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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程思政融入动漫设计专业基础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以《构成基础》课程为例 
岳文俊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510800） 

摘要：当下，课程思政已经成为高校教学改革中的重要课题，也是高校落实三全育人重要途径。思政教育通常以概念知识讲述

为主，形式比较单一，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吸收的不够充分，所以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应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专业课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中，以传统文化的经典案例、色彩样式等知识点为基础，引导学生在构成设计中熟练应用各种元素，以此展现自

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本文以动漫设计专业基础课程《构成基础》为例，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进行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框架，从而探讨动漫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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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大限

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育人主渠道作用。高职院校是国家培养高素质

技能技术人才的摇篮，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意见可以看出，职

业教育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构建技能型社会

中肩负着重要责任和使命①。高职院校的学生尤其是艺术设计专业的

文化基础知识薄弱，文化课水平普遍较低，尚未构建起完整的自我

认知价值体系。在应对当下鱼龙混杂的互联网时代，很容易被不良

信息所影响和蛊惑。因此，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

更要重视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思想价值教导。《构成基础》作为动漫

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涉及设计理论、材料、艺术风格等多门

学科知识，在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中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以三大构

成（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为研究对象，分析该课程课

程思政的相关知识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对《构成基础》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课程思政的概念与目的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除思政课以外的基础课、

专业课、拓展课都要去细化、研究如何与内容有机结合，实现思政

目标。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关系，目标一致，但方式和途径不一

样，目标都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观点、道德品质、职业素养等进

行培育和引导。课程思政需要精心设计、寓教于课，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教育教学的环节和内容中，其过程类似于盐溶于水，无形无

色却有滋有味，从而提升基础课、专业课等课程的育人效果。 

三、构成基础课程在教学中引进思政建设的问题 

课程思政借助专业课等课程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旨在挖

掘各类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来建立有机的课程体系。课程思政的建

设在高职院校存在上热下冷、半热半冷的情况。学院上层部门领导

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非常重视，很多高校都出台了关于落实全课程

思政的制度或实施方案，但是基层教师落实存在困难和偏差，部分

教师已经通过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进行课程思政的应用和研究，而部

分教师还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在动漫专业基础课《构成基础》教学

中，建设课程思政，是提高师德师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然要

求，也是促进动漫设计专业类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保障。 

1、课程思政教学的认识不足 

当前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还未在专业课教师中形成共识，并不

是所有的教育者都能系统的接受其理念，更甚至有些教育者对此不

以为然，更不用说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有些教师认为，对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在专业课教师上课的范围之内，也不是专业课教

师的责任和义务，这是错误的思想。这些教师还没有正确意识到育

人是一项全面又系统的工程，也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才是立德树人。

当下，全国高校都在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与此相关的各类比赛、

培训等也比比皆是。很多高等院校陆续都出台了关于落实全课程思

政的实施方案，但是基层教师落实存在困难和偏差，部分教师只是

为了完成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更多是关注和强调专业技能知识，考

核中也是关注学生软件操作，没有从系统上去对课程进行课程思政

的设计，思政元素的挖掘不深入，甚至只停留在职业道德方面，未

能 大量的发挥课程的育人作用，对于课程思政的建设还需要花更

多更大的功夫。动漫设计专业的高职学生追求个性发展，相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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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漫，喜欢二次元，强调自我主体而弱化集体意识。其次，基础知

识比较薄弱，对专业课有着浓厚的兴趣，对思政课等公共课程兴趣

寡然，从而导致基础知识和思政理论素养愈发糟糕。 

2、课程思政队伍建设不足 

高职院校仍处于建设发展中，教师队伍呈现年轻化的普遍现象，

教师自身对课程思政理论知识缺乏，对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够深刻，

教学专业团队对课程思政元素缺乏系统的探究和进一步的思考，课

程思政的“盐”没有融入专业课教学的“菜系里”，或一语带过，或

是牵强附会，缺乏专业素养高的课程思政教师起带头人作用。 

3、教材教案内容设计不充实 

目前多数的高职院校尚未健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专

业课的教材编写缺少科学素养、伦理道德等人文情怀的知识。思政

课教师和专业课程教师可以相互协作，共同开发适合本校使用的辅

助读物、教案、影音资料等。在教学设计时，就要有意识地进行思

政育人内容和目标的设计。优化教案的格式，在教学目标中，增加

了思政教育目标，形成了知识、能力、素养目标基础上的思政目标；

在教学环节中，在明确教学目标与内容、师生活动，教学策略与方

法基本要点的基础上，增加课程思政观测点，把课程思政目标转化

为期待学生出现的行为表现，以此让教师通过课堂观察技术，把课

程思政目标内容转化为师生鲜活的教学行为，如在《构成基础》中

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颜色搭配和图案纹样，通过讲述中国传

统文化，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对待传统文化保持敬畏之心，精细负

责；在教学反思中，增加课程思政的策略或特色，以此让教师精心

设计课程思政的教育策略，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实效。从构成基础

课程思政开展情况来看，课程教学仍然是以技能训练为主，从学生

的考核来看，页更多的是考核设计技能，对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的

考核还是不足目前多数的高职院校尚未健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体系。 

四、构成基础融合思政教育的建议 

课程项目选取时依托美育文化及乡村文化为载体，在项目化的

教学过程中多处融入价值观引领、传统文化、美育文化等课程思政

元素，让思政教育贯穿课堂教学的全过程，项目设计教学目标是使

学生能根据设计目的完成作品。造型、外观、场景设计和合理的配

色实践，并根据项目特点给予空间形态和动态效果补充设计，培养

学生的专业技能、美感素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其树立职业

自信心。构成基础课程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比较多，多处融

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比如传统颜色文化、节气文化、京剧文化、

剪纸文化等，课程项目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课程教学环节采取了多

元的文化互动形式，让学生切身体验感受传统文化的精髓，培养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劳动教育精神，时刻保持一颗爱国情怀的心，全

方位完成思政教育的目的，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课程设计项目依

托美育文化、乡村文化为载体，在项目中融入多处价值观引领、优

秀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让学生切实感受优秀文化的精髓，坚定大

学生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感受祖国的强大，

厚植爱国情怀。在实际的项目教学过程中采用了情景模拟、角色扮

演、小组讨论及汇报等多元的教学形式，让教师精心设计的思政元

素巧妙的融入课堂每个环节中，调动了学生的课堂积极性，提高了

教学效果，完成教学知识目标的同时达到了思政育人目标。构成基

础作为艺术设计类基础课程，争取把课堂开展在田间地头。教学项

目中让学生依托自己家乡的乡村振兴项目、美丽农村建设项目，在

开展教学的同时完成项目的创作，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服务当地的

经济文化建设，项目创作过程中把乡村文化振兴融入学生的脑海中，

引导学生关注乡村文化，培养学生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意识，坚定

大学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劳动振兴乡村的理想与信念。 

五、结语 

将构成基础课程知识点、专业技能结合课程思政元素背后传递

出的精神力量给到学生，引导大学生学好相应知识、培育相应技能，

学会树立正确的三观，同时把个人的小抱负、理想追求和国家的现

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让课程内容更具温

度，更生动丰富，更乐于让学生吸收，也有利于动漫设计专业课程

的发展。课程思政的潜在性，让其更便利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更好地协助思政课达到更优的育人效果。 终形成全课程，

全方位、全员育人的新局面。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及实施，可以更

好地提升学生素质，拓宽思政教育的力度与深度。动漫设计专业任

课教师不仅传授学生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教会学生如何

正确地对待所学知识和技能并如何正确地用其建设美丽乡村，同时

做到教书和育人的教育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不断优化课程内容，改

进教学方法，不断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强学习效果，提升学

生的综合能力，从而为实现动漫设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奠定良

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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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