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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三结合三统一”《材料工艺》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
李　玲　顾丽霞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6）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观念的转变，高职工艺美术类课程不再是培养单一的技术能力，更需要注重综合素养和人文关怀，努

力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的高度融合。《材料工艺》课程是高职特教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实

践梳理出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行“三结合三统一”教学做一体化课

堂革命，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培养具备高尚品德和卓越技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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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基本特

征和具体要求在于注重立德树人和德技并修，以培养出具备高尚品

德和卓越技能的人才。从国家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到提质培优，再到

高质量发展，都明确了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对于艺术类专业，在课程教学中教育引

导学生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

《材料工艺》课程侧重材料的属性和加工工艺，注重实践能

力，根据职业需求，将艺术材料进行设计加工，以此实现和拓展

材料及工艺自身的价值。实施课程思政，将带有中华民族红色基

因和传统文化审美意趣的制作工艺传授给学生，通过朴素的艺术

手法来表达“真善美”。“三结合三统一”是实行“数字资源和

教学内容结合”“第一二三课堂结合”“评价体系和企业岗位结

合”三个维度的结合，推行“教学育人统一”“理论实践统一”“校

企评价统一”三个维度的统一，逐步完善课程思政体系，完成工

艺美术品设计到生产的全过程，推动红色价值塑造、知识技能传

授和创新能力发展，有效助力艺术人才培养和人品塑造，对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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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于学情分析下面临的问题

高职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还存在部分现实

问题。一是学生对文化艺术的内涵、情感传达、接收困难，学习

效果不佳。二是在“课程思政”建设和改革方面存在课程目标定

位不明确，缺乏科学系统的思维，没有从“思政元素”融入专业

课中应遵循的原则出发，制定可实施性较高的教学改革方案。三

是课程改革没有从特殊需要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教育需要出发，

注重学生的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来调整教育内容、教学方法，

促进学生充分的发展。四是思政的融入大多仅局限于校内的课堂

教学，且依然采用传统化的教学模式，重“知识”轻“思政”。

五是部分教师不知如何挖掘和有效融入德育资源，硬性做简单加

法。六是课程思政缺乏完善的教学体系，缺乏科学全面的评价标准，

这些都使课程思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教书”与“育人”分道扬镳。

对于特教高职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来说，学生多为听障学生，

基于听障学生认知特点的学情，课程思政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体

现在：

（一）学生缺乏文化知识储备和文化自信、认知水平不高。

高职听障生接收知识量受限，理解力不够，逻辑思维能力弱，

对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少、认同度不高，缺乏知识储备和文化自信。

他们对于字词背后的知识理解比较难，逻辑思维较弱，但对于视

觉化、体验性强的课堂接受效果良好。

（二）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相差较大

听障生接受基础教育的地区和学校不同，家庭、个人因素等

原因，创意理念和艺术素养参差不齐，技能提升和项目化任务完

成接受力差别较大。

三、解决问题的策略和途径

在教学过程中全过程全方位融入思政元素，对课堂进行教学

资源、教学场域、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成果、教学评价等

方面的改革，实行“三结合三统一”教学做一体化课堂革命，培

养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增强学生的“思想塑造和自我提升

能力”“实践操作和岗位适应能力”“产品转化和社会融入能力”。

（一）调整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不断优化课程思政内

容供给

课程要坚持持续改进的原则，不断优化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强化课程思政内容的“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引入最新的、鲜

活的案例，不断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

融合，将爱国教育、民族自信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初心和理

念分解到教学中，使其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激发学生的情感认同，

达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以版拓项目为例，如表 1。

表 1 项目化版拓教学设计

任务
教学
内容

项目案例 思政元素
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任务
一

主题性版拓
设计与实践
概述

1. 典型传统主题版拓作品
2. 新时代主题版拓创作特点

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信
历史使命

1. 了解民间工艺传统版拓的发展概况。
2. 掌握新时代主题版拓特点。

1. 增强民族自豪感。
2. 认识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使命感。
3. 坚定专业自信。

任务
二

版拓基本知
识和技法

1. 版拓艺术形式与雕版的刀
法组织
2. 构图在雕版中的应用
3. 科学的版拓制作程序

严谨求实
文化传承
工匠精神

1. 理解民间工艺和版拓艺术的形式美法则。
2. 掌握传统刀法的组织和情感表达。
3. 掌握构图原则和章法。
4. 了解版拓工艺制作流程。

1. 激发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2. 弘扬工匠精神。
3. 恪尽职业操守。

任务
三

红色记忆篇
1. 红船精神
2. 小推车
3. 解放阁

红色文化
社会责任
团结协作

1. 了解红船故事、淮海战役、沂蒙精神、
济南解放。
2. 掌握工艺流程和操作技法。

1. 感受伟大建党精神
2. 端正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3. 增强求真、诚信、团结意识，培养团结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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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四

节日文化篇
1. 龙舟
2. 如意
3. 年年有余

忆苦思甜
尊重生命
奋斗精神

1. 结合节日理解作品包含的意义，掌握工
艺技法。
2. 理解作品与幸福生活的联系

1. 增强文化自信。
2. 发扬实现美好生活的实干精神。
3 发扬开拓创新精神。

任务
五

传统文化篇
1. 戏曲人物 -- 旦角
2. 戏曲人物—丑角
3. 瓷韵

民族自豪感
敬业诚信
严谨治学

1. 了解国粹精华和戏剧角色，掌握雕刻工
艺技法。
2. 熟悉青花瓷韵，掌工艺刻技法。

1. 提升爱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
2. 发扬开拓创新精神。
3. 恪尽职业操守。
4. 弘扬严谨治学、工匠精神。

任务
六

家国情怀篇
1. 冰墩墩
2. 济南的冬天
3. 和（并蒂莲花）

民族自豪感
爱国爱家
和文化
求真求实

1. 了解冬残奥会，理解奥运精神，掌握工
艺技法。
2. 熟悉济南的冬天文学作品，掌握工艺技法。

1. 提升爱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
2. 发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精神。
3. 爱祖国爱家乡，发扬“和”文化。

本课程以主题性项目带动版拓设计与实践，把技能与思政元素

融入到版拓创作中，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红色精神系

列、传统文化系列、爱国主义系列、吉祥文化系列等不同主题系列

的挖掘，把课程思政与手工艺术教学深度融合，落实三全育人，让

学生对版拓工艺掌握的过程中更加爱党爱祖国，提升人生境界。

（二）“三结合三统一”《材料工艺》课程思政实施途径

1. 课前导学

强调“数字资源和教学内容结合”。教师在线上发布任务和

课程内容，要求学生充分运用视觉化课程思政元素资源库和教学

内容进行课前学习，学生收集素材感受作品的内涵和情感，进行

线上感受并完成在线测评，激发听障学生视觉兴奋度，是感受阶段，

教师线上互动式陪伴是引导并可根据学生情况随时进行策略调整。

教学资源库课程为超星平台教学精品课资源库和五大模块的课程

思政元素库，涵盖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等优质课程资源，能

够支持线上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资源。

2. 课中教学

推行“第一二三课堂结合”。通过教学活动，实行教学做合一。

根据实际项目设立“红色主题”“传统文化主题”“爱国主义主题”“吉

祥文化主题”“节日系列主题”“守护家园系列主题”等项目任务，

进行“红船 - 初心”“戏曲角色”“抗疫精神”“十二生肖”“端午”“黄

河口”等任务的创作，任务本身就是实施课程思政的过程。通过

学生视觉感受，融入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元素，

启发学生认知，加强思想引领，在教师示范引导下，学生分组互

动探究，项目实战，分步骤体验作品操作要领和技能，以听障学

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自然融入思政元素。

①教学场域上，实行“教室 + 工作室”结合。拓印工作室，

并准备充分的材料、工具，宽敞且标准化的工位设置，全面立体

实体化的场域增强了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感恩之心，提高自

主探索学习的能力。学生自主构建新知，通过实践拓印主题醒目，

增强文化自信，并能充分进行讨论实践、团结协作，是实现工匠

精神的重要场地保障。

②教学方法上，实行“理论 + 实践”相统一。强调工艺美术

品设计课程内容和结构上的理论 + 实践，教师“教”为引导，学

生“学”为中心。开展“红色传承”课堂革命，让版拓主题保持

正确的方向和守正创新的导向。理论实践相统一，让理论知识实

践化的课程思政让学生在各种视觉化、体验性活动中爱国爱党，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地。

③教学手段上，采用“名师进校园”+“云端大师”共育。教

学中邀请行业大师和技术技能工匠进行专题授课和技能培训，学

生可以到大师自有工作室和厂房进行实训。选聘中国手工艺术大

师、齐鲁首席技师、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非遗创承人、能工巧

匠等进行实践授课。保障先进的综合一体化信息教学设备，在课

程思政元素库中和大国工匠进行云端相遇，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

信息化教学，强化工匠大师的榜样力量，培养工匠精神，传承中

国优秀文化；同时让学生开拓眼界，增强社会化意识，培养优秀

职业素养，进行行业岗位引导，培育高质量技能人才。

3. 课后评价

实行“评价体系和企业岗位结合”。在课程评价体系中注重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和职业岗位实际评价标准，在评价对象上不但注重

结果评价，更加注重学习过程评价，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多个评价

维度、多个评价主体、多种评价方式进行多元化的评价，实行“学

生 + 教师 + 企业导师”三方评价，涵盖职业素养和岗位反馈，促进

师生自我反思和课堂复盘，从而看会教学，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平

等、互助、合作，通过形成闭环的课程思政教学框架来检验教学改

革的成效。能很好调动积极性，达到教学目标，做到隐性教育与显

性教育的融会贯通，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做到“全环境立德树人”。

四、结语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下，“三结合三统一”《材料工艺》

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是对特教高职学生全

面发展的追求和关注，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关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推动工艺美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满足学生可持续发

展的需求，加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课程中深入挖掘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让学生拥有更多自由创作的空间，又能进行

细致深刻艺术创作文化内涵体现，同时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

多维度开展职业素养提升工程，形成职业素养培养体系，可以帮

助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培

养具备高尚品德、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高质量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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