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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课程思政实践研究 

——以设计心理学为例 
董文哲  赵丽娟 

（宁夏理工学院  宁夏石嘴山市  753000） 

摘要：为有效的发挥设计心理学的德育功能，使课程思政潜移默化的贯彻课程始终，需要教师根据教材和课程内容，从教学设

计到教学实施再到教学反思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文中包括设计心理学课程思政的总体设计思路、课程资源发掘，以及教学案例分

析，分析了从设计发展到情感化设计再到审美心理与设计等方面如何融入课程思政，使学生在设计的过程能够勇往直前、克服困难，

在设计中能够善用文化元素，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并对课程思政效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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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是介于研究型高校和高职高专之间的一种高等

教育类型，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提供社会所需人才的一种培

养模式。在教学中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要具备

很强的实践能力，能够快速为社会提供所需人才，所以需要教师合

理结合课程内容，用适合的教学手段，按需培养学生，在教学中应

以学生掌握知识与技能为基础，做好学生的思想引领工作，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与综合素养。 

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更需要教师能够

在课程始终贯穿引导学生遇到困难不退缩、积极面对的精神。这需

要我们在课程中潜移默化的加入课程思政元素，引导学生自主完成

设计。同时设计也是传承与创新共存的，让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将

文化元素运用到设计中去，也是十分重要的。设计心理学是设计专

业一门理论课，是学设计的学生必须掌握的课程之一。设计心理学

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主要是研究与设计相关的人的心理，包括

消费者心理、用户心理、审美心理、创新思维、情感化设计等几个

方面，设计相关人物心理的研究贯穿设计始终，所以对于设计类的

学生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课程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了解

与设计相关的人的心理，并能够将设计心理学更好的应用到设计调

研中，让学生的设计真正做到设计中考虑到不同人群的需要，培养

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旨在让

学生了解在设计创造过程中与设计相关的人的心理，起到使设计能

够反映和满足人的心理作用，能够使学生做的设计更有人情味，做

到以人为本的设计。 

一、课程思政总体设计思路 
设计心理学课程一共 32 课时，每周 2 课时，合计 16 周完成。

针对课程教学目标，课程内容划分为“设计心理学概述”“消费心理

与设计”“用户心理与设计”“情感化设计”“审美心理与设计”“创

造性思维与设计”与 6 个章节。根据六个章节的内容，在每一个章

节中发掘思政元素，通过结合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补充设计

心理学中课程思政元素，通过隐形的教育方式，潜移默化的将课程

思政融入教学，让学生主动、积极地接受思政教育，培养家国情怀

核心素养。 

二、课程挖掘的思政资源分析 
设计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与设计相关的人的心理的学科，通过研

究应用到具体的设计中，来完成相应的产品设计，做到以人为本的

设计。笔者针对该课程的特征，对课程中的思政路径提出以下几点

思考。第一，教师根据设计心理学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历程上，

通过案例分析，以榜样案例的方式，让学生感受不断发展的设计，

体会设计心理学的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设计心理学的

发展，纵观我国设计师在国际设计地位的不断提高，来激发学生的

设计热情、共同建设国家的激情。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艰难的，设

计心理学也是一样，都经历过挫折和坎坷，但无数人们还是甘愿为

其无私奉献，这种精神也是学生应该具备的。第二，教师将一些设

计热点以及社会热点导入到课程中，让学生及时了解设计的发展，

体会祖国发展之快速与强大；另外可以在讲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过程，

引导学生，结合社会事实、设计热点，提高选手对设计作品的认知。

第三，教师从“感觉与知觉”与“认知与学习”的知识要点，利用

感觉与直觉的特性，教师通过结合适合的教学方法，情境式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等，引导学生主动接受外部刺激，培养学生遇到刺激时

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同时可以利用知觉感觉特性让学生感受文化

传承与文化韵味。第四，教师在“审美心理与设计”章节引导学生

自主体验中西方审美差距，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刻的体会中国审美的

韵味，将中国文化特色融入到产品设计中，锻炼学生在未来的实际

中将中国审美融入到设计中的能力。第五，教师在“设计情感化”

章节引导学生引导学生正确、积极地认识潜意识中产生的情感，介

绍引起情感共鸣的原理和设计方法，让学生掌握针对不同用户情感

需求的不同设计方法，并将家国情怀的设计思想融入到设计中去，

让设计能够表达爱国情操以及更好的传达家国情感。第六，教师可

以通过一下思政案例贯穿到学生过程。案例教学法可以让学生更清

晰明了的了解思政内容，并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情境式教

学可以让学生在课程中通过创设的情境感同身受，通过现代智慧教

学软件与硬件营造情境，在情境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增强民族

自信以及民族自豪感。教师通过从课程发展历史、情感共鸣、文化

要素等因素来激励学生对于祖国贡献的热情，从实际设计中培养学

生锲而不舍、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实践上提高学生基于核心素养的

设计能力。 

三、课程思政实施案例 
1.案例一 设计心理学概述 

（1）课程教学目标 

学生通过了解设计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我国设计心理学的发

展历程，感受学科发展的魅力，以及在其中的不畏困难、无私奉献

的精神。 

（2）思政育人目标 

体会设计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感受任何学科与研究的起步都是

艰难的，需要无数人在其中付出努力；以及纵观中国的设计发展，

感受发展的速度，中国设计心理学在国际的地位，激发学生对于国

家的热情以及投入中国设计的激情；利用设计热点问题与设计研究

方法相结合，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思政育人方案及实施 

①设计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结合幻灯片讲述设计心理学的发展，引导学生感受一个学科发

展的过程中经历的思想变化与不易，让学生感受学习和研究的过程

都是会有困难的，但要勇敢前行。让学生通过网络自主搜索的方式

结合设计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设计心理学的发展相结合，感受



高等教育 

 190 

设计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②设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以社会热点问题为主进行案例分析，在案例分析中让学生对访

谈法、问卷法、观察法等设计心理学研究方法有初步了解，锻炼学

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运用启发式、讲授式和参与式相结合的教学法，在传授本章只

是的同时，激发学生了解设计心理学的发展，感受学科发展过程，

体会其中的困难与成就，设计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传达出的无私奉献

精神，是学生必备的精神素养。 

2.案例二 审美心理与设计 

（1）课程教学目标 

让学生了解中西方审美差异，并深入了解中国审美特点，以及

如何利用审美心理体现在产品设计中。 

（2）思政育人目标 

体会中西方的审美差距，了解形成差距的原因，并且能够深入

了解中国文化的底蕴与思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对中华民族

文化产生敬畏之心，培养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并对设计中如何

体现中国审美产生思考。 

（3）思政育人方案及实施 

①中国审美思想与设计 

以中国审美思想作为作为了解审美思想的脉络，让学生在了解

中国审美文化的多姿多彩，以及具有的深刻文化底蕴，从中感受到

我国审美的发展历程，中国审美经过五千年的沉淀，底蕴深厚，极

具特色，让学生增加民族自信心，产生文化自信。 

②中国审美思想在设计中的应用 

以具有中国审美思想的案例分析为主要讲解方法，将案例通过

课前任务下发的方式发放给学生，在课堂中以小组的方式分析案例，

让学生思考如何讲中国文化融入到设计中，将中国审美思想融入其

中，让设计具有民族特色与底蕴。 

3.案例三 设计情感化 

（1）课程教学目标 

让学生了解情感化与设计的关系，在设计中体现情感共鸣的方

式和方法，了解不同用户情感需求的不同设计方法。 

（2）思政育人目标 

引导学生引导学生正确、积极地认识潜意识中产生的情感，介

绍引起情感共鸣的原理和设计方法，让学生掌握针对不同用户情感

需求的不同设计方法，并将家国情怀的设计思想融入到设计中去，

让设计能够表达爱国情操以及更好的传达家国情感。 

（3）思政育人方案及实施 

①情感化在设计中的体现 

以具有情感化的案例分析为主要讲解方法，将案例通过课前任

务下发的方式发放给学生，其中包括很多具有家国情怀的设计案例，

在课堂中以小组的方式分析案例，让学生思考怎么能使设计中具有

情感色彩。 

②情感化设计的设计原则 

通过引导的方式让学生了解有哪些设计原则可以让设计具有情

感化，以及可以通过何种设计方法把家国情怀体现在设计设计中，

让设计能够表达爱国情操以及更好的传达家国情感。 

4.案例四 设计案例分析 

（1）课程教学目标 

让学生通过设计心理学相关知识来进行设计案例分析，进一步

提高学生对于设计心理学在设计中的应用能力，让学生能够更好的

把设计理论和设计实际结合。 

（2）思政育人目标 

设计案例中有很多文化元素的设计案例，让学生感受设计中文

化元素的应用，以及文化元素在设计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受众的影

响。学生能将文化自信、文化创意融入到设计中，让学生能够产生

文化自信，并能够传承与创新。 

（3）思政育人方案及实施 

①案例分析 

将设计案例通过课前任务下发的方式发放给学生，其中包括很

多具有文化元素应用的设计案例，在课堂中以小组的方式分析案例，

让学生思考设计师是如何将我国优秀文化融入到设计中的，怎么进

行融合和创新，呈现出的效果如何，产品给受众带来了怎样的情感

体验。 

②文化元素在设计中的应用 

让学生围绕设计案例分析中让其思考的问题课堂中以小组的方

式分析案例，让学生思考如何讲文化元素融入到设计中，好的设计

中对文化元素合理创新与传承，设计中的体现的文化底蕴与民族自

豪感可以为设计锦上添花。 

四、教学效果分析 
本门课程通过引导、互动教学、案例分析、情境式的教学方法

将课程思政融入到课程中，在设计中能够利用本门课程的内容从课

程发展历史上体会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从情绪情感上感染学生的

爱国情怀，从文化要素上激发学生对家国的眷念之情，从案例上激

励学生对祖国贡献的热情，从实践上提高学生基于核心素养的设计

能力。 

本门课程的思政育人效果显著，这门课程可以让学生将家国情

怀、爱国主义思想融入到设计中，并在设计中体现中国的文化元素，

提升设计中的文化特色；并让学生感受设计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

付出大量的努力，坚持不懈，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设计是需

要学生具有发现问题并能够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方案解决问题

的过程，这需要学生具有勇往直前、踏实、仔细、坚持不懈的精神，

这与我们的民族精神有很多契合点，教师通过适当的引导、结合使

用的教学方法，一定可以使学生逐渐具备上述精神。课程中的德育

功能是潜在的、无形的，但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我们老师共

同努力，一起发掘。 

五、教学特色与创新 
在教学方法上，根据课程内容将多种教学方法结合，使课程思

政的内容能够更好的融入在课程中，主要以案例分析以及情境教学

的方法，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课程内容，引起共鸣。让学生能够

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更好的了解设计的内涵、设计中的家国情怀、

文化特色，通过多看的方式，达到量变到质变。情境式教学法可以

使学生身历其境感受我国设计的发展历程、现代设计中的文化内涵

体现与利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与民族荣誉感。比如：在中国审

美思想小节结合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与视频感受我国五千年文化底

蕴，身历其境，增加学生的情感共鸣；在设计与情感化章节，利用

互联网+智慧教学平台与学生形成互动，体会设计中的情感化元素，

可以利用课上讨论等线下讨论及时反馈学生信息，掌握学生的学习

情况。 

在内容上，每一章节结合章节内容，都能很好的融入课程思政

相关内容，从课程发展历史上体会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从情绪情

感上感染学生的爱国情怀，从文化要素上激发学生对家国的眷念之

情，从案例上激励学生对祖国贡献的热情，从实践上提高学生基于

核心素养的设计能力。课程思政内容贯穿课程始终，每一章节中都

有课程思政元素，通过教师的引导以及与课程内容的结合，增强课

程的德育功能。 

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是

处于实施的初步阶段，还是需要教师不断地摸索，结合课程特色、

教材等多方面，真正做到将课程思政潜移默化的融入到课程中去，

并使学生能够将此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做有个性、有内涵、有文

化、被社会所需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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