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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数字动画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初探 
◆黄浩锋  邓  琦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通过数字动画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构建“文化为体，科

技为媒，策划为本”课程体系，挖掘课程的育德内涵，注重设计与文化

结合的动画内容教学，探索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学全过程的途径与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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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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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过程和全方位育人。为实现这一目标，我校积极进行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专业课程三位一体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体系”的构建探索。当前，要实现从思想政治课程主渠
道到专业课程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转变，充分发挥专业课程
的思想政治内涵和德育功能。通过有效设计和实施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专业课程教学的载体，体现育德的内涵，发
挥专业课程的价值渗透作用[1]。为此，本人以“数字动画设计”
课程为例，探讨如何通过教学改革深入探索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 

1 专业课教学中的德育目标设计 
1.1 课程特点 
数字动画设计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教学的

目标是让学生了解数字动画制作的原理；掌握动画运动的基本运
动规律；掌握使用 flash 等数字软件开发数字动画设计的方法和
技巧，培养学生对动画创作的思维能力。与其他专业课程相比，
该课程的特点主要是技术、艺术和策划的统一。目前，国内高校
数字动画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围绕动画制作技术进行，学生
通过课程学习能较好掌握基础动画制作，但却忽略传统文化与美
学的作用，缺乏整体动画项目的策划能力。本次“数字动画设计”
课程的教学改革，旨在构建“文化为体，科技为媒，策划为本”
数字动画设计课程体系，进行理论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及爱国情
怀的结合探索。培养学生既要掌握动画制作技术，又能结合文化
主题策划，进行动画艺术作品的创作。 

1.2 课程的育德内涵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给动画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平台，

如今，动画成为人们休闲娱乐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
动画内容良莠不齐，给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就教育的本质而言，在遵循数字动画课程专业教育的要求
的同时，有必要充分发挥“育德、爱国”的内涵。有机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德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教育内容。
就“数字动画设计”课程而言，其道德教育主要体现在引导学生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基本特征。在设计过程中加强对传统
文化的运用，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激发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认同感和对祖国的自豪感。 

2 数字动画设计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要加强专业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转变课堂教学的

重点，关注学生的期望和发展需要。“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要在专业教学中适当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
结合点，而不是生硬的进行思想政治说讲。相反，创造一种教学
情境和实践形式，学生可以享受、娱乐和教育，不仅是为了提高
教学的针对性和亲和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参与意
识，促进“专业理论”与“道德实践”的有效结合。就“数字动
画设计”课程而言，课题组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在
专业教学中的整合： 

2.1 以传统图案的应用作为融入点。 
相比较动画设计本身而言软件只是人们用来实现创意想法

的工具。在讲授数字动画设计课的 flash 动画制作技术部分时，
本人并不急于讲解软件的具体命令，而是先给学生分析图形图案
的构成原理，再用结合软件具体命令来进行制作表现，很好的做
到理论结合软件应用。为使数字动画有良好的文化根基和生命
力，课程把原始社会图案、古典图案、民间和民俗图案、剪纸、
皮影等传统图案作为图形绘制教学案例和练习模板，引导学生吸
收传统文化的内涵，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2]。 

2.2 以传统佳节作为融入点。 
春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都有着

极其丰富的民俗文化，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积淀的文
化体现。现时期，年青一代对中国传统节日逐渐淡化，而对西方
节日却盲目追从[3]。为加强学生意识形态健康发展，本人在 flash
动画制作技术章节，以制作一个传统节日贺卡动画作为案例，并
要求学生在实验课内完成以传统佳节为主题的贺卡动画制作，引
导学生在新时代更加关注中国传统节日，使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 

2.3 融入丰富的红色动画案例 
案例教学是数字动画设计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人以红色

经典动画“红军桥”，“小兵张威”，“红色旅游”，“那些兔子当年
的东西”，“这些年，那些事”、“高铁的前世今生”、“愚公移山”
等经典动画为案例，讲解动画中的角色设计和场景设计。在案例
的欣赏和解析过程中，讲解动画背后的故事以及剧本的策划，挖
掘红色故事的内涵，传递正能量[4]。 

2.4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爱国主义，奉献，正直，友善”，创
作结课作业动画。 

结课作业动画为综合性设计实践类，对学生动手能力要求较
高。要掌握 Flash 动画制作技术，还需要良好的设计美感。通过
本次考试作品创作，学生都能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定的主
题词进行动画文案策划并进行 PPT 汇报，确定文案后根据掌握
的动画制作技术进行动画创作。虽然时间紧迫，但大多数学生仍
然能制作出非常有趣和有吸引力的动画。结课作品的创作反映出
这种创意设计思维的训练对他们学习提升是非常有益的。 

3 结束语 
本次数字动画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贯彻了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指导思想，
构建了“文化为体，科技为媒，策划为本”数字动画设计课程体
系，注重设计与文化的结合，经过了教学实践的初步检验。从学
生学习成果的反馈来看，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数字动画制作技术，
更重要的是具备了动画内容的策划与文化基因的挖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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