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20 21 —20 22 学年第 一 学期）

院 （部）： 美术学院

学科名称： 艺术学

学科代码： 050401

课程名称： 平面色彩构成

课程代码： 110611037

主讲教师： 李晨

职 称： 无

教 研 室： 数字媒体艺术教研室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第 1 页 共 8 页

课程名称 平面色彩构成 课程代码 110611037

课程类型
公共通识课（ ） 公共选修课（ ）

专业基础课（ √ ） 专业核心课（ ） 专业选修课（ ）

总学时 48 总学分 2

学时分配 理论讲授学时： 16 实践学时：32

授课学院 专业 班级 人数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1 视传（本）7组 21

考核方式 考查（ ） 考试（ √ ）

课程

简介

《平面色彩构成》作为我校美术学院视传设计的专业基础课，授课对象为

大学一年级视传艺术类本科生,开设时间为 1个学期，共 48 学时。本课程在构

成元素的基础上，融合思政元素，双管齐下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不仅培养学生

理性化思维及开拓性设计创意，而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能在设计中运用好中国故事、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

案例

简介

本案例以《平面色彩构成》第 2章第一节“重复构成”为例，探讨《平面

色彩构成》课程思政教育资源的开发与课程设计，通过挖掘思政元素，以古代

优秀中国文化为例和现代新中国文化的发展为基础，建立本单元学习与立德树

人的关联，引导学生真正明白重复构成含义，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从而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

使用

教材

[1]张笑非、张锦《二维造型基础》[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9

[2] 洪春英、奚纯、杨天明、刘耘《色彩构成》[M].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1

学情

分析

《平面色彩构成》的授课对象为已完成美术专业基础课的本科一年级新生，

大部分学生来自省内，升学途径除普通高考外，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对口升学。

整体美术基础较弱，专业知识不完备，对视传学科更是缺乏系统性逻辑性的认

识。班级内部学生英语美术基础层次不齐，给专业教学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同

时，不同层次的学生表现出了较大的学习动机和内驱力，具有创新意识和探索

能力，愿意为视传专业学习付出努力和汗水。

参考

资料

[1] 喻小飞.设计构成（第 2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7

[2] 朱彦.设计构成[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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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题 重复构成

所属章节 第二章 秩序构成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学生能够掌握重复构成的概念；

2.能够使用本节课所学重复构成的设计方法进行创作。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设计专业能力的培养；

2.培养学生综合设计素养和创意思维能力。

素质目标：

1.通过展示重复构成的有关中国优秀文化的案例，使学生感受正向的

家国情怀、优秀中国文化和正确价值观的培养；

2.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信，实现学科育人。

教学重点 学生能够掌握重复构成的概念并熟练运用。

教学难点 学生能够用本节课所学重复构成的方法进行独立创意设计活动。

课程思政

融入点及

实现方式

本案例选取重复构成这个小节进行教学。在确定本单元三大目标的基

础上，进行有效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挖掘的思政元素是具有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复构成的文物以及现代设计案例。思政元素和设计方法学习

有机融合的具体实现途径：

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复构成的运用：

老师向学生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复构成的运用，融入思政元

素。学生在学习后，既掌握了重复构成的概念，也在无形中接受了优秀文

化的传承性。比如，向学生展示青花瓷的纹样设计，就是运用了重复构成

的方式展现花纹，向学生传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于无形处渗透思政元素，

对学生进行价值塑造；

2. 现代设计中重复构成的运用：

向学生战展示现代设计中，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运用于重复构成中的案

例，引发学生对优秀文化的深入思考，培养思辨能力，并进行价值塑造。

教学策略

本单元在教授过程中，通过问题导入、产出导向、合作式学习等多元

教学方式，使学生掌握本节课重复构成的概念，并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重复构成的应用；通过交流，使学生能够将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实

际设计中，培养创意思辨能力；通过所学重复构成内容，使学生在此基础

上，树立正确的爱国观念，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塑造同向同

行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形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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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重复构成”专业基础课案例设计

针对课程思政指导思想，平面色彩构成团队一直在不断探索与创

新中改进授课方式。下面以大一上学期第二章“重复构成” 为例进行案

例设计。

1. 导入(10 分钟）

1.1 问题导入

1.1.1 引出重复构成的概念：

观察下图——清朝青花瓷的纹样，有什么特点？

纹样线条柔美，纹样重复出现。

1.1.2 根据古代纹样讨论重复构成的概念：

重复构成的概念是什么？

【设计意图】以问题导入的方式引导学生发现古代优秀文化。

1.2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通过搜集的其他古代纹样，讨论重复构成的概念。

学生把答案打在手机软件“学习通”的评论区。

【设计意图】以古代纹样，帮助学生进行讨论。

1.3 集体分享

手机投屏分享学生的图片。

1.4 老师点评

概念层面：纠正学生对于重复构成的理解；

价值层面：总结大部分同学图片的选择：重复构成概念理解相对

思政点：

初步思考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重复

构成

教学难点：

描述重复构成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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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到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树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2. 重复构成的分类（25 分钟）

出示符合各种重复构成的优秀传统纹样和弘扬新中国优秀文化的

图片：

2.1 以唐代纹样为例，引出基本性重复：

在构成设计中使用同一个基本形构成的图面叫基本形的重复，这

种重复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

2.2 以古代纹样为例，引出方向的重复：

方向的重复：形状在构成中有着明显一致的方向性。

2.3 以弘扬优秀文化为例，引出骨骼重复：

骨格的重复：如果骨格每一单位的形状和面积均完全相等，这就

是一个重复的骨格，重复的骨格是规律的骨格的一种，最简单的一种。

教师点评

思辨能力：

深入思考重复构

成。

教学重点：

重复构成的学习。

思政点：

优秀纹样

思政点：

唐朝文化的大繁

荣大发展

思政点：

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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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2.4 以弘扬文化图片为例，引出形状的重复：

形状的重复：形状是最常用的重复元素，在整个构成中重复的形

状可在大小、色彩等方面有所变动。

2.5 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图片为例，引出大小的重复：

大小重复：相似或相同的形状，在大小上进行重复。

思政点：

优秀非遗文化

思辨能力：

再次思考重复构

成

思政点：

树立正确的民族

文化自信心，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

教学重点：

知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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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2.5 复习所学重复的分类，并思考之前问题：

引导学生得出结论：重复构成不仅仅存在于现如今我们的生活之

中，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审美水平将其应用于各个方

面。

【设计意图】选用以上中国优秀的传统纹样和文化遗产来让学生

更直观了解重复构成的呃分类，同时对学生进行价值塑造，于润物无

声处引导学生自发思考，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树立学生民族

文化自信心。

3. 重复练习（10 分钟）

3.1 看图分析

出示中国古代的纹样设计，引导学生分析重复的类别。

【

设计意图】通过“看图分析”这种形式，引导学生进行（1）知识巩固；

（2）概念运用；（3）价值塑造。实现知识传递、能力提升和价值塑

造三大目标的有机融合。

3.2 重复分类练习

让学生自行设计各种重复构成的类型，并与大家一起分享

手机投屏并点评：

概念层面：是否能运用本节课所学内容；

价值层面：是否树立了相应的民族文化自信心。

教学难点：

分析类别。

思政点：

文化自信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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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设计意图】和开头导入的问题做首尾呼应，观察学生对于同一

个问题是否有了不同的答案。

4. 复习总结（5分钟）

复习所学重复构成概念与分类，再次突出主题，渗透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将优秀民族文化发扬与传承。

【设计意图】回顾所学，升华主题。

5. 布置作业（5分钟）

让学生设计一张重复构成的作业。

要求：

尺寸大小：15×15 厘米；

黑白画即可。

【设计意图】课上课下全程育人，以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完成作业，

同时巩固三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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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教学成效

1. 价值塑造成效

本案例学习重复构成时，选择了具有思政元素的传统优秀文化，既起到了学习重复

构成的作用，也在无形中渗透思政元素，使师生在文化认同与树立方面都获得了成长：

要选择具有优秀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科学精神、等设计案例作为我们的灵感创作的来

源与发扬传承其文化。

2. 知识传授成效

本案例着重培养学生对重复构成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通过实图理解其概念，再通过

案例欣赏和个人小随堂练习，从知识输入到课堂检测形成闭环，使得目标知识有效落实。

从教学环节来看，本案例设计包括课堂导入到作业布置五大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

学体系，全程师生都有参与，教师起到引导作用。从教学形式来看，本案例使用的教学

手段多样：小组讨论、使用学习通教学手段、集体分享，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以学生为中心，把学生从枯燥无味的课堂中解放出来。

3. 能力培养成效

教师基于课本知识，先后引导学生了解重复构成的概念与分类，并对主题问题进行

多次思考，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重复构成在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应用比如纹样、建筑等，

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爱国情和怀思维能力。

教学反思

1. 价值塑造反思

本案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思政教育的传授，曾强学生的爱国情怀与

文化自信。不足之处为隐性元素挖掘欠充分；同时，停留在实践层面居多，今后需在思

想的认识上和知识的全面系统上进一步提高。

2. 知识传授反思

本案例运用多样化教学方式，配合现代信息化教学技术，呈现出活泼、轻松的课堂

气氛。不足之处在于未充分利“学习通”，之后可使用混合式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提

高学生学习效率。

3. 能力培养反思

本节课主要提升了学生对与重复构成设计时可结合优秀传统文化。不足之处在于学

生的评价较为偏向单一，今后可在此基础上加入生生互评，激发学生的评价兴趣，使学

生感受到来自同学的认同感，并以此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重复构成

基本形重复

方向重复

骨骼重复

形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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