业的内涵建设
[3]。

2. 新时代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政“五育”融合实践路径
2.1 改革教学体系
从环境设计专业教学体系来看，其大多以专业理论课程为主，

辅以实践课程，在人才培养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在引入课程思
政之后，需对传统教学体系进行改革，除思政内容之外，还需将德
智体美劳均在教学体系中进行渗透，为了实现教书育人的宗旨打下
坚实的基础。可从教学目标入手进行渗透，将育人目标与教学目标
进行有机结合。以《建筑构造与造型》为例，可将课程施政目标制
定为掌握民用建筑基本构造，并在理论知识学习以及实践的过程中
树立民族自信心，并树立正确的创作理念，提升职业素养。而在将
五育内容进行渗透的过程中，教师可为学生举出我国古代以及现代
优秀建筑设计案例以及环境设计案例，并带领学生分析其中蕴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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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容以价值观内容，帮助学生更好的认知到传统文化的树立学
生的文化自信，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以及智育教育和美育教育。
而在进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带领学生进入到工地中进行参
观，并组织学生参与到志愿者服务中，使得学生在实践中接受到劳
育教育以及体育教育，并在参与的过程中树立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及
安全生产和质量安全意识 [4]。

2.2 优化教学内容
1. 红色文化
我国有着浓厚的红色文化积淀，其中所形成的坚韧不拔精神

在当下仍旧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过程
中，可利用为学生为学生讲述战争故事或者带领学生参观红色教育
基地的方式进行，使得学生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更使得学生实现
五育融合。以《展示设计》为例，在课程思政以及五育融合的过程
中，教师可利用专题创意的方式进行，要求学生围绕红色文化的内
容来进行作品的设计和创作，将红色元素在空间设计创意中进行体
现，树立学生的家国情怀。而在开展《手绘表现技法》的教学中，
教师可在带领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之后要求学生利用写生的方式
来进行展示，不仅使得学生的专业技能得以强化，也使得课程思政
和五育融合得以较好的落实 [5]。

2. 传统文化
我国作为文化大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

的传统文化，在其中深刻的反映出中华民族在发展中所形成和坚守
的价值理念，将其运用在环境设计专业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可使得
学生汲取到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好的认知到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意
蕴，也使得学生激发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全面提升学生的艺术素
养以及人文素养。由于传统文化涵盖的类型较多，如传统建筑、节日、
手工艺品、美术等，教师在利用传统文化开展环境设计专业的课程
思政以及五育融合的过程中，需做好内容的筛选，选择能够更好的
与课程内容进行有机结合的传统文化类型来进行渗透。以《住宅空
间设计》为例，教师即可将传统文化的内容在教学中进行体现，可
要求学生利用传统文化的元素来设计出室内空间作品，激发学生的
创新意识，并在设计的过程中利用文化创新进行，提升学生作品的
文化内涵。以《环境空间设计》课程为例，教师通过故宫建筑、中
轴线等内容的讲解，让学生加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要求学生
学习并应用其设计精髓，进行其他空间设计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使
得学生接受到美育教育以及德育教育 [6]。

3. 地域文化
我国地形地势多样且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由于受到人文地理

因素以及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也形成了较多的地域文化。并且我
国的地域文化类型也较多，除民族文化之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
以及宗教文化等均是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教师也可将这些地域
文化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做好地域文化特色元素的提炼，将其升华
成为文化符号的一种，并向其在环境设计作品中进行体现，促使地
域文化在当下的更好弘扬。以《乡土设计》为例，教师可要求学生
在设计作品的过程中渗透乡土文化元素，提升设计效果，更实现地
域文化的传承。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课程思政的核心内容，也需将其渗

透在教学内容的优化中，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到核心价值
观的教育，树立学生的正确三观。以《设计制图》为例，本章节的
及教学内容为学习环境设计中的不同工程图的绘制方法，并利用理
论知识教学以及实践操作的方式使得学生的绘图技能得以全面提
升。教师可将大国工匠精神渗透到开展教学的过程中，为学生讲述
工程图纸的设计在设计行业中的重要意义，并将一些经典的环境设
计案例也在教学中进行体现，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严
谨负责的工作态度，提升学生设计质量 [7]。

2.3 创新教学模式
环境设计专业的综合性极强，为提升课程思政以及五育融合

的教学质量，教师需在传统理论知识教学以及实践教学的基础之上，
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更使得五育融合课程思
政得以顺利实现。在具体的实施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
育现代化也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模式进
行，利用为学生播放纪录片、智慧平台、超星学习通等方式来使得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植物景观设计》为例，在不同教学
模块中，通过专业知识的深度挖掘，找到课程思政的融入点，通过
不同的教学方法，达到“五育”融合的育人目的。教师要使学生感
受到植物在景观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学生尊重自然以及热爱自然的
品质，要求学生合理运用植物景观元素进行设计，并将传统文化的
元素在其中合理进行渗透，课程知识点与“五育”融合的示范教学
内容如下表所示，加强探索出教书育人的可实施路径 [8]。

2.4 打造专业教师队伍
教师作为教学的主要执行者，教师的思政理念以及五育融合

理念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也占据重要地位。需加强对于教师的培训，
打造专业教师队伍。在选聘教师的过程中，除需重视教师的专业教
学技能之外，还需重视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员
作为环境设计专业教师。而针对已有的教师，也需做好培训工作，
在思想方面需将课程思政理念渗透到针对教师的培训中，提升教师
的政治觉悟，更提升教师的师德师风。而在能力提升上，除需加强
对于教师教学技能的培训之外，还需加强对于教师思政建设能力以
及五育融合能力的培训，促使教师更好的找出环境设计专业教育与
课程思政建设之间的契合点，为开展教学工作做好准备 [9]。

2.5 优化教学评价体系
为保障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政以及五育融合的顺利进行，教

师除需对教学内容以教学流程进行优化之外，还需针对教学评价体
系进行优化，来客观评价学生在课程思政以及五育融合中所获得的
收获。可在传统考评内容的基础之上，将学生在课程思政以及五育
融合中的表现纳入到教学评价体系中，并利用多元化的评价主体来
开展考评工作，提升考评体系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 [10]。

结语 ：在环境设计专业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渗透课程思政内容，
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激发学生的文化认同，提升环境设计专
业教学质量均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融合实践的过程中，需
改革教学模式，深度挖掘环境设计专业教学中的思政内容以及五育
内容，并设计出完善的教学方案。对于教学内容，也需做好优化工作，
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渗透其中。更要创新教学模式，打造专业教师队伍并优化教学评价
体系，保障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政以及五育融合的顺利进行，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高校课程思政以及教育体制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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