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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实践研究 
——以集中实践环节课程为例  

刘兴旭 

（武汉传媒学院/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在高校专业课中实施课程思政建设，是高等教育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1] 。本文试图通过集中实践环
节课程专题设计与课程基本框架建构，探讨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系及融合性探就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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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提供了依据，指出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紧密融合的迫切
性。《纲要》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艺术学类
专业课程教学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
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1] 

。 

1. 课程与思政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决胜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将
乡村振兴战略融入民办高校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融入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充实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助力乡村
振兴；有利于丰富课程思政元素，促进环境设计专业内涵建设。 

2. 课程思政下的教改问题 
2.1 思政元素融入呈现单一化 
目前，很多高校没能将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课程中，而是进行

机械的理论空谈，形成“两张皮”，站不到立德树人的高度。在课
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的思政元素，但专业教师思政意
识缺乏主动性，融入思政元素不够准确。因此需找准课程思政与专
业课程的切入点，不要生硬照搬观点。 

2.2 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学结合不够紧密 
当下的教学中思政内容延展性不够，与专业教育、实践教学关

联性不够密切，不能使教学构成内在逻辑，推导出关联的教育目标
与内容。思政教育没有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致使“课程思政”
实效性不强，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学结合不紧密。 

3. 课程思政下的教学内容 
3.1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本次集中实践环节课题训练，将理论课程结合实践创新平台，

以湖北省恩施市宣恩县项目为依托，结合“非遗再造”专题，探讨
非遗活化的设计再造。课程整体呈现多元化、传播广泛化的特点，
力求创造性对非遗文化进行活态传承，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命力。本次课程，将带领学生了解宣恩历史文化、非遗文化、了解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情况，引导学生掌握地域文化符号的应用理论，
设计思维和方法，综合体现课程对学生的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等。 

（1）在学生价值塑造上：让学生了解与传承中国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创造民族文化价值，具有民族情怀与文化自信。通过多元
且丰富的文化展演形式与媒介宣传，让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
兴趣并热爱中国文化，关注政策导向和民生问题。同时通过产学研
平台建构，国际性学术会议讲座与竞赛的组织，提升本土文化底蕴
和国际化视野，开阔设计思路。 

（2）在学生知识传授上：采取线上视频与文献资料检索等方
式获取前期资源。学生通过资料的查阅，了解宣恩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发展历程与特色，非遗传承演化及关联性衍生产品，尝试多角度
探究知识。 

（3）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主要依托项目考察、翻转课堂、实
践创作、小组讨论、课堂汇报等线下教学的方式进行学生设计思维

的转化与锻炼。 
3.2 教学内容的设计 
课程以地域文化符号的应用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将

地域文化与文化旅游景观设计相结合。通过理论研究、案例分析、
应用实践的研究方式，探寻现代文化旅游景观设计中，融入地域特
色文化进行景观设计的规律性，表现形式及设计手法。同时从视觉
文化、图案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基于品牌形象战略，对乡村旅游品
牌形象系统进行解析，依靠视觉传播符号构建及受众共鸣的传播形
象，使人们获得文化认同感与精神归属感，打造与推广宣恩县非遗
文旅品牌。 

课程采用线上与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通过学习通进行课程前
言和热点话题的主题性讨论，通过对宣恩县发展策略与总方针的导
览，结合媒介资源，让学生全面了解项目概况，尝试将蕴含地域特
色的“西兰卡普”与“傩面”元素作为主导元素，对文化表象与内
涵加以调查，针对其物质形态及意识形态进行资料收集与分析，确
立设计切入点。阶段性采用诸如：头脑风暴、小组讨论、分组演讲
等互动教学方式，启发学生进行讨论、分析、思辨、评价问题。结
合美学与文化价值，从以下方面探讨宣恩县地域文化符号化形成与
应用方法：①挖掘地域文化；②梳理与树立核心文化；③地域文化
元素的提炼；④地域文化符号的设计；⑤地域文化符号在景观中的
应用等。基于用户期望，通过文化认知的诠释，触发用户对该地域
文化的联想与情感共鸣，传播其社会与经济价值。 

4. 课程思政下的教学推进与思考 
（1）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多渠道、多视角，感知历史文化与

时代精神 
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手法的互融性使用，通过专业知识的阶段性

分解植入，以校外联合会展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
学生作品“傩面元素餐车”“傩面元素垃圾桶”等创新性地表达了
学生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宣恩的文化特色的喜爱与传承，
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精神。 

（2）搭建“产教研融合性”平台，树立“文化自信，国际视
野” 

课程尝试搭建产教研融合性平台，与湖北宣恩县政府合作，根
据当地需求，进行地域文化视觉艺术的可持续设计，从商业上以促
进区域非遗产品销售、商业推广；从文化上以促进当地非遗文化传
播与交流；从旅游上打造宣恩城市 IP 形象与延展，推广具有地域文
化特色的产品。让学生深切的意识到设计的力量，产生自我认同，
培养学生社会服务意识与家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与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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