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创新选拔赛

讲课比赛成果汇编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 12 月



目 录

一、发文

1．关于开展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的通知（皖工教〔2024〕6号） ······································ 1

附件 1：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 5

附件 2：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 7

附件 3：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 8

附件 4：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汇总表 ······················································· 9

附件 5：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评分标准 ···················································10

2．关于公布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结果的通知（皖工教〔2024〕12号） ····························· 15

二、新闻报道

1．我校成功举办第四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产教融合赛道决赛 ···············································17

2．我校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圆满落幕 ·········································································18

3．艺术设计学院成功举办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 20

4．基础部举行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 22

5．水利工程学院成功举办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 25

6．机械工程学院成功举办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 27

7．以赛促教，赛教融合——财经学院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预赛 ···············································30

8．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开展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 33

9．电信工程学院举办 2024年教师教学创新选拔赛初赛 ······················································ 35

10．土木工程学院成功举办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37

三、教师成果展示

1．桂玉环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 39

《管理学》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 41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 48

“管理学”教学大纲（2023版） ··················································································50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 56

PPT ···················································································································· 61



2．刘瑞琳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 65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 67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 73

“3S技术集成与应用”教学大纲 ················································································· 75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 83

PPT ···················································································································· 89

3．唐雨卉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 91

课程思政创新报告——以《钢结构原理》课程为例 ·······················································93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 99

皖江工学院“钢结构原理”教学大纲（2021版） ···························································100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106

PPT ···················································································································108

4．丁蓉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 113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 115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教学大纲（2021版） ······························································ 121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128

PPT ···················································································································131

5．季云云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 133

以学为中心的《最优化方法》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 135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144

《最优化方法》课程实施大纲 ·················································································145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162

PPT ···················································································································168

6．张妍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171

《设计原理》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173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179

“设计原理”教学大纲（2024版） ············································································· 180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190

PPT ···················································································································193



7．黄如意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197

《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 199

“宏观经济学”教学大纲（2021版） ·········································································· 204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215

PPT ···················································································································218

8．王世辰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219

《大学篮球》教学创新与实践 ·················································································221

《篮球》教学大纲（2021版） ················································································228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233

PPT ···················································································································234

9．施艺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238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 ································································································240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251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教学大纲（2021版） ································································· 260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272

PPT ···················································································································276

10．马明 ··················································································································280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280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思政教学创新报告——以为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

载力例 ··············································································································· 282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思政创新成果支撑材料 ·················································· 288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教学大纲（2021版） ······························································ 292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304

PPT ···················································································································306

11．朱婷 ··················································································································309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309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项目研究报告 ··············································································311

课程思政创新成果支撑材料目录 ··············································································316

“大学物理 I（电气信息类）”教学大纲 ····································································· 327

“大学物理 II（电气信息类）”教学大纲 ···································································· 338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344



PPT ···················································································································345

12．杨丽雅 ···············································································································347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347

工程制图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349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355

“工程制图 I（水利类）”教学大纲（2021版） ···························································· 358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366

PPT ···················································································································369

13．吴静妹 ···············································································································373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373

《电路》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375

“电路”教学大纲（2021版） ··················································································· 379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387

PPT ···················································································································392

14．金花

基于 CDIO工程育人理念下 ····················································································395

《装饰材料与构造》课程产教融合教学设计 ······························································ 395

“装饰材料与构造”教学大纲 ···················································································· 411

PPT ···················································································································420

15．陶彬彬

面向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嵌入式课程立体化建设 ························································ 428

与改革探索 ········································································································· 428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436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439

“嵌入式系统综合实践”教学大纲 ··············································································444

16．张利庭 ···············································································································448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448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451

皖江工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455

《计算机网络》课程产教融合创新成果报告 ······························································ 459

产教融合证明材料 ································································································462

“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教学大纲（2021版） ······························································ 471

PPT ···················································································································478



17．牛晓舟

教 案 ············································································································· 481

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481

“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教学大纲（2023版） ······························································ 519

PPT ···················································································································527

18．丁东升 ···············································································································532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532

《土力学实验》思政创新报告 ·················································································534

皖江工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539

皖江工学院“土力学实验”教学大纲（2023版） ···························································540

土的渗透性研究 ···································································································546

土的压缩性研究 ···································································································549

土的抗剪强度研究 ································································································553

PPT ···················································································································555

19．杨 锴

学情分析 ············································································································ 557

教 案 ·················································································································558

PPT ···················································································································562

20．赵 萍 ···············································································································57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57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57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汇总表 ··························································57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学情分析报告 ··························································57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教案 ······································································ 581

PPT ···················································································································584

21．卢俊汝 ···············································································································58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58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汇总表 ··························································59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591

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硬道理 ··············································································593

PPT ···················································································································598

22．刘慧琳 ···············································································································6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6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602



教 学 设 计（刘慧琳） ························································································ 604

PPT ···················································································································607

23．黄 颖 ···············································································································6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6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611

PPT ···················································································································612

24．王 洋 ···············································································································6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615

附件 2 ················································································································6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616

PPT ···················································································································617





1

关于开展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的通知

皖工教〔2024〕6号

各院（部）、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

于举办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安徽赛区比赛的通知》（皖教秘高

〔2023〕159号）、《关于举办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产教融合赛道赛

事的通知》（高学会〔2024〕7号）等文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

扬教育家精神，助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和产教融合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

育教学创新发展，提高产教协同育人成效，提升高校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和高校人

才自主培养质量，打造高校教学改革的风向标，学校决定举办 2024 年教师教学

创新选拔赛，比赛分为两个组别，分别是课程思政组和产教融合组。本次比赛分

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预赛，第二阶段为决赛，现将预赛及决赛组织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预赛组织

预赛由各二级学院（部）自行组织，并将预赛时间于 4月 12日前报教务部。

（一）参赛对象

1．课程思政组：各教研室自有专业教师。

2．产教融合组：其中主讲教师近 5年讲授参赛课程（应为列入本科专业培

养方案的课程）2轮及以上。以团队形式参赛，团队成员包括 1名主讲教师和不

超过 3名团队成员（至少包含 1名从行业企业聘请的兼职教师，且深度参与教育

教学时间 2年及以上）。已参加安徽省第四届大赛安徽赛区比赛第 1-6组的主讲教

师及课程不能再次或重复参赛。

（二）预赛流程

1．各参赛教师自行下载打印《申报书》（附件 1）填写完毕后，一式两份提

交至各二级学院（部）教学工作办公室和教务部汇总存档。

2．预赛时间由各二级学院（部）自行确定，内容及形式参照学校决赛的内

容及形式。

3．各二级学院（部）请在 5月 10日之前，以学院文件的形式将决赛名单以

及附件 1、4报送至教务部。各二级学院（部）必须组织预赛，要求每个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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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教师参加。通过预赛之后，课程思政组各院部可推荐副高及以上组 1名、中

级及以下组 1名，产教融合组各院须至少推荐 1个团队（马院、基础部可不参加

产教融合组比赛）。

二、决赛组织

决赛由学校统一组织。

（一）参赛对象

各二级学院（部）推荐的决赛选手。

（二）决赛流程

1．选手在报名前必须完成参赛课程的创新报告、教学大纲、PPT等材料；

2．所有选手在比赛现场抽签确定本人的参赛顺序。

（三）决赛内容及方法

1．课程思政组：

课程思政要求在课程教学中充分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课程思政主要形式是将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

到各门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要在“融

合”上下功夫，将党的创新理论自然“融入”思政课和专业课，案例讲解与思政

原理要融会贯通。本次决赛由教学材料和课堂教学两部分组成。

（1）教学材料。参赛选手请提交以下材料：

1.1参赛申报书（附件 1）；

1.2参赛课程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1份；

课程思政创新报告应立足于学科专业的育人特点和要求，发现和解决本课程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的“真实问题”。报告包括摘要、正文，字数 4000 字

左右为宜。

1.3课程思政创新成果的支撑材料及目录（附件 2）；

1.4参赛课程教学大纲的复印件 1份；

1.5参赛课程教学设计的纸质版 1份（附件 3）；

1.6参赛课程 PPT 1份；

请所有参赛选手在 2024年 5月 20日之前将以上材料提交到教务部。

（2）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规定时间为 15分钟。评委主要从材料及课堂教学

方面进行考评。决赛不安排学生听课，由教务部组织教师观摩，参赛选手面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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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和观众进行课堂教学。根据各自参赛课程需要，选手可携带所需的教具。

（3）评分方式

具体各项评分细则详见附件 5。

（4）注意事项

选手提交的材料一律用 A4纸打印，其中 PPT每页幻灯片不超过 6幅。

2．产教融合组

引导教师通过课程教学创新，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提高高校与社会、高

校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成效，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

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全面提高高校拔尖创新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本次决赛由教学材料和课堂教学两部分

组成。

（1）教学材料。参赛选手请提交以下材料：

1.1参赛申报书（附件 1）；

1.2参赛课程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1份；

产教融合创新成果报告应密切围绕高校与社会或行业企业主动合作、人才培

养规格与产业需求、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组织模式创新与教学模式改革等

产教融合方面的内容，以教学研究的范式，聚焦教学实践中的“真实问题”，通

过课程内容的重构、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环境的创设、教学评价的改革、师资

队伍的建设、协同办学的机制等，解决教学问题，明确教学成效及其推广价值。

报告包括摘要、正文，字数 4000字左右为宜。

1.3产教融合教学创新成果的支撑材料及目录（附件 2）；

1.4证明材料 1份；

须截图教务系统中课程已完成学期的开设信息，参赛课程名称须与教务系统

中显示情况一致，由所在二级学院出具参赛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内容比例证明，应

不少于 30%。行业企业参与教学相关证明，即人事聘任协议或产教融合项目合同

等，签订时间在 2年及以上。

1.5参赛课程教学大纲的复印件 1份；

1.6参赛课程教学设计的纸质版 1份（附件 3）；

1.7参赛课程 PPT 1份；

请所有参赛选手在 2024年 5月 20日之前将以上材料提交到教务部。

（2）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规定时间为 20分钟。评委主要从材料和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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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考评。决赛不安排学生听课，由教务部组织教师观摩，参赛选手面对评

委和观众进行课堂教学。根据各自参赛课程需要，选手可携带所需的教具。

（3）评分方式

具体各项评分细则详见附件 5。

（4）注意事项

选手提交的材料一律用 A4纸打印，其中 PPT每页幻灯片不超过 6幅。

（四）决赛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设置一、二、三等奖，优秀奖（个人）和优秀组织奖（集体）。其

中一等奖占比 15%，二等奖占比 30%，三等奖占比 40%，优秀奖占比 15%，优秀

组织奖（集体）1个。

（五）评分规则

每位评委分别根据评分标准给出教学材料和课堂教学分数，汇总后，去掉一

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计算剩余分数的加权平均。最终成绩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

（六）决赛时间、地点

决赛时间暂定在 5月下旬，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工作要求

1．本次比赛将按省赛名额足额推荐。

2．讲课比赛获奖教师申报与此次参赛作品相关的教研专项以及科研项目时，

优先立项。

3．教务部将汇编获奖教师的材料。学校举行颁奖仪式，颁发获奖证书并计

入教学比赛工作量。

4．请各单位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周密筹划，做好预赛组织、参加校级决赛

人选推荐等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向教务部报送有关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联系人：

梅洁（F210），QQ：742596564。

皖江工学院

2024年 4月 7日

皖江工学院院务部 2024年 4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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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

片

职称 职务 学历

民族
政治

面貌
学位

院部
高校

教龄

邮箱 手机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参赛

组别

开课

年级

学科

门类

参与课

程企业

名称

（产教

融合组

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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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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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

3

4

5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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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学 院

课程名称 学 时

课程类别

教材分析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

教育

内容

教学方法

与举措

教学实施

过程
（说明：需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如何在每个环节落实其教学设计。）

教学反思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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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汇总表

学院： （盖章）

序号 姓名（团队成员） 职称 组别 参赛课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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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评分标准

一、课程思政组

1．课堂教学（50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教学理念

与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

融为一体，充分发挥课程育人作用。

教学目标立足本专业本课程的育人特色，在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等

方面要求清晰、科学、准确，符合新时代创新型复合型应用 型人才培养需求。

教学内容

坚持思想性和学术性相统一，教学内容及资源优质适用，能够将思政教育与专业

教育紧密结合，帮助学生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

坚持正确方向和正面导向，深入挖掘课程自身蕴含的思政资源，并科 学有机融

入教学内容体系，不做不恰当的延伸，体现思想性、时代性 和专业特色。

教学内容满足行业与社会需求，关注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关注学科 专业发展

前沿，教学重点难点处理恰当，体现高阶性、创新性与挑战 度。

教学过程

教学组织有序，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体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能够 寓价值观

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教学安排合理，教学方法恰当，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 入思考，

体现针对性、互动性和启发性。

信息技术的使用合理有效，实现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有机融合，有 力支持教

学创新。

教学考核评价内容科学、方式创新，注重对学生素质、知识、能力的 全方位评

价，注重形成性评价与生成性问题的解决和应用。

教学效果

教学内容、方法及实施过程遵循教学理念，高效达成教学目标，达到 如盐化水、

润物无声的效果，有效实现教书、育人相统一。

课堂讲授富有吸引力，课堂气氛积极热烈，学生深度参与课堂，积极 性和活跃

度高，学生素质、知识和能力得到发展和提高。

形成突显专业特色、符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模式，具有较大借鉴和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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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思政创新报告（25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问题导向
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导向，立足于学科专业的育人特点和要求 发现和解

决本课程开展课堂思政教学过程中的真实问题。

创新举措

能够准确把握课程思政的内涵建设要求，聚焦需要解决的课程思政教 学过程的

问题，在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考核 评价等方面提出了

具体举措，且针对性、创新性、可操作性强。

创新效果
能够切实解决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能够有效实现寓价值观引导 于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

成果辐射

能对课程思政实践成效开展基于案例的有效分析与总结，面向同一类 型课程、

同一学科专业、同一类型学校，形成具有较强辐射推广价值 的课程思政教学新

方法、新模式。

3．教学设计创新汇报（25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教学理念
坚持立德树人，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融为一体，充分发挥课程育人作用。

总体设计

遵循教学理念，围绕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融合，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活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材选用、教师配备、教学考核、评价反馈等进

行系统性设计，能够有效落实所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学生情况和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准确体现对学生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等方面的要求。教学目标清楚具体，易于理解，便

于实施，行为动词使用正确，阐述规范。

学情分析
学生认知特点和起点水平表述恰当，学习习惯和能力分析合理，思想 发展现状、

特点和规律总结准确。

内容分析

符合学生思想发展和认知特点，体现课程育人理念和目标，课程知识体系清晰科

学，课程自身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挖掘深入准确，思政资 源和知识内容融合紧

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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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过程与方法

教学活动丰富，过渡自然，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作用，能够 帮助学生

有效提升素质、知识和能力。

教学方法灵活恰当，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科学合理，关注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思考，

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教材和教学资源选用科学，教学案例典型恰当，

注重价值引领，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教学过程。

考评与反馈
教学评价维度多样，方法多元，内容科学，适合学科专业要求和学生特点，能够

评价学生素质、知识和能力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设计创新
围绕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进行一体化设计，充分 体现育人

理念和特点，专业特色突出，富有思想性、时代性和科学性、创新性。

文档规范
文字、符号、单位和公式符合标准规范；语言简洁、明了，字体、图表运用适当；

文档结构完整，布局合理，格式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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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组

1．课堂教学（50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教学理念

体现“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教育理念，符合专业特色与课程要求；在深化产教融

合中推进教育教学创新，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教学内容

深挖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实现“润物无声”的课程思政教育。

将教学内容与行业企业、实务部门等实际工作和需求以及国家产业政 策、国内外

产业发展的基础走向和价值导向紧密融合，将生产现场转化为教学课堂，将政产

学研的创新理念、机制体制和重大科研成果转化为课程教学案例，体现高阶性、

创新性与挑战度。

教学资源储备丰富，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包括但不局限于共

建校企联合实验室、共建实习实践基地、联合开发课程、共同编写教材等，注重

将行业企业发展最新前沿成果融入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

体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行业企业参与，聘请行业企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管

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等参与教学。

以解决社会和行业企业实际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平台，采用

项目式、任务式等方式方法，将专业知识与生产过程和行业标准等相对接，启发

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产学合作开发数字资源，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基本教学线索，深化数

字化技术在教学场景和评价中的应用。

教学效果

课程讲授富有吸引力，互动气氛融洽，学生思维活跃，能够了解领域和行业的最

新动态和实际情况，创新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素质、知识和能力全面提高。

形成服务国家战略、突出专业特色、符合学生特点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合作

教学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体制和基本经验，具有较大借鉴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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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成果报告（25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问题导向

人才培养规格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类实践需求相符，以培养高素

质创新人才为导向，立足专业和学科特色，发现和解决产教融合课程教学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

创新特色
通过产学研深度合作，在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共同完

成课程改革，且针对性、创新性、可操作性强。

创新效果

课程教学方案设计科学、方法有效、评价多元，数字化转型较好，学生服务国家

战略意识、专业知识素养、解决产业发展问题能力同步提高，解决人才培养供给

侧和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

成果辐射
能够对产教融合课程教学的合作模式和成果转化开展基于证据的有效分析与总

结，形成具有较强辐射推广价值的教学新方法、新模式。

3．教学设计创新汇报（25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理念与目标
课程设计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教学目标符合专业磕碜个特点，学

生实际，清楚具体，易于理解，便于实施，助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内容分析

紧密对接产业链和创新链，及时将学科研究新进展、实践发展新经验、 社会需求

新变化、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内容，更新及时，动态完善。

避免“两张皮”，将专业课程知识点关系、地位、作用纳入到产业发展的新环境、

新背景中去讲授，描述准确，理论与实践结合合理，高校、行业企业内容分配合

理；参与教学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合理。

过程与方法

教学过程在行业企业真实场景下进行，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创

新创业的意识和能力，实践教学与生产实践对接。

通过产教协同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教学重点突出，难点把握

准确，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合理选择与应用数字化平台和技术，创设教学环境，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

考核评价
评价方法和主体多元，行业企业参与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学

生知识、能力和思维发展得到合理有效评价。

设计创新
教学方案的整体设计富有创新性，注重资源整合，能体现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的教

学理念、思路和要求；教学方法选择适当，教学过程设计有突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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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结果的通知

皖工教〔2024〕12号

各院（部）、部门：

根据《关于开展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的通知》《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开展

思政课程教学比赛的通知》安排，经二级学院（部）初赛、学校决赛，共评出获

奖教师 24名，其中一等奖 4名，二等奖 9名，三等奖 11名，优秀组织奖 1个。

现将获奖结果公布如下：

课程思政-讲师及以下组别：

一等奖：桂玉环（管理院）

二等奖：刘瑞琳（土木院） 唐雨卉（水利院）

丁 蓉（电信院）

三等奖：季云云（计算机院） 张 妍（艺设院）

黄如意（财经院） 王世辰（基础部）

课程思政-副教授及以上组别：

一等奖：施 艺（艺设院）

二等奖：马 明（土木院） 朱 婷（基础部）

三等奖：杨丽雅（水利院） 吴静妹（电信院）

思政课程组（马院）：

一等奖：杨 锴

二等奖：赵 萍 卢俊汝

三等奖：刘慧琳 黄 颖 王 洋

产教融合组：

一等奖：金 花团队（艺设院）

二等奖：陶彬彬团队（电信院）

张利庭团队（计算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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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牛晓舟团队（艺设院）

丁东升团队（土木院）

优秀组织奖：艺设院

皖江工学院

2024年 7月 2日

皖江工学院院务部 2024年 7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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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举办第四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产教融合赛道决赛

为引导我校教师通过课程教学创新，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提高高校与社

会、高校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成效，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

矛盾，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全面提高高校拔尖创

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5 月 28 日下午我校在水木楼南

101报告厅举行了第四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产教融合赛道校赛现场汇报比赛。本

次校赛决赛共有五支团队参加了本次比赛。本次比赛结合评委们的现场打分推荐

二支团队参加省赛。

本次教学创新大赛产教融合赛道比赛是一个全新赛道，参赛教师们在产教融

合教学创新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得到了评委专家们的一致评价，我校也高度重视教

师教学，以此次大赛为契机，精心组织了校级竞赛，推进产教融合，深化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我校将继续围绕学校与社会或行业企业主动合作、人才培养规格与产业需

求、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组织模式创新与教学模式改革等产教融合方面的

内容，以教学研究的范式，聚焦教学实践中的“真实问题”，通过课程内容的重

构、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环境的创设、教学评价的改革、师资队伍的建设、协

同办学的机制等，解决教学问题，明确教学成效及其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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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圆满落幕

6月 25日下午，我校教学创新选拔赛课程思政组决赛在水木楼南 101报告厅

如期举行。本次课程思政组决赛共有 13 位教师参加，分为讲师及以下组别和副

教授及以上 2个组别。

决赛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13位参赛老师立足课程建设与改革，结合教学实

践，聚焦教学痛点，围绕课程内容重塑，课程思政融入，教学方法创新，评价方

式改革，改革成效推广等方面进行汇报，充分展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参赛教师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创新的教学理念和优秀的教学成果，展现了

学校课程创新改革的成效，展现了教师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评审专家从理念

与目标、内容分析、学情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等多个维度，对参赛教

师的教学设计创新汇报进行点评，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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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怀宁副校长在总结讲话中表示，教学创新大赛是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学校举办教学创新选拔赛，引领了教学改革方向、促进了教师团队协作、提高了

教师的综合素质、营造了学校良好的教学文化。教师参加大赛的过程，是一个淬

炼和深度学习的过程，既是对教师自身能力的挑战，也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

要快捷途径。他要求全体教师持续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继续不断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提升自我。

通过比赛，广大教师深刻认识到课堂教学改革对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

性，也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我校将为选手们配备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进行

全程、有针对性的跟踪辅导，协助他们积极备战省赛。同时学校将充分发挥大赛

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执教水平，打造更多一流课程，进一

步推动我校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



20

艺术设计学院成功举办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助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和

产教融合建设，5月 8日下午，艺术设计学院于洪雅楼 203会议室举办了 2024年

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学院院长伍旭坤教授、外聘教学督导陈静波副教授、杨杰

副教授担任此次比赛的评委。

本次预赛分别课程思政组和产教融合组两个组别，课程思政组共 2名教师参

赛，产教融合组共 2 个团队参赛，各参赛教师及团队教师代表分别进行了 15分

钟的模拟授课。

整个比赛过程紧张有序，各参赛教师备课认真充分，教学设计严谨合理，教

学内容充实丰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表情动作和生动有趣的

讲解，充分展现了专业的授课艺术和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展示了青年教师积极向

上、追求卓越的良好风貌。大赛评委对参赛教师所展现的教学课件、教学思路进

行了认真点评，对几位教师的教学准备、教学基本功和教学效果提出了进一步提

高和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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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比赛不仅激发了青年教师提高自身教学能力的积极性，更进一步推动了

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伍旭坤强调，将以此次教学创新

选拔赛为契机，持续优化教师培养机制，深化教学改革，努力打造一支高水平、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为培养更多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质量人才提供有力支撑。（艺

术设计学院供稿）

编辑：陈斌斌 审核：伍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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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部举行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为进一步推进学院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师教书

育人能力，基础部于 2024 年 5 月 8日下午在弘毅楼 209 会议室举行教学创新选

拔赛预赛，比赛严格按照校赛程序进行。主任余明江、主任助理毕胜琴、基础部

人才招聘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担任评委。

参加比赛的七位教师赛前均做了精心准备，向评委们充分展示教学思路、教

学基本功和教学能力。朱婷老师在讲解熵时，从日常生活中的能量图引入了“熵”

的概念，最后过渡到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浅显易懂。李松老师在讲解曲边梯形面

积的时候，结合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在测量土地面积的时候，运用以直代曲

近似求和的思想引出定积分的概念，不仅传授了语言知识点，而且让同学们明白

了土地的可贵，培养学生热爱和平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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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过程中，经过教研室推荐的教师们准备充分、教态自然、着装得体。讲

课过程中贯彻立德树人具体要求，突出课程思政，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教学

内容充实，注重联系学科发展新思想，讲课富有活力和激情，展现出优良的精神

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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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教师讲课结束后，评委对每位参赛选手的参赛内容进行点评和评分，并

对下一步的改进方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余明江主任做了总结，他表示，参赛教

师的课堂教学活动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创意，巧妙的将案例分析与思政理论知识相

结合，很好展示了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

通过本次比赛，有力提升了参赛教师的教学能力水平，为下一步的决赛打下

坚实基础。（基础部 供稿）

编辑：田仔敏 黄琛 预审：侯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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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学院成功举办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为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创新发展，提升高校教师教书育人能力，5

月 8日，水利工程学院在水木楼西 502会议室举行了教师教学创新选拔赛初赛。

院长胡明、院督导沈长松、副院长张鹏及各专业教研室主任担任此次预赛评委。

本次大赛旨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比赛现场，

每位参赛教师都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教学风采和才华。他们通过精心设计的课件、

生动的讲解，将复杂的专业课知识讲解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评委们对每位参赛教师的表现进行了细致的评价，他们肯定了教师们在教学

创新、课程思政、课件制作、语言表达等方面所显现出的特长与独到之处，同时，

也指出了课件细节的不足之处、课程思政的引入方法，演示了更为生动的教学语

言表达技巧，对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http://www.wjut.edu.cn/xybx/shui-li-go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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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杨丽雅和唐雨卉两位老师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

成功获得了参加学校比赛的资格。她们的讲课风格各具特色，既严谨深入又富有

激情，赢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水利工程学院将继续在教学创新和产教融合的道路上前进，以提升教育教学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己任，为培育更多优秀人才而努力。

编辑 卜夕晓 审核 胡明

http://www.wjut.edu.cn/xybx/shui-li-go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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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成功举办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助力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和产教融合建设，根据我校《关于开展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的通知》的

文件精神，机械工程学院于 5月 8日下午在 H508会议室举办了 2024年教学创新

选拔赛预赛。院长朱天宇、党总支书记张建民、常务副院长赵恒文以及能动专业

教研室主任梁晓玲担任此次预赛的评委，预赛由院长朱天宇主持。

本次预赛共 4 名教师参赛，每人进行了 15分钟的模拟授课。徐靖 2老师将

《生物质能转化原理与技术》这门课与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思想紧密联合，

表达了学习生物质能源转化原理与技术顺应了国家的发展战略。

赵增飞老师从机械制造的角度，诠释了《机械制造工程学》在我国由制造大

国向机械制造强国迈进的背景下学习的重要性，希望学生们向工匠精神学习，增

强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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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康老师提到想要迈向制造强国，材料是关键，于是将《机械工程材料》

与“中国制造 2025”目标联系起来，指出十大新兴产业的发展均与材料均息息相

关，新材料的发展助力了国家实力的发展。希望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同学们能够

利用合理的材料、优良的设计、合适的加工，制造出高质量的大国重器。

朱正阳老师则说到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人工智能给同学们带来了全新的生

活体验，但同时也使得部分学生沉迷于其中，如何理解虚拟世界从而更好的在现

实生活学习发展，在大学期间扣好人生中的一粒扣子，是《人工智能》这门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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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告诉同学们的。

各位老师通过严谨清晰的逻辑思维、富有激情的教学语言、生动活泼的互动

方式，充分展示了各自的教学风采和教学技能，评委们充分肯定了参赛教师的课

堂教学表现和创新教学举措并逐一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最后，赵院长表示经过此次预赛，对几位参赛老师今后的课堂表现充满信心，

希望老师们能够继续在教学上进行创新并将思政更好的与课堂融合起来，带动学

生们为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奉献一份力量。

（机械工程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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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促教，赛教融合——财经学院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预赛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引领广大教师转变教

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师教学技能，财经学院于 4月 24日下午在

财经管理楼 517 会议室举办了 2024 年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预赛。预赛邀请了校外

专家王锴、王长莲、夏益国三位担任评委，共四位参赛者，包括三位财管教研室

教师和一位国贸教研室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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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赛开始，四位参赛教师每人进行了 15-20分钟的模拟授课，每位参赛教师

都紧扣课程教学目标要求，精心设计课程内容与教学过程，课件制作精美，体现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能深入挖掘

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教学内容安排合理、衔接有序、结构清晰。通

过严谨清晰的逻辑思维、富有激情的教学语言、生动活泼的互动方式，充分展示

了各自的教学风采和教学技能。评委们充分肯定了参赛教师的课堂教学表现和创

新教学举措并逐一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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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赛者的不足三位评委也给出了几条建议，包括增加思政内容、理论更

加联系实际、板书与 PPT更深入结合、概念内容要更加严谨、选用较权威的授课

教材等。

通过三位评委的精心点评指导，每位参赛教师纷纷表示收获了不少的经验和

方法，会继续会继续尝试将教学创新运用到自己的授课过程中，优化改进授课方

式和内容，为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正式比赛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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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开展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4月 24日，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在至善楼五楼会议室开展了教学创新选拔

赛预赛，学院全体教师参加了观摩。预赛由院长胡徐胜主持。

赛前，胡徐胜院长通报了学校对我院教学档案的检查情况，传达了学校对教

学档案管理提出的建议。胡院长表示，教研室要进一步加强试卷规范化归档和管

理，确保归档材料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努力提升教学档案标准化建设水平，为迎

接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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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利庭、王媛两位老师对教学创新选拔赛的前期准备、参赛课程设计

思路进行了汇报，韩静、季云云两位老师对参赛课程进行了示范性讲解。

四位老师的精心准备和精彩示范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认可，展示了各位教师的

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体现了课程思政的主题，为大家交流经验、相互学习、促

进课堂教学质量提升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供稿）

编辑：李婷

初审：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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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工程学院举办 2024 年教师教学创新选拔赛初赛

为引导青年教师钻研教学工作，夯实教学技能，提升教学质量，根据我校《关

于开展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的通知》的文件精神，4月 24 日下午 14:00 电信

工程学院在 G520举办了 2024年教师教学创新选拔赛初赛。5名青年老师参加了

课程思政组和产教融合组 2个赛道的预赛。大赛由教学副院长纪萍主持，学院领

导班子成员、全体教师参加会议，学院教学督导组组长张捍东、学院教学督导孙

玉霞和郎佳红老师担任大赛评委。

本次比赛的宗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助力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和产教融合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创新发展，提高产

教协同育人成效，提升高校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和高校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打造高

校教学改革的风向标。

参赛教师们充分展现了各自的教学方法和技能优势，展示了青年教师积极向

上、追求卓越的良好风貌。大赛评委对每位参赛教师展现的课件、教学思路进行

了认真点评，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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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的青年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今后将刻苦钻研教学业务技能，不断提

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高质量地做好教学工作。相信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电

信工程学院的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会不断迈上新台阶。（电信工程学院

供稿）

编辑：高红

初审：乔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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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院成功举办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

为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创新发展，提升高校教师教书育人能

力和高校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根据我校《关于开展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的通

知》的文件精神，土木工程学院于 4 月 24 日下午在水木楼西 501 会议室举办了

2024年教学创新选拔赛预赛。院长唐德高、党总支书记王瑜、副院长李杰如以及

各专业教研室主任担任此次大赛的评委，大赛由副院长李杰如主持。

本次比赛包括课程思政组和产教融合组两个赛道，共计 10位教师参与了大

赛的角逐。参赛教师们精心准备，通过课件教学、创意板书和生动模型演示等多

种方式，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教学创新方法和专业技能，也展现了他们积极向上、

刻苦钻研的精神风貌。

http://www.wjut.edu.cn/xybx/tu-mu-go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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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评委对参赛教师的教学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课件内容、教学思路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评委们指出，课件内容应更具条理性，逻辑结构

要清晰，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同时，思政元素要更自然、更有机地融入

教学过程中，避免生硬植入，使教学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提高教学效果。

经过评委们细致入微的指导和点评，参赛的教师们深感收获颇丰，对如何在

教学上进行创新以及如何将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课堂教学有了全新的启发。土木

工程学院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和产教融合建设，

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土木工程学院 供稿）

编辑：刘令语 审核：李杰如 王瑜

http://www.wjut.edu.cn/xybx/tu-mu-gong-cheng/
http://www.wjut.edu.cn/xybx/tu-mu-gong-cheng/
http://www.wjut.edu.cn/xybx/tu-mu-go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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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桂玉环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97.04.18

照

片

职称 助教 职务 专任教师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群众 学位 硕士

院部 管理学院
高校

教龄
2年

邮箱 guiyh3429@163.com 手机 18609612872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管理学

参赛

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

年级
一年级

学科

门类
管理学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

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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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01 2022-2023-2 2023.02.13-05.07 48 22国际贸易 63

02 2023-2024-2 2024.02.26-05.19 48 23工程管理 147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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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摘要：为响应“二十大”精神，更好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充分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并随着全球

进入信息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各类科学技术技术及其应用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助推器。《管

理学》课程作为高校必修课程之一，遵循以学生为中心、新技术新思想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教学

理念。针对传统课程教学模式经验不足、资源共享性差、授课形式及考核方式单一、思政难容入等

难点和共性问题，通过课程内容重构、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模式及内容、教学方法、考核评价体系

等创新，并合理融入课程思政，构建了“整合教学内容、融合教学模式、结合课程思政、混合教学

形态”的“四合”创新举措，实现了管理学与素质教育、思政结合、课程创新紧密联系的“三联”。

利用 MOOC、哔哩哔哩、多媒体教室、学习通等各类教学资源，采取“课前自主学习、课中深入学习、

课后拓展学习”并融合“互联网+”的教学新模式，培育新时代与时俱进，集专业能力和素质、创新

意识和水平、国际化视野和胸怀，以及为国拼搏的精神和情怀于一体的当代新“四有”青年。该门

课程不但能有效解决当前新型课程教学下的关键痛难点，而且符合新文科专业人才的培养需求，同

时具备一定的普适性和推广性。

关键词：课程思政；管理学；四合三联；创新课程

一、课程简介

《管理学》是研究各类组织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的科

学，它以一般组织的管理为研究对象，探讨和研究管理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

和程序。《管理学》作为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它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寻

找客观规律，总结管理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用于指导日常工作活动中的管理实践。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管理学的基础知识体系和理论框

架，能综合运用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分析和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涉及

管理的实际问题，提高在管理工作中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绩效。

二、教学目标及学情分析

（一）课程教学目标

总体目标：根据我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要求，结合学生的学情分析，通过

本课程学习，学生能系统地掌握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把

握管理职能对于各种组织的重要作用，能运用全面的、发展的、系统的观点以及

所学管理理论，去观察和分析现实的管理问题，正确把握管理活动内在规律，能

具体理解认识管理的基本原理、概念、目的、性质、内容、结构、方法，同时善

于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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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质。本课程教学目标具体包括：

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应达到以下要求：掌握决策、组织、领

导、控制和创新等相关管理活动的基本理论与政策；掌握管理活动，即管理决策、

组织设计、管理激励、管理沟通、管理控制和管理创新等的基本方法，正确把握

管理活动内在规律。

能力目标：培养分析解决具体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即具备应用管理理论理

解和分析现实管理问题，并解决实际问题，把学科理论的学习融入对管理实践的

研究和认识之中，培养学生用系统的、权变的观点和方法去应对各种具体管理问

题；具备解决管理实践问题的基本能力。

素质目标：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素质培养的本质在于“实践-理论-实践”

一体化，反复体会管理理论与操作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最终具备管理

意识、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获得个人的核心竞争优势，理解管理社会责任、组

织文化、管理创新的基本理论，具有适应当代管理发展要求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

（二）参赛内容课程教学目标

领导是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对社会的领导绝不是对人

民的统治和剥削，而是为人民服务。

知识探索：本章使学生掌握领导者特质理论，加强领导职能与前沿思想理论

学习，拓宽学生视野和跨学科知识；

能力建设：提升领导者、被领导者和领导情景三项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决定性

因素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领导思维、沟通协作、实践创新和自主学习能力；

人格养成：通过技能实操、小组作业等，帮助学生掌握领导的一般理论，更

好地理解管理活动，感受领导艺术所在，养成学生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刻苦务实、

积极进取的人格；

价值引领：立足学科领域，培养学生哲匠精神，通过案例教学、电子互动课

堂，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力，言之有度，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

族自豪感，厚植家国情怀。

（三）学情分析

管理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学情分析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本门课程主要面向管理学院、财经学院本科各专业大一年级学

生，通过对此类学生进行认知水平、学习习惯、学习动机、情感态度等方面进行

了解和研究，总结得出各方面学情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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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基础：00后学生，有一定的信息化素养，能较快适应“互联网+”的学

习环境；学生对课程基本概念和原理掌握较好，理解课程内容广度、深度的知识

储备相对欠缺。

认知特点：对新事物有很强的接受能力但缺乏深入的分析和逻辑思考，因此

在案例分析和专题发表环节，由于需要学生以自主合作和探索的方式进行，学生

表现出一定的畏难情绪。

学习动机：作为经管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学生一方面表现出浓厚的课程兴

趣，学习热情和积极性较高；另一方面学生行为的目的性和实用性显著，因此唯

分数、缺乏实践创新的现象普遍存在。

图 1 课程学情分析图

三、课程教学创新理念及思路

（一）创新理念

《管理学》课程教学创新基于“全人教育”的教学理念，并遵循以学生为中

心、新技术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教学理念，立足课程学习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

一，旨在融合优质在线资源和智慧教学环境，针对教学资源共享性差、专业性强、

授课形式及考核方式单一等难点和共性问题，通过重塑课程教学内容、革新课程

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融入课程思政等方式，建了“整合教学内容、融合教学模

式、结合课程思政、混合教学形态”的“四合”创新举措。

基于上述理念，课程利用MOOC、哔哩哔哩、多媒体教室、学习通等各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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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源，促成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德育核心素养的共同提

升，培育新时代与时俱进，集专业能力和素质、创新意识和水平、国际化视野和

胸怀，以及为国拼搏的精神和情怀于一体的当代新“四有”青年。教学创新理念

计思路如图 2所示。

图 2 课程创新理念图

（二）创新思路

为响应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充分发挥管理学课程思政立

德树人的关键作用。管理学课程创新思路如下：

对标金课，优化课程内容：对标金课和新文科要求，按照一体两翼构建课程

逻辑架构，增加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课程内容，强化理论-实践-理论，拓展

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挖掘素材，融入思政元素：结合课程内容，将爱国情怀、创新精神、科学哲

学、人文素养、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等思政元素进行嵌入，充分发挥思政育人

功效。

混合教学，提高学生参与度：对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活动进行互动参与化、

游戏趣味化、沉浸体验化和课程思政化的设计，开展混合式教学，实现“任务驱

动+典型案例+关键技能+素质拓展”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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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教学质量，设置形成性评价体系：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过程性评价与

形成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考核，强调学生的参与互动和持续产出。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供双通道学习服务支持：线上服务支持：MOOC等在

线开放课程、超星学习通等；线下服务支持：课前实行导学制，课中强化师生互

动及课堂活跃性，课后及时与学生沟通交流，督促学生完成课后巩固习题，确保

师生交流的超时空性。

图 3 课程创新思路总图

四、课程教学创新方法及路径

（一）教学模式

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教育的赋能正全方位地改变着

教育形态。所以，教育行业近年受到新科技带来的便利，并逐渐成为教学系统的

组成要素之一，教学模式是教学系统各要素按照一定的理论和目标对师生教学行

为进行安排的一种组合，并且也是课堂改革的重要抓手。

本门课程根据参考传统教学模式经验，如传递—接受式、自学—辅导式、引

导—发现式等，结合我校目前现有资源条件，将课程全过程教学模式总体定位为

各阶段传递、引导、自学发挥作用，接受、辅导、发现承接作用，不同学习阶段

采取不同教学模式。为实现以上教学目标，课程结合《管理学》在线开放课程资

源，利用MOOC 教学平台，构建立体丰富的教学环境；借助超星学习通、QQ群

等智慧型混合教学工具，建立师生随时交互的动态立体交际环境，实施混合式教

学。图 3是本课程混合教学模式运行图，是对传统反转课堂教学的深化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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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

课程在总体上把握经典与基本理论教学的同时，兼具课程“高阶性、创新性”

要求，相应二十大精神，按照“认识管理学、决策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创新”的逻辑顺序，重构动态化、创新性的内容体系，包含 6个教学单元、4项

能力训练项目、30个课程思政融入点。课程教学内容安排体现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引入最新理论前沿和学科动态；

第二，剖析中国企业、中国领导人等案例，讲述中国企业故事、发展历程；

第三，设置能力训练项目，增加对学生实操技能的培养；

第四，设计思政内容融入点，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价值。

（三）教学活动与组织

从学生学情分析结果和教材特点出发，依托 MOOC 等线上平台教学资源、

超星学习通互动工具等，实施“三环节、四转化、两段考核”的教学设计和组织

方式，从而达成《管理学》最终课程教学目标。

三环节：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环节教学，课前任务式驱动教学，旨在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学习 MOOC 等线上教

学资源视频，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重在师生之间的互动式情境，

组织课堂活动，如快速抢答、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和翻转课堂等，提

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在学习新知中的代入感。课后作业与测验则重在促进学生巩固

知识，加强学生的拓展思考与反思能力，通过课后讨论、小组活动等形式对学生

进行知识转变技能融入实践的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研能力，使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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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知识认知层上升到理解、分析、应用和创新层。

四转化：互动参与化、游戏趣味化、沉浸体验化和课程思政化。

两段考核：形成性评价+结果性评价。

通过上述教学活动和组织，实现每个教学单元，学生带着任务去学习，团队

协作去操作，履行职责去体验，很好地达成了教学目标。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讲授解惑法、思政融入环节法、知识应用教学法、

沉浸式案例教学法、游戏化学习与翻转课堂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以思维

培育为核心，强化以评促学、以评促教功能，并且将“教—学—评”采取同期互

动的方式以推进课堂启智增慧，转变教师角色，由知识的主要传授者转变为理论

学习的引导者、实践技能活动组织者和科学技能融入课堂的促进者。通过创新教

学过程评价、教学模式设计、教学课堂内容等将最新形式的教学理念真正落实到

学生中去，以理论+情境为支点、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发现问题为导向，学做

联动，精学精练，让思维可见，让自主学习真正发生。

（五）教学评价

本课程整体评价体系结构如下：①课前MOOK 学习反馈（10%），包括课堂

学习完成度、问题反馈、任务作业提交等，②课中课堂表现（10%），包括课堂互

动中学生回答问题、小组讨论交流等，③课外及课后学习表现（10%），包括小组

实践互评、小组活动成果等；④课程结束考核（70%），包括理论知识、综合运用

等。设计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贯穿学生学习的全部过程，强化学生综合能力素

质的过程性培养的肯定，并根据学生在各个阶段的总体成绩反馈，及时调整教学

策略，更有利于实际作用的教学反思。

（六）融合课程思政

本课程立足于新文科建设，树立德育意识，辨证认识、正确处理知识传授和

价值观引领间的关系。课程以专业知识点为基础，以经典案例为核心，以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找准切入点，采用案例教学法，剖析中国企业、中国领导人等案例，讲

述中国企业故事、发展历程，将各行各业管理中企业新兴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专业精

神、拼搏精神、创新精神、法治精神等进行深度挖掘，在学生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

观的培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学生在学与练中深刻体会到我国管理人员在各项具

备挑战项目中，所体现出来的精准决策、智慧领导、有效沟通的专业管理能力和素质、

创新意识和水平、国际化的视野和胸怀，以及为国拼搏的精神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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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023.09
“二十大精神进课堂”讲课

比赛
校级 皖江工学院 优秀奖

2 2023.12
2023年教学技能大赛教案

设计比赛
校级 皖江工学院 二等奖

3 2023.12
2023年教学技能大赛综合

讲课比赛
校级 皖江工学院 一等奖

4

5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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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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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教学大纲（2023 版）

一、课程名称

管理学（0500041）
Management

二、学分学时

3学分/48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

《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管理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1月

四、课程属性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

五、教学对象

管理学院、财经学院本科各专业学生

六、开课单位

管理学院

七、先修课程

大学英语、微观经济学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的管理学基

本原理及相关工作技能，具备应用管理理论理解和分析现实管理问题的基本素

养；能够掌握管理决策、组织设计、管理激励、管理沟通、管理控制和管理创新

的基本方法，具备解决管理实践问题的基本能力；能够理解管理社会责任、组织

文化、管理创新的基本理论，具有适应当代管理发展要求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掌握管理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具备应用管理理论理解和分

析现实管理问题的基本素养。（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1.2、1.3、1.4、2.4、3.3）

教学目标 2：掌握管理活动的基本方法，具备解决管理实践问题的基本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2.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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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3：理解管理社会责任、组织文化、管理创新的基本理论，具有适

应当代管理发展要求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2.5、3.1、3.2、

3.3）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一章 管理与管理者（4学时）

知识要点：相关概念辨析、管理职能、管理者类型及角色、管理者的基本技

能。

重点难点：管理四大职能、管理者三类角色、管理者三种技能

教学方法：问题讨论、讲授、课后思考

第二章 管理理论的演进（4学时）

知识要点：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的新发

展。

重点难点：泰罗科学管理理论；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人性假设理论。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

第三章 计划工作（4学时）

知识要点：计划工作的内涵；计划的类型与层次体系；计划工作的程序与组

织实施

重点难点：滚动计划法和网络计划技术；计划工作的基本程序、目标管理的

基本程序。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第四章 决策（4学时）

知识要点：决策的内涵；决策的原则与基本程序；决策的方法。

重点难点：4种不同的决策类型划分；7种定量决策方法和 3种定性决策方

法。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第五章 战略管理（4学时）

知识要点：战略及战略管理的内涵；战略环境分析；组织战略的层次及类型。

重点难点：SWOT分析法；战略的三大层次类型。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第六章 组织结构设计（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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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要点：组织工作概述；组织结构设计的任务与基本原则；集权、分权和

授权；组织结构的基本类型。

重点难点：组织工作的基本程序；5种常见组织结构类型。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第七章 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4学时）

知识要点：组织变革；非正式组织；组织文化。

重点难点：正确对待组织变革遇到的阻力、正确对待非正式组织、正确对待

组织文化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第八章 领导工作（4学时）

知识要点：领导及领导者；领导者的素质理论；领导者的素质理论；领导权

变理论及其应用

重点难点：领导工作的 3大作用；6个经典领导理论（勒温的领导风格理论、

四分图理论、管理方格理论、费德勒模型、领导生命周期理论和途径—目标理论）。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第九章 激励（4学时）

知识要点：激励的基本模式；经典激励理论及其启示；激励实务。

重点难点：激励的基本步骤；六大经典激励理论的内涵及其对管理实践的启

示。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第十章 沟通（4学时）

知识要点：沟通概述；沟通的方向与网络；沟通的障碍与克服的方法；冲突

管理。

重点难点：沟通的基本过程；四种常见的沟通方式。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第十一章 控制工作（4学时）

知识要点：控制与控制的基本类型；控制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要求；控制的重

点对象和方法。

重点难点：常见的三种控制类型；控制的基本过程。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第十二章 管理伦理与社会责任（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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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要点：管理与伦理；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重点难点：企业社会责任的 7大表现形式；伦理与管理的关系、企业经营业

绩与社会责任的联系。

教学方法：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务练习、管理游戏。

十、课程思政设计

第一篇 总论

1．在“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中，突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的教

学，引导学生理解我国古代管理智慧的精髓，确立应用中国管理思想解决中国管

理问题的思维。

2．在“管理学学习意义与方法”中，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

学习管理学理论指导的教学，引导学生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理

解管理学的基本规律与时代特征。

3．在“管理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中，突出管理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的统一性教学，引导学生重视不同社会制度、主体性质、服务目的以及主客体关

系对管理活动的影响，确立管理目的与方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

思维。

4．在“现代管理流派”中，突出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企业管理创

新的实践内容的教学，引导学生确立中国特色管理创新的思维。

第二篇 决策

1．在“决策过程与影响因素、决策准则、行为与理性决策”中，引导学生

理解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体现。

2．在“实施决策的计划制定、推进计划的流程和方法”中，实证分析我国

近年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计划制定与实施的伟大创举。

第三篇 组织

1．在“组织设计、组织结构”中，突出我国海尔集团、华为公司等著名企

业组织设计与组织结构创新的重要实践，引导学生理解当代中国管理创新的理论

与实践价值。

2．在“人员配备”中，突出我国古代“识人、育人、用人”的管理思想教

学，引导学生建立中国文化背景下人员配备的科学思维。

3．在“组织文化”中，突出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组织文化影响

的教学，引导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组织文化的途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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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领导一般理论

1．在“领导者特质理论”中，突出党的领导下我国各类组织领导者的政治

思想、管理能力以及文化素养特征的内容教学，引导学生理解适应我国现代化建

设要求的领导者的科学理论。

2．在“领导者角色理论”中，突出我国著名企业家任正非、曹德旺等优秀

企业领导者的典型事例教学，引导学生确立“爱国爱民、奉献社会”的领导者意

识。

3．在“激励理论”中，突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实践中，关于人

的激励的科学思想与实践事例教学，彰显我国管理思想与实践中人的激励的智

慧。

4．在“沟通”中，突出我国社会环境下人际沟通与人际关系理论与方法教

学，引导学生重视人际沟通与健康心理的相互促进关系，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特

征。

第五篇 控制

在“控制的类型与过程”中，通过管理控制基本理论与方法教学，引导学生

重视“自我管理、自我控制”意识的建立，应用控制原理于专业学习、校园生活

中探索适合自身成长要求的“自我控制”方式与方法。

第六篇 创新

在“创新原理”中，突出创新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实际应用教学，引导学生深

刻理解在我国当代创新创业宏大背景下管理创新的社会意义与自身价值，自觉接

受创新思维与方法教育，勇于创新实践。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4线下学时

第二章 4线下学时

第三章 4线下学时

第四章 4线下学时

第五章 4线下学时

第六章 4线下学时

第七章 4线下学时

第八章 4线下学时

第九章 4线下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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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4线下学时

第十一章 4线下学时

第十二章 4线下学时

十一、考核方式

管理学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课堂学习讨论及课后反馈表现

（30%）+课程考试（70%）

1．过程性考核（30%）

课堂学习研讨、课后反馈表现、学术论文、调研报告、作业测评、阶段性测

试等

2．结果性考核（70%）

考试（开卷、闭卷、半开卷等）或考查（面试、小论文等）

十三、教学参考

1．考教材

[1]罗伯特·卡茨.有效管理者的三大技能[M]．哈佛商业评论，1955年

[2]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史（第 6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周三多．管理学（第四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12月

[4]杜龙正．管理学教程[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5]陈春华．组织行为学：互联网时代的视角[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2．网络资源

http：//www.manage.org.cn 中国管理传播网

http：//www.sino-manager.com/点——中国经理人网

http：//mgmt.cssn.cn/glx/glx_glll/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s：//www.zhihu.com/ 管理学—知乎

https：//wiki.mbalib.com/ MBA智库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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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桂玉环 学 院 管理学院

课程名称 管理学 学 时 48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教材分析

本课程教材采用的是《管理学》，由《管理学》编写组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教材整体框架分布科学、内容丰富，集中反映了管理学领域的理论性和代表性

进展。主要特色体现在：

1、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管理学的研究和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探讨管理理论的一般抽象与具体运

用的关系，思考作为管理对象的组织活动与组织环境的关系。

2、总结中国特色管理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帮助读者了解当前中国企业管理中

的行为模式。

3、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启示，在管理思想史等章节论述中将上述思想宣贯于

对于现代管理者的行为分析之中，使读者对于传统文化的领悟更具有现实意义。

4、本教材以《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展望》作为结语，回应互联网时代对管理带来

的深刻变革，以期帮助学生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学习导向，以更加宏阔的思维迎接新

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教学内容 第九章—领导的一般原理（领导者特质理论）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领导者特质理论定义和领导者特质理论主要内容

2、理解领导者特质理论的东西方起源和优缺点

能力目标

通过学习领导者特质相关理论，了解领导特质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具

备运用领导者特质思维有意识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处理日常生活管理中的一些问

题的能力。

思政目标

通过学习领导者特质理论，使学生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主要

观点，并通过对古代历史文化的学习，感受我国优良传统文化，并具备责任担当、

以德为先、德才兼并的人才养成意识，深化学生思想信念教育，传承和弘扬红色基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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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教育内容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主要观点。

2、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农业大包干事件。

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众历史观和领导特质观。

教学方法

与举措
线上学习、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

教学

实施

过程

[师生课前准备]

1、课前预习书本第九章第二节领导者特质理论

2、课前在MOOC平台上复习领导的相关知识

3、布置课前任务：历史上被大家熟知的领导人物有哪些？分别有什么特点？课

上交流。

[课堂实施教学]

1、导入环节：

复习导入

教师提问：通过上一节课对领导基本含义的学习，请同学们思考领导的含义是

什么？领导的本质是什么？领导的三要素是什么？领导权力来源是什么？

学生 1回答：领导有两层含义，领导人和领导这一行为。

学生 2回答：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

学生 3回答：领导的三要素是领导、被领导者和情境。

学生 4回答：领导的权力来源于职位和个人两个方面。

教师评价。

2、知识点讲授及教学组织：

任务 1：领导者特质理论定义

教师讲授：

领导者特质理论也称领导者素质理论，指从领导者的性格、生理、心理及社会

因素等方面，寻找和归纳领导者特有的品质或应有的品质的理论。该理论侧重领导

者本身特质的研究，认为领导工作效能的高低与领导者的素质、品质或个性特征密

切相关。

任务 2：领导者特质理论研究缘起

教师讲授：

（1）领导者特质理论前身观点：产生于 20世纪初期，美国阿尔伯特提出认为

领导这一角色是天生的。

（2）领导者特质理论的起源：托马斯·卡莱尔的“伟大人物”假设：历史是由

非凡领导的力量形成的，即“世界历史就是这些伟大人物的传记”。

（3）核心思想：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教师讲授评述观点：

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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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了，并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过于关注少数历史人物的意志和思想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宣扬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

教师引出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论：

（1）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

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强调英雄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实

践。

（2）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3）毛泽东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教师提问：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从哪儿开始的吗？

学生回答：安徽凤阳小岗村

教师评价：很好！看来大家都印象深刻，没错，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从我们

安徽开始，是我们安徽人民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教师讲授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村改革故事后总结：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好的领导固然重要，但人民的重要性则更加不能忽

视。

教师设问过渡：

那是不是意味着就不需要领导这一角色存在了呢？

教师引出假设中重要思想：

成功的领导基于领导者个人特质，以此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中相关观点。

任务 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众历史观和领导特质观

教师讲授：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以前，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也有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

提出过贵民、重民的思想，如：

（1）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

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3）《群书治要·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4）《元史·食货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教师总结评述，引出我国古代对领导和管理的相关论述内容。

教师讲授：

（1）《礼记·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2）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3）姜尚：“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

教师总结：

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群众历史观和领导特质观点是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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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类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应当以德为先，重视人民

群众的历史意义，而“讲仁爱、重民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核心思想和理念。

教师讲授：

当下社会较有代表性的领导特质结论，将领导的特质要求分成了四个方面分别

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1）政治素质（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政治水平、职业道德、工作作风等）。

（2）业务素质（管理现代化组织的知识和技能）。

（3）身体素质（强健体魄、充沛精力）。

（4）心理素质（有追求、有毅力、有感情、有风度等）。

任务 4：领导者特质理论的优势和劣势分析

优势：

（1）领导者特质理论明确了“领导通常是一类具有天赋、行事非凡的特殊人群”

这一观点。

（2）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领导者是如何在领导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3）研究成果为个性特质在领导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依据。

（4）给想要成为领导者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标准，帮助人们找到全面提升领导

力的方法。

劣势：

（1）领导特质理论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

（2）领导特质理论在确定最重要的领导特质时有很强的主观性。

（3）在研究领导特质理论时没有充分考虑情境因素的影响。

（4）领导特质理论不太适用于领导的培训与发展，实用性较弱。

3、课堂活动：

学习通上发放调查问卷，主题为：测一测你是什么类型的领导者。

4、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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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布置：

1. 简述领导和管理的异同。

2. 请查阅汉高祖刘邦相关事迹，并尝试用领导者特质理论解释为什么刘邦能够

成为西汉开国皇帝。

3. 预习课本领导与被领导者部分内容。

（说明：需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如何在每个环节落实其教学设计。）

教学反思

1、通过查阅超星学习通中学生课堂回答问题情况评估课堂质量；

2、通过后期调查问卷，听取学生对于课堂模式的相关意见；

3、通过设计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贯穿学生学习的全部过程，强化学生综合能力

素质的过程性培养的肯定，并根据学生在各个阶段的总体成绩反馈，及时调整教学

策略，更有利于实际作用的教学反思。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教材、多媒体教室、超星学习通 APP、哔哩哔哩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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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刘瑞琳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98.05

职称 未评级 职务 专业教师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共青团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土木工程学院
高校

教龄
半年

邮箱 942823702@qq.com 手机 18356033123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3S技术集成与应用

参赛

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

年级
21级测绘工程专业

学科

门类
工学

参与课程企

业名称（产

教融合组填

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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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3-2024第一学期 2023.11.14-2024.1.5 32 22地理信息工程专业 62

2 2023-2024第二学期 2024.2.28-2024.4.19 32 21测绘工程专业 59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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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刘瑞琳

（土木工程学院地理空间信息工程专业）

摘要：本报告在分析《3S 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该课程的教

学目标，并从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观目标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以“北斗”精神、自主创新、开放融合的科技强国思想、创新意识和职业素养等方面作

为思政教学的切入点，将其与专业知识教学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爱国敬业、创新进取、

追求卓越、勤于实践”的精神，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并加入小课堂联动大课堂的实际教学来加深学生对该课程的理解，通过教学改

革创新实现价值引领和知识传授并重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学术型人才。

关键词：3S 技术集成；课程思政；混合教学模式；翻转课堂

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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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随着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发布，

课程思政已成为全国教育方针，从示范课程建设到所有课程建设，成为高校立德

树人理念的创新实践。因此，任何一门课程都应该承担起思政教育的责任，结合

思政教育对《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是响应党和国家的育德树人

的必然要求，是信息化风潮下国家前进和发展的教育改革趋势。本文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到《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主体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力求完成从专业知识传授，到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再到主流价值

引领的一步步提升[1]。

《3S技术集成与应用》是皖江工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地理空间信息工程专业的

专业必修课程之一。3S技术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的统称，是空

间技术、传感器技术、卫星定位与导航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相结合，多

学科高度集成的对空间信息进行采集、处理、管理、分析、表达、传播和应用的

现代信息技术[2]。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信息化进程的推进，3S技术

在各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并迅猛发展。在地理空间信息工程专业领域，3S技术的

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测绘测量方式，提高了测绘工作研究的高效性、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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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精准性和智能化，已成为现代测绘专业领域的崭新工具。目前，在环境动态

监测和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均依赖于 3S 技术的支

持。

该课程主要涉及 3S 概论、遥感图像处理技术、地理空间数据、卫星定位技

术、3S集成用用等核心基础知识的学习。任课教师需将最新的 3S集成应用领域

研究成果与课程的知识结构相结合，为学生构建系统全面的学科知识框架，并在

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创新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加强教学。教师利用丰富

的科学研究内容，使得学生在学科专业知识水平和思政素养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

提高，对探索科研问题的能力有了大幅提高[3]。根据课堂学习及课后学习的反馈，

经过学习后学生专业知识提升很快，而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仍然需要进一步加

强。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学科不仅要求学生具

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求其具备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学科的重要基础课，3S

技术集成与应用融合了地理空间信息工程、测绘等科学前沿领域的最新成果，其

中蕴含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元素，为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了重要素材。

在地理空间信息工程专业必修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可以系统全面提升研

究生的学科素养，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对于实现立德

树人具有重要意义[4]。本报告结合目前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

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改革探索，将思政与专业知识教学紧密

结合，真正实现“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

1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思政教学概况

1.1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特点

本课程专业目标是让学生了解“3S”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应用现状

和发展趋势。该课程是在熟悉地理空间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熟练掌握应用软件

（ArcGIS、ENVI 等）的操作步骤与方法的课程的基础上，为后续课程的 3S 技

术集成与应用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课程要求素质培养、品德修养融入到个人思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涵纳入整体的课程设计当中，做到专业知识培育和德育相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格观和世界观，具体包括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严谨

治学意识等[5]。

1.2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思政教学的意义

人才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高校是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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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摇篮，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当前，遥感、

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技术促使我国测绘技术装备快速发展，自主创新能

力明显增强[6]。因此，地理空间信息工程专业在人才教育方面须更注重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爱国情怀、创新能力、专业技能以及职业素养。3S技术集成是地

理空间信息工程专业的选修核心课程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思政，对于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的时代新人，对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3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已取得显著成果。各院校通过系统

性、理论化的课程思政建设，为学生提供了全面、深入的政治教育。通过课程思

政建设，高校也在积极推进德育工作，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优秀人

才[7]。然而，专业课教师在实际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现实

困境。

1.3.1 课程思政理念认知不足

教师是做好课程思政教学的关键。目前专业课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还

存在一定欠缺，导致思政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困难。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

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道德素养，将专业教学和思政教学有机融合，在专

业课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推动思政教育[8]。

1.3.2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单一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思政教学通常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这种教学模式形式单一，枯燥乏味，在植入思政元素时较为生硬，学生缺少自主

思考的过程[9]。因此，须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丰富课堂组织形式，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教学手段，增强师生互动，使教学更具亲和力，才能更好实现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1.3.3 思政元素不充足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是提高课程思政效果的重要前提。当前，3S技术集成

与应用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还不够充分，这主要在于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水

平不足，对本课程涉及的思政元素理解不够透彻，课堂思政教学方法和技巧尚须

改进和优化。此外，专业课程教学选用的教材较为陈旧、滞后，不利于其充分挖

掘适合时代发展的思政素材。

1.3.4 教学评价制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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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的课程评价体系是有效推进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保证。当前，教学

评价制度主要针对教师专业能力和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考核，忽视了对教

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和学生思政学习效果的评价。教师只有及时掌握学生思想状

况和思政教学效果，不断调整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提高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因

此，学校要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以效

果为导向，考核教师的思政理论水平、思政元素体现情况、思政教学效果等。同

时，注重对学生德育情况的考核，反馈学生对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模式的评价，督

促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和内容，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

2 基于混合教学模式的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

当前，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给高校课程教学注入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应运而生。混合教学是以

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整合多媒体技术和多种教学资源，将传统的线下教学和现

代互联网教学融合运用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能够实现课堂各阶段的优势互补，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将混合教学模式应

用于地理空间信息工程专业教学，采用多媒体设备配合线上资源，以视频讲解、

动画剖析等形式展示给学生，使书本上抽象的设备形象化、立体化，帮助学生充

分理解课程内容，提高空间思维能力和工程应用能力，从而增强教学效果[10]。

2.1 课程内容选择与思政元素融合课程实施

3S 技术作为重要的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农业、交通、水利、建

筑各个领域，并且还在不断拓展应用范围，随着其应用的普及，各国对 3S 技术

的重视程度也日渐加强，作为地理空间信息工程专业的重要课程，挖掘其课程内

部的德育元素，将育德树人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如表 1 所示，对培养学生优良

道德品质有重要意义。

表 1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主要知识点与思政教育举例

序号 授课要点
思政映射与

融入点

授课形式与

教学方法
预期成效

1 3S 概述 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学生分组讨论加小组

代表讲述

掌握 3S 技术内涵及其历史发

展过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2 空间信息

技术基础

融入脚踏实地、夯实基

础的意识
PPT 演示

帮助学生掌握时空参考系统及

其关知识，为后期 3S技术学习

打下坚实的基础

3 GPS 测量

数据处理

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

微视频讲解+软件演

示

掌握 GPS 测量数据处理技术，

培养精准严密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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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授课要点
思政映射与

融入点

授课形式与

教学方法
预期成效

4 GPS 测量

技术设计

培养科学规划敢为人

先开拓创新的精神
课堂讨论+分组设计

帮助学生培养 GPS 测量设计思

维

5 遥感图像校正 融入严谨治学意识
软件演示+学生实际

操作

使学生以严谨认真的态度进行

图像辐射和几何校正处理

6 空间查询与空

间分析

树立科学系统的分析

问题的意识

PPT 演示+
软件操作

帮助学生空间分析方法，包括叠

置分析、缓冲区、网络分析、三

维分析等，培养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理念

7 地理信息系统

体系

培养系统全面的认识

事物的意识
PPT演示

使学生从 GIS 硬件、软件子系

统等各方面了解地理信息系统

体系

8 3S 技术应用

范围
培养注重实践的意识

精品课程视频播放+
案例讲解

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做到能够

学以自用，将知识转为财富

9 3S 技术面临

的挑战

客观认识当前发展形

式，培养不畏艰苦，迎

难而上的奋斗精神

PPT 演示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技术发展现

状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以

积极乐观的态度寻求方法、解决

问题

10 3S 技术未来发

展趋势
培养与时俱进的意识

PPT 演示+
小组讨论

培养学生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

题

2.2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采用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占 50%，包括课

堂表现、思政参与度和翻转课堂中学术汇报分享。思政教学的考核主要是根据学

生的课堂思政讨论参与度、反思总结和开放式思政问答题打分。

结果考核占 50%，主要对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进行考核。这种教学评价方式

能够较科学地反馈思政教学效果，对于督促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从而提高思政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优化改革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本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高。混合

教学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主动参与思政讨论，

真正做到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3 结语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实践性强、知识点复杂、技术更迭快速。在地理

空间信息工程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基于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和课程自身特

点，紧密贴合专业现状和实际，不断探索和总结教学经验，推动课程改革。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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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分析了该课程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讲解了该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主要是

通过改进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模式、融入课程思政等方式，将课程思政和模块化

教学及案例教学有机融合，可以帮助专业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并且对培养“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广适应”的空间信息工程专业创造

性人才具有启发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理空间信息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尤其

是在助力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建设目标实现，《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将在

地理空间信息工程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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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

3

4

5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 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混合式的教学，构建学

生自主学习的方式，利用线上 MOOC 资源和新华网发布的相关资源提前预习，

结合课堂内容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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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主参加分享学习成果汇报：

考虑到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能力，提供不同层次的学习材料和活动，不局

限于单纯的课本，包括新华社以及线上MOOC的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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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技术集成与应用”教学大纲

一、课程名称

3S技术集成与应用（0700217）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PS/GIS/RS

二、学分学时

2学分 / 32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3S技术导论》，张军、雷军、李硕豪等，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02

四、课程属性

专业教育课

选修

五、教学对象

测绘工程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土木工程学院

七、先修课程

卫星定位技术与应用，GIS原理，遥感与图像处理

八、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基本理念是知识学习与知识运用相结合。课堂教学中突出技术概念

和原理的讲授，让学员掌握基本的技术知识；通过上机实践和课程综合作业来培

养学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侧重从技术学习和 3S技术综合运用的角度进行教

学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讲授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的基本概念、

原理、术语的含义，并通过课程演示、上机和课程综合设计环节，让学员掌握 3S

应用系统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方法，使得学员能够自主运用所学的知识，培养学员

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加深学员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课程结构框架分为四个部

分：地理信息系统 GIS；遥感技术 RS；全球定位技术 GPS；3S技术的实践和综

合运用。具体而言，能够达到以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

掌握 3S技术及集成的概念、3S 系统间的相互关系，3S技术与数字地球，3S

技术与数字水利，3S技术集成展望。掌握 3S 技术内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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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情操（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2、3、5、7、12，知识、能力、素质矩

阵 4、7、8、9、13、23）

教学目标 2：

掌握卫星定位信号构成，观测量，定位误差源，定位精度分析。掌握 GPS 测

量数据处理技术，培养精准严密的科学态度，以及帮助学生培养 GPS 测量设计

思维（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2、3、5、7、12，知识、能力、素质矩阵 4、7、

9、13、23）

教学目标 3：

掌握大多光谱遥感，高光谱遥感，微波遥感，气象遥感，高分辨率的影像数

据融合方法，使学生以严谨认真的态度进行图像辐射和几何校正处理。以实事求

是的精神进行项目调查，从思想上杜绝学术造假，通过协调合作培养团队意识（支

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2、3、4、5，知识、能力、素质矩阵 4、7、8、9、12、13、

14、16）

教学目标 4：

掌握空间数据库设计、面向对象数据模型、时空数据库，帮助学生空间分析

方法，包括叠置分析、缓冲区、网络分析、三维分析等，培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理念。（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2、3、4、5，知识、能力、素质矩阵 4、7、8、

12、13、16）

教学目标 5：

掌握 3S系统集成分类，GPS与 GIS集成，GIS与 RS集成，GPS与 RS集成。

通过课程的学习，具备了 3S专业知识背景，对本专业的理解更具体和重视，使

得学员能够在今后更关注 3S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达到热爱本专业。在掌握知识

的基础上做到能够学以自用，将知识转化为财富。根据 3S 技术面临的挑战帮助

学生正确认识技术发展现状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寻求方

法、解决问题（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2、3、4、5，知识、能力、素质矩阵 4、

7、8、12、13、16）

九、课程思政设计

3S集成技术与应用是专业选修课程，在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结合

不同的章节内容，适时地开展思想政治、法律法规、职业道德等教育，使学生在

专业知识、社会意识、思想水平、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得到提高，并达到如下教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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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3S技术绪论，结合我国 3S应用发展的实例，锻炼学生自我探究的精

神，通过深入挖掘使得学生意识到时代进步的脚步很快，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创

新，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

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第二—~七章 六章内容主要是的 3S包括 GIS、RS、GPS的基础知识，一是将

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融入地理空间要素讲解的过程中，使得学生体会国家领土不

可轻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二是遥感卫星应用增加高分卫星内容，明确我

国高分卫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十六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实现了亚米级高空间

分辨率与高时间分辨率的有机结合。使得学生升起民族自豪和国家荣誉意识，明

白要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三是在卫星导航系统中以北斗卫

星为案例，深入讲解北斗地奋斗过程，体会追求卓越，万众一心地“北斗精神”。

总之，在讲授基础的前提下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致力推进“三全育人”大思政新格局。课程主要是将思政内容与

模块化、案例教学有机融合，使思政教育贯穿实验教学过程。对于基础技能模块，

引导学生在掌握 GIS空间数据建立、转换和分析。

第八章 3S 系统集成模式，结合中国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案例的应用，引

导学生自主探究和交流合作的能力，以北京市、深圳、成都等城市建设打造“智

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环保、智慧能源、智慧旅游、智

慧文化、智慧公共安全”九大智慧体系，将思政融入案例中使得学生提升创新精

神和国家荣誉感。

十、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一章 概论

1．教学内容

基本概念、功能、关系、发展现状

2．知识要点

3S技术及集成的概念、3S 系统间的相互关系、3S技术的概念、系统组成和

应用

3．重点难点

3S技术的概念、系统组成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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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要求

能够从技术和应用的角度理解 3S技术的概念、技术发展的过程和 3S系统的

组成，及其系统应用的领域。

5．课程思政

结合我国 3S 应用发展的实例，锻炼学生自我探究的精神，通过深入挖掘使

得学生意识到时代进步的脚步很快，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创新，坚定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念，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6．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目标为掌握、采用讲授方式、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学生自主

学习结合“线上”教学材料，以交流合作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第二章 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

1．教学内容

常用的坐标系、地球坐标系及其转换、基本的时间系统

2．知识要点

不同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之间的转换方法。

3．重点难点

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的术语、不同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之间的转换方法。

4．基本要求

了解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的基本概念和技术术语，掌握不同坐标系统和时间

系统之间的转换方法。

5．课程思政

对于不同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之间的转换方法，形成脚踏实地、夯实基础、

严谨治学的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6．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目标为掌握，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

第三章 空间数据与数字地图

1．教学内容

空间数据与数字地图相关知识

2．知识要点

矢量和空间数据、数字地图的概念、地图投影、比例和分辨率

3．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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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掌握空间数据的概念、数字地图相关的概念和术语。

4．基本要求

能够了解和掌握空间数据的概念和矢量表示的方法，掌握数字地图中的基本

术语和地图投影、比例和分辨率计算的基本方法。

5．课程思政

结合我国地图发展的历史，地图的政治作用等，激发自豪感和献身测绘事业

的热忱，同时使学生树立版图意识、法制意识，国家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

6．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目标为掌握，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

第四章 地理信息系统

1．教学内容

GIS及其组成、空间数据库技术、地理信息输入、表现和操纵技术

2．知识要点

GIS及其组成、空间数据库技术、地理信息输入、表现和操纵技术

3．重点难点

GIS系统中基本术语及其概念、GIS软件系统的操作和使用。

4．基本要求

能够掌握 GIS 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其地理信息管理的数据库原理，以及

GIS信息系统的空间数据输入和用户操纵基本方法。

5．课程思政

将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融入地理空间要素讲解的过程中，使得学生体会国家

领土不可轻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6．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目标为掌握，内容分讲授或部分自学二种形式，主要采用启发式教

学方式

第五章 卫星定位技术

1．教学内容

GPS系统组成、GPS定位原理、GPS时间测量技术

2．知识要点

GPS系统组成、GPS定位原理、GPS时间测量技术

3．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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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定位原理。

4．基本要求

从原理和系统角度，学习和理解 GPS定位和时间测量的原理。

5．课程思政

引导学生在掌握 GPS点、线、面数据采集和导航定位功能等技能的基础上，

形成脚踏实地、夯实基础、严谨治学的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入解说北

斗卫星的建造过程和应用原理，体会“北斗精神“，培养学生创新进取，追求卓

越的品质，以及对中国创造的自豪感。

6．教学方法：

1）本章教学目标为掌握，内容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

第六章 遥感技术

1．教学内容

电磁波遥感物理基础、卫星轨道和遥感平台、遥感传感器的及其成像原理

2．知识要点

电磁波遥感物理基础、卫星轨道和遥感平台、遥感传感器的及其成像原理

3．重点难点

掌握遥感信息的获取方式和原理。

4．基本要求

了解和理解基本的遥感物理原理、卫星遥感平台的组成和遥感成像的基本原

理，掌握遥感信息获取的方法。

5．课程思政

遥感卫星应用增加高分卫星内容，明确我国高分卫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重大专项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十

六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实现了亚米级高空间分辨率与高时间分辨率的有机结

合。使得学生升起民族自豪和国家荣誉意识，明白要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才能更好

地实现中国梦。

6．教学方法：

1）本章教学目标为掌握，内容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

第七章 遥感图像处理技术

1．教学内容

遥感图像辐射校正、遥感图像几何处理和配准概念、遥感图像处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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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要点

遥感图像辐射校正、遥感图像几何处理和配准概念、遥感图像处理概念

3．重点难点

遥感数据的表示形式和遥感图像处理的概念和作用。

4．基本要求

掌握典型的遥感数据表示形式，理解并掌握常用的遥感处理技术的概念和作用。

5．课程思政

遥感处理技术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技术，科学精神教育是本章节课程思政

教育的重要方面。通过介绍科学家的故事和科学精神，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

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

6．教学方法：

1）本章教学目标为掌握，内容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

第八章 3S技术的综合应用

1．教学内容

地理信息系统与全球定位系统的集成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技术的集成

应用、3S技术的综合集成应用

2．知识要点

地理信息系统与全球定位系统的集成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技术的集成

应用、3S技术的综合集成应用

3．重点难点

3S技术综合应用的方法。

4．基本要求

通过实例和实践活动，了解定位、空间数据、地图和遥感数据如何综合运用

的方法，掌握如何进行 GIS与 GPS、GIS与 RS、3S综合的应用。

5．课程思政

结合中国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案例的应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和交流合作

的能力，以北京市、深圳、成都等城市建设打造“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

疗、智慧教育、智慧环保、智慧能源、智慧旅游、智慧文化、智慧公共安全”九

大智慧体系，将思政融入案例中使得学生提升创新精神和国家荣誉感。

6．教学方法：

1）本章教学目标为掌握，内容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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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具体的工程应用开展主题讨论，例如土地变更、精细农业和智能交

通等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2学时

第二章 2学时

第三章 4学时

第四章 4学时

第五章 4学时

第六章 6学时

第七章 4学时

第八章 6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为选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50%）

+结果性考核（50%）。

1．过程性考核（50%）

课堂学习研讨、课后反馈表现、学术论文、调研报告、作业测评、阶段性测

试等。

2．结果性考核（50%）

开卷考试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1]李德仁，GPS用于摄影测量与遥感，测绘出版社，2000．

[2]邬伦等，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科学出版社，2005．

[3]徐绍铨，GPS测量原理与应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参考文献

[1]李德仁，论 RS，GPS与 GIS集成的定义、理论与关键技术[J]．遥感学报，

1997，1（1）：65-69．

[2]郑泽忠，范东明，3S集成技术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中的应用，西南交通大

学，2007 Vol.42 No.4 P.409-413

撰写人：刘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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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刘瑞琳 学 院 土木工程学院

课程名称 3S技术集成与应用 学 时 32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教材分析

本课程教材来源于《3S技术导论》张军、雷军、李硕豪等，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23.02。该书的基本理念是知识学习与知识运用相结合。内容突出技术

概念和原理的讲授，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技术知识；同时通过配套的实践教材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教师可以侧重从技术学习和 3S技术综合运用

的角度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介绍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遥

感技术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术语的含义，并通过课程演示、课程综合设计环

节用系统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方法，使得学生能够自主运用所学的知识，锻炼

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因此，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

理工科各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研究生及教师参考。

高校教材要求知识更新的及时性、内容的丰富性和环境的可交互性等特

征。选择合适的教材，有利于高校建设高质量教材。该教材版本较新，教材

中主要融合 3S技术领域最新的技术和应用进入教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视野

和与时俱进的思想。

3S技术主要包括地理空间信息、遥感、全球定位系统三项技术。其中地

理空间信息在区域地理环境中具有非常广泛的用途。主要用于获取、管理、

分析和应用地理空间信息的现代技术的总称，主要包括遥感、全球定位系统

和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应用的领域和范围很广，尤其是在资源普查和灾

害监测等方面的作用很大，教材通过实例说明。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自

己搜索 RS的案例，加深对 RS应用的理解。全球定位系统介绍了其概念、组

成、工作过程和特点等，重点是学生明确 GPS的两个工作用途定位和导航。

因此，教材中包括的学习内容的丰富性，教材中提到的参考的学习资源，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传统教学中的匮乏，同时该教材的出版社的官网上提

供电子学习材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纸质课本与电子教材形成互

补，使得在开拓学生视野的同时，也突出重点，明确学生知识需要，帮助学

生建立学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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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本节课选取该书第六章第 6节，其主要内容包括：

北斗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 3部分组成。北斗一号属于主动式

二维导航定位系统，高程结果需要由其他途径获得；北斗二号/三号的定位原

理和 GPS完全一样，均采用无线电伪距定位。北斗三号系统继承了北斗二号

系统的有源服务和无源服务两种技术体制，可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

全球短报文通信和国际搜救服务。

本节课的重点为北斗一号、二号、三号的组成，难点为北斗导航系统的

“三步走”到底是怎么走？为什么要分成“三步走”？体会北斗导航系统建

立的艰辛，感受中国伟大工程建立的经过的伟大斗争。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一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二是在讲授知识的过程

中，使得学生意识到伟大的工程必然经过伟大的斗争，北斗之路上是一群有

着鉴定理想信念的科学家，不断追求卓越下打造的“国之重器”。

教学目标

（1）专业知识目标：本节课主要是学生掌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背景，

了解北斗系统“三步走”中北斗一号、二号、三号工作原理、功能和性能，

学生学习认识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领域。

（2）专业能力目标：学生对北斗导航系统应用领域进行合作交流，提高

学生解决问题和发生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自主学生的能力，重在培养和提

升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3）专业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过程，培养

学生自主创新，追求卓越的思想。

（4）课程思政：掌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技术发展过程，培养爱国主义情

操以及了解伟大工程、伟大斗争的意义。

“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3S集成技术与应用是专业选修课程，在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

结合不同的章节内容，适时地开展思想政治、法律法规、职业道德等教育，

使学生在专业知识、社会意识、思想水平、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得到提高，并

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本节课主要选取的是第六章第六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教学思政思想是

依托北斗讲思政，精心梳理课程内容，反映出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

时代北斗精神，将其有机融入大思政课课堂，传承新时代北斗精神，点燃学

生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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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与

举措

本节课主要采用的方法为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线下”深度结合，组

织学生进行翻转课堂演讲和自主讨论的方式，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能力，

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活跃度，同时采用多样化的学习成果评价方法。具

体如下：

（1）实施分层次、差异化、多样化教学。

对“线上+线下”课程教学内容的有序组织，首先要从整体上把握课程知

识体系，把线上课程讲授视频、配套的数字化学习资源有机地有取舍地融入

到本门课程知识体系之中，其次要能精准地把握课程重难点内容，充分利用

线上课程资源和信息化教学手段促进学习者对重难点内容的学习理解和掌

握，提高教学效果。本节课主要是利用线上MOOC资源和新华网发布的航天

主题系列思政课|中国北斗 星耀四方结合线上课程，锻炼学生提前学习，自主

学习的能力。通过对线上能的了解，结合教师的专业讲解，体会本节课的重

难点，理解教学内容和提高能力，融合思政。

（2）采取过程化与个性化相结合。

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针对本校不同基础学生，设计相关重难点内

容的不同教学方法，注重体现信息技术手段在提高教学内容理解力方面的重

要作用；相对地缩短集中授课讲解时间、课时，充分利用有限的学时，充分

应用在线教育平台、移动终端和智慧教学工具，有机地采取生讲生评、以练

代讲、案例点评、研讨辩论、项目探究、边讲边练、教师导演学生串演、平

行互动、边做边评、生生问答等多种方式开展线下线上深度融合的教学活动，

注重学生的交流、协作、探究、创新等能力的形成和提高，辅助学生深入理

解课程重难点内容，为学生搭梯子，提升学业挑战度。

（3）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按照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改变传统的“一张试卷”考核方式，采取过

程化与个性化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等，着重

于能力考核。本节课主要是针对本校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学习方式，设计不同

的考核方式，如线上学习以客观题为主的测试、以主观题为主的作业，线下

课堂以学生汇报为主的互评、以案例报告为主的项目探究以及以书面试卷为

主的考试测试等等。线上线下各种考核方式在学生最终成绩中的占比设计合

理，线上考核成绩在学生最终成绩中占比一般应处于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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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1）导入新课

以 1993年，美国就在阿拉伯海拦截了中国商船“银河号”，闹出了震惊

中外的“银河号事件”。引出本节课主要内容“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并

且提出两个问题：（3分钟）

1、你知道什么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吗?

2、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又经历怎么样的过程?

学生根据“线上”自主预习的内容尝试回答问题，教师对学生问题点评

后继续课堂内容。

（2）深入探究。

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背景

1、讲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概念和应用背景。（1分钟）

2、截止到 2023年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BDS、GPS、GLONASS、GALILEO

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历程

从 1994-2020 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立的过程，全面建成覆盖全球的导

航定位系统。（2分钟）。

三、北斗一号

北斗一号试验系统的工作原理讲解，通过学习学生总结：有源定位和双

向通信是中国特色和亮点。（2分钟）

介绍北斗一号的工作轨道：2颗 GEO

四、北斗二号

介绍北斗二号的工作轨道、以及服务范围（1分钟）

五、北斗三号



87

介绍北斗三号的工作轨道、以及服务范围，通过对比 BDS和 GPS导航系

统的卫星运动轨迹和卫星数目，引导学生总结，体会中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的伟大。（1分钟）

六、北斗卫星建设攻坚克难之路（1分钟）

七、北斗卫星应用

讲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领域，通过翻转课堂让提前准备的学生上讲台

讲述自己的学习成果。（2分钟）

总结体现思政思想：伟大的工程经过伟大斗争中国北斗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3）布置作业

阅读论文和《星耀天穹 福及人类——中国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纪

略》：论述中国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原理？以及应用领域？

（4）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1、建设优秀课程网站。中国慕课网没有物权法精品课，所以利用别人课

程搭建慕课平台较难，因此采用超星平台上传课程资源、同步录音频课、智

慧教师录制视频课等多种方式建立起了自己开发的物权法课程网站，下一步

计划与超星平台联系，优化网站设计和课程模块，争取把这门课打造为超星

泛雅网站的样板课。

2、发挥皖江工学院学校理工科背景优势，赋能法学，培养复合型、交叉

性、实践应用能力强的人才。

使用到的教

学资源

（1）利用超星学习通建立《3S技术集成与应用》课程学习资料，并同

步上传更新了课程资料，构建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库。

（2）利用线上MOOC资源和新华网发布的航天主题系列思政课|中国北

斗 星耀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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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唐雨卉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94.3

职称 讲师 职务
教研室

副主任
学历 硕士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群众 学位 硕士

院部 水利工程学院
高校

教龄
3年

邮箱 423116029@qq.com 手机 13218050771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钢结构原理

参赛

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

年级
大三年级

学科

门类
水利工程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

写）

/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92

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1-2022-1 2021.09-2022.01 32 19级水工 205

2 2022-2023-1 2022.09-2023.01 24 20级水工 210

3 2023-2024-1 2023.09-2024.01 26 21级水工 150

4 2023-2024-1 2023.09-2024.01 26 23级水工（专升本） 75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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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创新报告——以《钢结构原理》课程为例

唐雨卉

（水利工程学院）

摘要：《钢结构原理》课程作为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将思政

元素巧妙融入授课过程，从专业知识中提炼思政元素，从而全面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和人

才培养质量，是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目标的关键。本文结合课程现状，就课程思

政教学策略展开探讨。

关键词：课程思政；钢结构原理；思政元素

1 引言

教育部教高[2020]3 号文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

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2 课程思政教学意义

课程思政不等同于思政课程，而是对思政课程的延续与创新，是高等学校贯

彻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党加强高校人才培养和思想

政治教育的新要求和新方向。课程思政贯穿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好专业

课程教育教学工作中的课程思政建设，做到“融盐于汤、潜移默化、言传身教”，

真正体现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一最高境界，就需要高校专业课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保持专业技术课程内容的原汁原味，同时潜移默化地将课程思政所彰显

的内在精神传承给学生，最终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的最终目

标。

所以课程思政需要在专业课教学中，充分发挥专业课的育人功效，以符合课

程特点的方式将思政元素融汇于课堂讲授、教学研讨、实验实训、考核评价等各

环节，通过学科渗透和知识融合的方式，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达到专

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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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为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学校坚持以服务地方为导向，重视高质

量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类人才不仅具有较宽的专业知识面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而且还应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作为水利工程的专业课教师，讲授专业知识的同

时应结合专业特点，创新性地开展思政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政教育水平和职业道

德。

3 课程现状

3.1 《钢结构原理》课程专业核心地位

钢结构是工程建设中常见的结构形式之一，由于其轻质高强、材质均匀、可

靠性高、施工周期短、装配式程度高、回收利用率高等特征，特别适用于大跨度、

超高层等工程结构，在土建、水利、道桥等行业中应用广泛。钢结构相关课程是

综合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课程，在培养学生掌握专业技术基础知识、增强独立综

合分析能力、解决实际复杂工程问题、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等方面起到重

要作用。

3.2 《钢结构原理》课程学情分析

《钢结构原理》（2学分 32学时）为我校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首次接触到

的专业课程之一，该课程在大三上学期开设，主要内容包括钢结构的特点、应用

及破坏，钢结构的连接及连接强度计算，钢结构构件的强度计算与分析，构件的

稳定计算与分析，钢构件截面设计方法，水工钢闸门的基本原理及设计等，重在

培养学生培养学生解决钢结构相关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在课程学习

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建筑材料》等基础课程，

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分析的能力，本课程也为学习《钢筋混凝土结

构》等后续课程及毕业后独立从事钢结构相关工程设计、施工和监理工作奠定基

础。

3.3 《钢结构原理》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自 2016年 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思政教育在高校授技

立德树人中被提上新的日程。在水利工程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将专业知识的

传授与思政教育进行同步推进，发挥思政与专业知识的协同效应，依托《钢结构

原理》课程教学渠道，把思政教育贯穿至专业知识教学的全过程，成为当前课程

思政教学的关键。针对当前工科教学重“术”轻“道”，往往仅注重业务知识与

技能传授，对学生价值观引领不足等现状，对《钢结构原理》课程思政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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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程类专业思政元素不易挖掘

《钢结构原理》是一门兼具复杂性、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内容相对繁杂，

并且授课内容需体现时代性与前沿性，要与众多新兴产业和新需求结合，教师面

临的教学压力相对较大。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度强调课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学习与掌握，从而忽略了课程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对于行业价值、职业伦

理、工匠精神、使命担当等观念和意识缺乏深入挖掘和利用。

②授课教师价值引领不到位

课程思政教学中要求达到“如盐化水”的效果，然而近年来，广大教师在教

学实践中常常是凭感觉或按要求机械地进行课程思政，究其根本原因，是教师课

程思政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很多教师缺乏合理利用思政元素的过程，并未科

学地设置教学步骤使得学时生无法形成及领会新感悟、新体会和新精神。

现有的思政教学方式还是以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为主，教师生硬地讲解钢结构

在具体应用中的各项规范要求，根据具体的重难点知识，查找相应的素材并以知

识点配套案例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简单的观察、联想，很少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

式让学生对思政内容进行直观的体会，对于思政的导入、探究、反思等环节缺乏

合理的布置，进而阻碍了学生对思政知识的深入理解和体会，不能围绕思政引导

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这使得在《钢结构原理》课程的教学中很难达到既定

的思政教学目标，学生缺乏对钢结构应用观念和各个新兴产业应用理念的详细体

验，日常教学不能对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和职业伦理进行引导和培育，思政教学并

未真正发挥作用。

③教学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

传统教学评价方式重结果轻过程，忽视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综合评价。目前

来看，很多学校和教师对《钢结构原理》课程的评价依然以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

成绩结合的形式为主，根据学生的出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和期末考试成绩判断

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一考核方式强调于对专业理论的掌握程度，但忽视了学生政

治观念、学习态度、情感体验、价值观念等方面是否达到预定的育人目标，即缺

少对课程思政内容达成度的考核，也难以为下一阶段思政教育教学提供相应的参

考。

4 课程思政教学策略

选择合理的教学方式，是有效传递知识内容、引导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的重

要措施。思政教学重在体会和感悟，有效借助合理的教学方式对于丰富学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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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学生对思政知识感知至关重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提问、引导等方式启

发学生串联不同课程的知识点，循序渐进理解、掌握所学专业知识点，可以有效

提高教学效果。结合以往的教学经验，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很多知识点包含的理

论公式较多，比较抽象，在教学时进行直接阐述就会略显枯燥，同时由于学时有

限，所以在教学过程应融入丰富的工程实例（成功案例或事故分析），使理论联

系实际，不断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且案例的带入可以适当适时增加课程内容

的丰富新颖性，也可以更好地实现价值引领。

4.1 坚持需求导向，明确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钢结构原理》课程是典型的工科专业课程，课程需围绕立德树人的宗旨践

行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等教学目标，实现课程思政教育。要深入挖掘

蕴含在课程中的思政教育资源，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

以我校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的基本学情为背景，结合利水电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以我校长期合作企业用人要求为导向，确定《钢结构原理》课程的课

程思政教育目标如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真挚的爱国情怀；具有爱岗敬业、

勇担重任的专业素养；强化创新意识，培育创新精神；拓展工程视野，追求工匠

精神。

4.2 挖掘思政元素，确保思政教学基础

对应《钢结构原理》课程不同方向的思政目标，结合相应教学模块的内容，

分类挖掘课程思政案例，梳理课程思政元素。

①爱国思政元素

结合“钢结构特点及应用”这一章节内容，选择中国建造的典型钢结构建筑

和中国冶炼制造钢材技术的发展为核心，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结

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国家重大事件选择工程案例，例如北京鸟巢体育馆、港珠

澳大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射塔架、冬奥国家速度滑冰

馆等。讲述工程建设期的周边故事，表明中国具备世界领先的建造技术，并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拓展学生的建设视野，激发学生爱国爱党的情怀，

将个人学习与时代需求相结合，教育青年学生以专业知识学习为基础，立志为国

家基础建设需求服务。

②专业思政元素

结合“材料的特性”这一内容，以典型钢结构工程设计案例和工程事故反面

案例激发学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兴趣，带领学生探索钢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及其



97

影响因素、钢材屈服条件、钢结构的破坏形态等。引导学生树立职业责任感。利

用反面工程案例，强调在一项钢结构工程的设计、制作、施工的每个环节，没有

足够的责任心和对专业知识的掌握，都可能导致工程质量或安全问题，造成巨大

的生命财产损失，鼓励学生担当设计重任，增强作为水利人的责任感。利用国家

重大发展进程中的建筑工程，让学生感受国家发展与水利工程专业息息相关和学

习水利工程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增强学生对本专业的归属感以及对未来就业岗位

的责任感。

③创新精神思政元素

提炼工程典型案例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列举建筑施工类专业中大国工

匠的科研成果和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动力。通过叙述这类典型人物的

生平和项目科研创新成果，激励学生们的创新热情。

④工程思维思政元素

在学生的工程思维训练方面，主要结合钢结构材料影响结构承载能力、耐久

性等方面知识展开讲解，在课程中建立正面典型工程设计和施工案例库，让学生

体会工程经验，拓展工程视野。同时建立反面的工程事故案例库，应用工程事故

反面案例进行课程导入和知识总结，增强学生对未来职业的敬畏和工匠精神的追

求，强调工程师的责任感。

4.3 完善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

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政元素和课程知识进行融合设计，分别通过课前预习的案

例调研、课中针对案例的讨论和课后训练中的案例反思等教学环节进行课程思政

教学，落实课程的全过程思政设计，努力实现思政教育和课程知识的互促共进。

在传统的理论知识期末考核评价的基础上引入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实施

“知识+能力+素质+思政”全方位综合评价体系。知识考核包括钢结构的基本设

计原理和知识、构造方法以及设计的基本技能，主要由期末考试和平时作业组成；

能力评价包括应用钢结构基本原理，包括水工钢闸门的设计；素质考核表现在平

时学习态度、小组汇报时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以及 PPT制作等方面；

思政评价可从课堂小组讨论表现、报告撰写、期末考试思政题目表现等反映。

课程思政考核的目的不是约束学生，而是在课程教学全过程中让教师和学生

共同掌握思政教学效果以及产生情感共鸣，及时改进课程思政教学融入方案，进

一步优化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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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要想在《钢结构原理》课程教学中更好的融入思政元素，便须将思政

与专业课教学予以同步推进，把握好教学计划目标，明确教学根本及推进要点，

将思政教育作为引领学生价值观念凝聚的根本，从而实现《钢结构基本原理》与

思政教学的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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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

3

4

5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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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钢结构原理”教学大纲（2021 版）

一、课程名称及课程编号

钢结构原理（0700045）
Steel Structures

二、学分学时

2学分/32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1．主体教材

《钢结构》，曹平周、朱召泉主编，第四版，中国电力出版社，2019。

2．线上资源

钢结构原理，曹平周，中国大学MOOC

四、课程属性

专业基础课

必修

五、教学对象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水利水电学院

七、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建筑材料等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钢结构是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研究土木和水利工

程中广泛采用的钢结构的工作性能和合理设计的一门工程技术型课程。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系统地学习钢结构的特点、基本设计原理和知识、

构造方法以及设计的基本技能，具有选用结构钢材及设计基本构件和连接的能

力，为今后进行完整的钢结构设计和研究等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培养学生掌握

钢结构设计、计算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本课程支撑水工专业学生毕

业要求中的第 1 点工程知识、第 2 点问题分析、第 3 点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第

12点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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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使学生了解钢结构的发展概况，掌握钢结构的基本设计原理和知识、构造方

法以及设计的基本技能，可以独立完成相关设计工作。（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3、

3.1、3.2）

教学目标 2：

通过钢结构相关前沿技术及案例工程设计分析，培养同学们对钢结构工程问

题的分析和有效表达能力，为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水利设计人员打下坚实的基

础。。（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4、12.1、12.2、3.3、3.4）

教学目标 3：

掌握应用钢结构基本原理，可以独立分析相关工程问题。（支撑本专业毕业

要求 2.1）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一章 概论

1. 教学内容

钢结构的特点和应用、设计方法和发展概况。

2. 知识要点

钢结构的特点、合理应用范围、设计计算基本原理与方法、钢结构的发展概

况等。

3. 重点难点

近似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及应用特点、分项系数、荷载设计值或标准值的

应用。

4. 基本要求

掌握钢结构的特点，了解设计方法及相关参数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利用大量工程图片介绍国内外钢结构的应用和建设成就。

第二章 钢结构的材料

1. 教学内容

①钢结构的材料要求

②钢结构的主要性能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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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钢材的疲劳和防脆断设计

④钢材的种类

2. 知识要点

钢材的主要机械性能指标、钢材性能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结构钢材的常用牌

号、材质和使用情况等。

3. 重点难点

钢材的主要机械性能指标、钢材性能的影响因素、促使钢材变脆的因素等。

4. 基本要求

了解钢材的主要机械性能指标、钢材性能的影响因素，学习钢筋的防脆断设

计。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自学相结合。

第三章 钢结构的连接

1. 教学内容

①钢结构的连接方法

②焊接的构造和计算

③残余应力及残余变形

④螺栓连接的构造和计算

2. 知识要点

钢结构常用连接方法、对接焊缝连接、角焊缝连接、普通螺栓连接、高强度

螺栓连接的构造和强度计算等。

3. 重点难点

角焊缝连接的强度计算、焊接残余应力和残余变形、在弯（扭）矩作用下螺

栓连接的受力分析和强度计算等。

4. 基本要求

了解钢结构常用连接方法，学习对接焊缝连接、角焊缝连接、普通螺栓连接、

高强度螺栓连接的构造和强度计算等。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自学、讨论相结合。

第四章 轴心受力构件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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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受力构件的强度和刚度计算、稳定计算、构建设计。

2. 知识要点

轴心受力构件的强度和刚度计算、轴心压杆的整体稳定、压杆计算长度、局

部稳定概念与计算、实腹式和格构式轴心压杆的设计。

3. 重点难点

轴心压杆的屈曲形式、整体稳定验算、局部稳定概念和验算、格构柱的换算

长细比、分肢验算、轴压杆的截面选择与验算等。

4. 基本要求

掌握轴心受力构件的强度和刚度计算与轴心压杆的整体稳定分析、压杆计算

长度、局部稳定概念与计算、实腹式和格构式轴心压杆的设计。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自学、讨论相结合。

第五章 受弯构件一梁

1. 教学内容

梁的强度、刚度计算，稳定性分析，屈服强度的计算

2. 知识要点

钢梁的强度和刚度计算、整体稳定性、局部稳定性、腹板加劲肋、钢梁截面

选择。

3. 重点难点

弯应力强度计算、截面塑性发展系数、整体稳定概念与计算、整体稳定系数、

局部稳定概念与计算、翼缘宽厚比、腹板高厚比、腹板加劲肋设计、组合梁的截

面选择与验算等。

4. 基本要求

掌握钢梁的强度和刚度计算、整体稳定性、局部稳定性、腹板加劲肋、钢梁

截面选择。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自学、讨论相结合。

第八章 平面钢闸门

1. 教学内容

①平面钢闸门门叶结构的组成与布置

②平面钢闸门的结构与零部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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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平面钢闸门的埋件

2. 知识要点

平面钢闸门门叶结构的组成与布置、门叶承重构件的设计计算、闸门零部件

的类型与选择、闸门结构设计等。

3. 重点难点

平面钢闸门门叶结构的组成与布置原则、面板厚度的初选与强度验算、梁格

布置与梁系截面选择、零部件选型与布置等。

4. 基本要求

了解平面钢闸门门叶结构的组成与布置，掌握门叶承重构件的设计计算、闸

门零部件的类型与选择、闸门结构设计等。

5. 教学方法

讲授、自学、讨论相结合。

十、课程思政设计

第一章 概论

通过钢结构领域理论、方法和技术发展的学习，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

自豪感，深入认识和理解四个自信，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第二章 钢结构的材料

对比讲解了国内标准、日本标准、欧洲标准、美国标准，通过不同标准之间

的横向对比，揭示各国标准的设计差异，以及各标准的侧重要点，增强对知识要

点的理解，提高专业知识的掌握与应用。

第三章 钢结构的连接

通过钢结构领域典型工程案例学习等方面的学习，加强对学生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和培养，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引导当代学生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

第四章 轴心受力构件、第五章 受弯构件-梁

通过钢结构设计规范标准的学习以及工程背景的挖掘分析，针对钢结构工程

事故分析，帮助学生建立爱岗敬业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

激励学生自觉遵守职业规范要求，理解土木工程师应承担的责任。

第七章 平面钢闸门

通过理论知识，剖析钢结构的工程应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

建立扎实系统的钢结构连接方面的专业知识，建立了更多的创新可能性，展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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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才华和综合能力，感受到了奋斗的价值。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3线下学时

第二章 4线下学时

第三章 8线下学时

第四章 8线下学时

第五章 3线下学时

第八章 6线下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钢结构原理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40%）+结果

性考核（60%）。

1．过程性考核（40%）

课堂学习研讨、课后反馈表现、作业测评、阶段测试等

2．结果性考核（60%）

考试（闭卷）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武水、大工、河海合编：《水工钢结构》，（第三版）水利水电出版社，1995。

2．参考文献

《水电站机电设计手册》金属结构（一），水利水电出版社 1987年

3．网络资源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水利百科http://www.mwr.gov.cn/lszl/slbk/index.aspx

[2] 河 海 在 线 信 息 中 心 远 程 教 育 技 术 部 钢 结 构 多 媒 体 课 件

http://online.hhu.edu.cn
[3]中华钢结构论坛 http://www.okok.org/

大纲撰写人：唐雨卉

大纲撰写时间：2021.08.29

http://www.mwr.gov.cn/lszl/slbk/index.aspx
http://online.hhu.edu.cn
http://www.oko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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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唐雨卉 学 院 水利工程学院

课程名称 钢结构原理 学 时 32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必修课

教材分析

所用教材为曹平周主编的《钢结构（第五版）》，本书是“十三五”江苏省高等

学校重点教材，“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系列教材。全书分十章，主要内容包括

概论、钢结构的材料、钢结构的连接、轴心受力构件、梁、平面钢闸门等。本书结

合最新钢结构相关规范及行业的新技术新发展新政策编写，书中列举了丰富的例题、

思考题和习题供学生学习参考。

教学内容
钢结构的特点和应用、钢结构的材料、钢结构的连接、轴心受力构件构件、受

弯构件、平面钢闸门。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系统地学习钢结构的特点、基本设计原理和知识、构

造方法以及设计的基本技能，具有选用结构钢材及设计基本构件和连接的能力，为

今后进行完整的钢结构设计和研究等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培养学生掌握钢结构设

计、计算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思政”

教育

内容

通过钢结构领域理论、方法和技术发展的学习，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

豪感，深入认识和理解四个自信，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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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与举措
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课后自学、课上分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实施

过程

以参赛教学选段“钢结构的特点和应用为例”介绍具体思政教学实施过程：

1、动机激发

在本次授课内容开始前，先让学生进行思考为什么要学这门课，发展学生的好

奇心，促使学生“卷入”学习任务

2、兴趣培养

发挥理想的支撑作用，结合课程思政，在教学中对他们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和

理想教育，抓住每一个机会向学生指出完成特定学习任务的社会价值。利用接地气

的工程案例让学生觉得理论学习不是“天马行空”。

同时，采用使学生保持愉快的心情而又不降低学习效率的教学方法，活跃学习

气氛，学生学得积极主动、生动活泼，学习兴趣就比较容易激发和培养起来。

3、教学言语循环

讲完一小部分内容之后，逐小点总结，注意前后知识内容的承上启下。

教学反思

课堂 40分钟是教与学最重要的环节。一堂课能否上好，关键在于教师的准备是

否充分，也就是备课是否充分。教师只有认真做好备课工作，才能较好的组织课堂

教学，在课前教师应认真钻研教材，明确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教学重难点，使课

堂教学能做到层次分明。对应不同的教学内容，应使用不同的教学模式，丰富课堂，

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加强课堂教学对不同类型学生的适应性。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中国钢结构协会官网：http://www.cncscs.org/

中国大学MOOC：https://www.icourse163.org/

http://www.cncscs.org/
https://www.icourse16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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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丁蓉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95.11

职称 助教 职务 专任教师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电信工程学院
高校

教龄
11个月

邮箱 1004387247@qq.com 手机 17730439525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胡钢 男
1958.1
0 教授 研究生/硕士 皖江工学院 主讲教师

张蒙 女 1989.8 副教授 研究生/硕士 皖江工学院 主讲教师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参赛

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

年级
2021级 学科

门类
工学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

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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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3-2024学年第 1学期 9.4-11.24 48 21通信、21电气 263

2 2023-2024学年第 2学期 2.26-4.19 32 22交通 70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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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丁蓉

（电信工程学院）

摘要：为响应教育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以及价值观的建设要求，本报告在分析《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现状的基础上，

对教学现状，课程特点以及教学探索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将教书与育人进行深入融合，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最终培养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

代大学生，达到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互促进的目标。

关键词：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思政教育；专业课程

1 绪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标示了新方位，新使命敦促我们迈向新征程。

高校是培养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主要阵地，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

校教育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建设目标的实现，任务

艰巨。“课程思政”是高等院校有效推进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手段。

“课程思政”是高等院校有效推进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手段。近几年，党中

央对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提出了新要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17年，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

因此，实行“课程思政”，改革高校教学模式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培

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选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作为教材，教材内容主要包括：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微型计算

机系统基本工作原理、微处理器、总线和总线技术、存储器等章节，整体上采用

“总-分”的内容结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掌握微

型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及常用接口技术，建立微机系统整体概念，使学

生具备微机应用系统软、硬件开发的初步能力。

在改革、探索和创新教育教学法的同时，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在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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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方法，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全方位提升育人

质量，对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课程思政中专业教师面临挑战

作为工科专业的专业课教师，在教授本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加入思政元素，

保证思政教育与本课程知识点有机融合，达到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互促进的目

标。“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思政”，而是要在教学专业知识的同时，结

合所教内容融入思政原因，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程度，而不是单纯为了课程思政而

进行思政。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教师对思政元素的融入方式缺少系统化设计，

忽略了不同环节鲜明的教学特点和这些环节的思政教育价值。

课程思政对教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设计等各项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

在开展课程思政时，思政教育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要发挥长效机

制，潜移默化地产生持久作用，对专业教师而言是很大的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

专业课教师必须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做出大胆探索和实践，在教

学设计中融入思政育人目标，使课程思政作为思政课程的恰当补充。

1.2 课程学时有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是一门软硬件结合的课程，不仅需要学习微型计算机的

基本组成及工作原理，还需要进行相应的编程训练，知识点多且复杂，但是本课

程总学时为 48 学时，课时量较少，因此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大多数高校

教师的教学重心主要放在知识传授及工程应用能力培养上，对课程思政任务重视

程度较低，无暇在教学专业知识的同时兼顾思政任务，从而忽视学生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价值层面的引导恰恰是激发学生奋

发向上、保持活力的内在精神动力。

1.3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方式单一

在以往的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了达到课程思政的目的，

为了思政而思政，从而导致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只是简单植入，存在生搬硬套的

现象，这影响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对课程思政内容的吸收。学生对于人文

素养、思想政治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主动性不够，自主学习意识不强。因此，在进

行课程思政建设时，教师应深挖贴合微机原理及应用课程专业知识的课程思政内

容，将课程思政元素隐性融入课程综合设计教学中，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

和力和感染力。

2 思政育人目标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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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思政育人的目标

将知识传授与育人进行深入融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方面的教育，达到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互促进的目标。

2.2 思政教学的内容

2.2.1 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

（1）教学目标

了解微型计算机的基础及术语、理解 8086（8088）的内部组成以及各寄存器

的功能。

（2）教学内容

微型计算机系统硬件组成基础；微型计算机系统的组织结构；微机系统各大

硬件组成部分的功能结构；目前主流微机系统的硬件配置与主板结构；微型计算

机系统基本软件组成。

（3）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讲授计算机发展史时，为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升人文素养，向学生推荐致

敬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的电影《模仿游戏》，让学生了解二战期间图灵如

何用机器破解德国人的恩尼格码，助力盟军赢得战争胜利。

讲授冯.诺依曼计算机结构时，推荐纪录片《天才简史——冯.诺依曼》、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的传记电影《社交网络》等，激发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和

责任感、同时打破理工生缺乏人文素养的窠臼，让学生全面发展。

2.2.2 微型计算机系统基本工作原理

（1）教学目标

了解 Intel系列微型机的基本组成以及计算机中数和字符的表示方法，掌握微

型计算机硬件组成和工作原理。

（2）教学内容

对计算机工作原理的初步理解；计算机指令及执行；计算机中的数据；计算

机程序的执行过程；工作程序的开发设计。

（3）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讲授 80x86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单元时，让学生了解汇编语言的指

令格式，让学生认识到指令相当于 CPU 中的某个规则，对源操作数和目的操作

数有要求和限制，违反规则，就会制造非法指令联系现实中的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公共道德，都是青年学生应当遵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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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微处理器

（1）教学目标

掌握微处理器的内部结构。

（2）教学内容

微处理器发展简史；8086/8088微处理器；Pentium微处理器。

（3）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介绍 CPU 在计算机中的作用时，强调 CPU 就是计算机运行的“大脑”，控

制并指挥着总线、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等各个部件协调运行，是计算机有条不

紊、执行各条指令的基础，以此类比“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只有坚持党对国家、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国家、军队才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

在讲授微处理器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和主流机型时，让学生了解微型计算机技

术遵循工程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

这体现了唯物主义发展观。介绍我国第一台品体管计算机的诞生历程，让学生了

解独立自主研发的艰辛。培养学生的爱国敬业和民族自信，同时激励学生的独立

创新和工匠精神。

2.2.4总线和总线技术

（1）教学目标

了解总线的基本概念和常用总线标准，理解总线操作控制。

（2）教学内容

总线与总线操作；总线操作控制；目前主流微机系统中的常用总线标准。

（3）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介绍总线时序时，强调计算机访问内存或者 I/O设备都是在时钟的时序控制

作用下，由产生地址锁存信号、读取有效信号、数据信号等各个部件协调完成的，

一旦其中任一部件没有完成预定的动作均会导致总线操作的失败，以此类比团队

合作项目中齐心协力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预定进度保质保量完成既定

的工作。

2.2.5 存储器

（1）教学目标

掌握存储器的编址和存储器扩展技术。

（2）教学内容

现代高档微机系统的存储器体系结构；内存储器构成原理；高速缓冲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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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常用外存储器；虚拟存储器管理机制。

（3）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讲授存储器系统单元时，让学生了解存储器系统可按系统容量需要进行字位

扩展。针对某些在校学生易陷入理论和实践脱节、出现书本知识无力支撑实际项

目的问题，让学生了解学习过程是构建认知结构的过程，而认知结构是可以不断

拓展的，在接手每一项新课题、新任务时，都需要学习相关领域业务知识，建立

“活到老、学到老”，即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做到一专多能。

2.2.6 I/O接口

（1）教学目标

掌握专用输入/输出接口开发技术。

（2）教学内容

I/O接口的分类；I/O接口与存储器的本质共性；I/O接口的编址方式；I/O同

步控制方式；I/O接口中的中断技术。

（3）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介绍计算机中使用 I/O接口的原因时，通过对 CPU和 I/O设备进行差异性分

析，指出 CPU和 I/O设备之间在速度、驱动能力、信号格式、时序匹配等各方面

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要想它们之间能够顺畅地进行信息交换必须在它们之间加入

I/O接口去平衡这些差异，以此类比团队中出现矛盾点对立面时有效协调沟通的

重要性，告诫学生要争做团队中的“I/O接口”。

2.2.7 典型可编程接口芯片及应用

（1）教学目标

了解计算机应用系统硬件开发和接口电路编程的必要知识；掌握微型计算机

系统提供的输入/输出接口的应用方法。

（2）教学内容

可编程接口芯片概述；可编程中断控制器芯片 8259；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

芯片 8254；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 8255；可编程串行接口芯片 INS8250。

（3）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讲授可编程接口电路芯片单元时，为学生布置开放式的综合实践题目，实现

微机应用系统的分析、设计、开发与实现。让学生在实验台或 Proteus 仿真系统

上分组设计完成，培养学生自由创新、团队协作和务实诚信精神。

2.2.8 综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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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综合案例时，让学生了解一个系统的设计，从无到有，设计中可以借

鉴和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但要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尊重他人技术成果，尊重知

识产权，拒绝学术不端行为。坚持技术服务于社会、服从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3 思政教学的方法

（1）理论教育法

理论教育法是思政教学的基础，通过系统讲授思政理论知识，使学生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应注重理论的深入浅出，将抽象的概念与具

体的实例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理解能力。

（2）比较教育法

比较教育法是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政教育理念和实践，

引导学生理解思政教育的共性与差异。这种方法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

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3）典型示范法

典型示范法是通过树立先进典型，用其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来感染、激励学

生。这种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正能量，促使学生积极向上、奋发有为。

（4）小组讨论法

小组讨论法鼓励学生围绕思政问题展开讨论，通过相互交流和辩论，培养他

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合作精神。教师可以设定讨论主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激发

他们的思维火花。

（5）多媒体教学法

多媒体教学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教学资源

整合在一起，使思政教学更加生动、形象。教师可以通过制作多媒体课件，展示

丰富的思政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 结论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的教学是理工类基础专业课教学的一线阵地，理工

类专业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价值导向，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基本要求，以

培养有担当爱奉献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最终目标。作为一名教

育工作者，要育人更要育心，需要在丰富自身教学水平的同时不断深入挖掘专业

课程中蕴藏的思政元素，将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育人元素有机结合，贯穿课程教

学的全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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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教学大纲（2021 版）

一、课程名称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2103070）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 Inter-face Technology

二、学分学时

3学分 / 48学时（线下教学及研讨）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1．主体教材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邹逢兴，第 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8

四、课程属性

专业基础课/必修

五、教学对象

通信工程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七、先修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路、软件技术基础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掌握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组

成、工作原理及常用接口技术，建立微机系统整体概念，使学生具备微机应用系

统软、硬件开发的初步能力。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使学生掌握微型计算机硬件组成、工作原理、输入/输出接口的应用方法和开

发技术（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3）

教学目标 2：

使学生能够掌握计算机应用系统硬件开发和接口电路编程的基本思想，学习

中能举一反三，学以致用（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3.1和 3.2）

教学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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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团队合作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支撑本专业毕

业要求 9.2和 12.1）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一章 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

1．教学内容

第一节：微型计算机系统硬件组成基础

第二节：微型计算机系统的组织结构

第三节：微机系统各大硬件组成部分的功能结构

第四节：目前主流微机系统的硬件配置与主板结构

第五节：微型计算机系统基本软件组成

2．知识要点

计算机发展概述、基本的逻辑门与常用的逻辑部件、计算机中数值的表示方

法、二进制编码、常用的术语、微型计算机特点和发展、微型机分类、微处理器、

徽型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系统、微型计算机应用。

3．重点难点

微型计算机的组成和内部结构、总线的种类、结构和功能。

4．基本要求

了解微型计算机的基础及术语、理解 8086（8088）的内部组成以及各寄存器

的功能。

5．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法、案例驱动法

第二章 微型计算机系统基本工作原理

1．教学内容

第一节：对计算机工作原理的初步理解

第二节：计算机指令及执行

第三节：计算机中的数据

第四节：计算机程序的执行过程

第五节：工作程序的开发设计

2．知识要点

指令系统的一般概念、对操作数的寻址方式、六大类指令的操作原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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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源程序的结构、汇编语言语句格式、伪指令、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3．重点难点

汇编语言的指令以及寻址方式、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4．基本要求

了解 Intel系列微型机的基本组成以及计算机中数和字符的表示方法，掌握微

型计算机硬件组成和工作原理。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法、形象教学法

第三章 微处理器

1．教学内容

第一节：微处理器发展简史

第二节：8086/8088微处理器

第三节：Pentium微处理器

2．知识要点

微处理器发展简史、8086/8088微处理器。

3．重点难点

8086/8088微处理器的内部结构、指令流水线和存储器分段管理。

4．基本要求

掌握微处理器的内部结构。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法

第四章 总线和总线技术

1．教学内容

第一节：总线与总线操作

第二节：总线操作控制

第三节：目前主流微机系统中的常用总线标准

2．知识要点

总线与总线操作、总线操作控制、目前主流微机系统中的常用总线标准。

3．重点难点

总线与总线操作、总线仲裁控制、总线握手控制。

4．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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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总线的基本概念和常用总线标准，理解总线操作控制。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法

第五章 存储器

1．教学内容

第一节：现代高档微机系统的存储器体系结构

第二节：内存储器构成原理

第三节：高速缓冲存储器基本原理

第四节：常用外存储器

第五节：虚拟存储器管理机制

2．知识要点

微型机的存储系统、分类及其特点、半导体存储芯片的外部特性及其与系统

的连接、存储器扩展技术、高速缓存。

3．重点难点

微型机的存储系统、存储器的分类以及扩展技术。

4．基本要求

掌握存储器的编址和存储器扩展技术。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法、案例驱动法

第六章 I/O接口

1．教学内容

第一节：I/O接口的分类

第二节：I/O接口与存储器的本质共性

第三节：I/O接口的编址方式

第四节：I/O同步控制方式

第五节：I/O接口中的中断技术

2．知识要点

I/O 端口及其编址方式、简单接口芯片及其应用、基本输入输出方法、中断

的基本概念及工作过程。

3．重点难点

基本输入输出方法、中断的基本概念及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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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要求

掌握专用输入/输出接口开发技术。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法、案例驱动法

第七章 典型可编程接口芯片及应用

1．教学内容

第一节：可编程接口芯片概述

第二节：可编程中断控制器芯片 8259

第三节：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芯片 8254

第四节：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 8255

第五节：可编程串行接口芯片 INS8250

2．知识要点

并行接口的应用、8255芯片的功能与编程；串行接口的应用、RS232标准、

8250芯片的功能与编程、定时器 8254、中断控制器 8259。

3．重点难点

接口功能与编程

4．基本要求

了解计算机应用系统硬件开发和接口电路编程的必要知识；掌握微型计算机

系统提供的输入/输出接口的应用方法。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法、案例驱动法

第八章 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

1．教学内容

第一节：键盘及其接口

第二节：显示器及其接口

第三节：打印机及其接口

第四节：其他交互设备及接口

2．知识要点

键盘、显示器、打印机及其其他交互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以及接口功能。

3．重点难点

键盘的识别原理、LED动态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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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要求

掌握键盘和显示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法、案例驱动法

第九章 模拟 I/O器件及接口

1．教学内容

第一节：D/A与 A/D转换器原理

第二节：典型 D/A与 A/D转换器集成芯片

第三节：D/A、A/D转换器与MPU接口

第四节：模拟 I/O通道

2．知识要点

D/A转换的原理，D/A转换的分辨率和精度的含义、两类 D/A转换芯片的硬

件连接和编程、双积分式 A/D 转换和逐次逼近式 A/D 的原理、A/D 器和系统的

连接、利用软件实现 A/D转换的方法。

3．重点难点

D/A及 A/D转换的概念、D/A及 A/D转换的原理。

4．基本要求

掌握 D/A及 A/D转换的原理及两类芯片的应用方法。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法

十、课程思政设计

1．总体目标

将知识传授与育人进行深入融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方面的教育，达到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互促进的目标。

2．教学方法

小组讨论法

3．教学内容

（1）通过 CPU在计算中的核心地位，引导同学们进一步加深理解坚持党的

核心领导地位的重要性。

（2）通过计算机及微处理器发展史的教学，进一步强化物质第一性原理。

（3）通过计算机组成部件教学，进一步强化整体与部分关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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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4线下学时

第二章 6线下学时

第三章 6线下学时

第四章 4线下学时

第五章 6线下学时

第六章 6线下学时

第七章 8线下学时

第八章 2线下学时

第九章 4线下学时

总复习 2线下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40%）

+结果性考核（60%）

1．过程性考核（40%）

课堂学习研讨、课后反馈表现、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

2．结果性考核（60%）

考试（闭卷）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1]《微型计算机接口技术教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魏坚华、吕景

瑜．2002．

[2]《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戴梅萼．2003．

[3]《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雷丽文．2005．

2．网络资源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JTU-1001647001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JTU-100164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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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丁蓉 学 院 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名称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学 时 48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必修课

教材分析

选用教材：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邹逢兴，第 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8.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目前流行的几类微机系统及其各大组成部分的硬件结构与工

作原理，以及基于汇编语言和 C语言的应用编程方法，然后着重介绍了几种典型的

可编程接口芯片和一些常用外设、多媒体设备、模拟 I/O器件及其接口。教材内容

丰富，针对知识点包含具体实例，有利于学生理解。

教学内容 存储器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

使学生掌握存储器的基本结构及读操作工作原理。

教学目标 2：

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目标 3：

引导学生树立科技强国的理念，坚定其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信心，培养

其投身于我国集成电路行业的使命感。

“课程思政”

教育

内容

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调研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时强调：“要加快

在芯片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勇攀世界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存储器是集成电路产

业中量大面广的基础产品，是国家信息安全的基石之一，也是我国攻克集成电路“卡

脖子”问题的关键核心领域。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长鑫存储有限公司于 2019年成功推出第一个 DRAM

国产芯片；长江存储有限公司也于 2019年自主突破 3D NAND Flash存储器芯片的国

产化，标志着我国在先进存储器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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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与举措

1 讲授法与互动

讲授法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主要方式，但单纯的讲授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

因此，在讲授内存的基本结构及内存读操作的过程中，适时加入互动提问环节，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通过讲授法与互动的结合，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2 案例教学应用

通过将真实案例引入课堂教学，更有利于学生理解相关知识。在教学内存基本

结构的时候可以通过大楼中的多个房间进行形象比喻，便于学生理解，三个总线的

部分也可以结合真实马路上的人行道，机动车道等进行讲解。

3 信息化技术应用

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如课件、动画等辅助教学，让比较抽象的知识形象生动的

呈现给学生。

教学实施

过程

本节课所教授内容为存储器部分知识，具体内容包括内存基本结构

和内存读操作。

1 课堂导入

（1）强调存储器在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地位，是我国在攻克集成电路卡脖子问

题的关键核心领域，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我国在先进存储器领域实现零的突破，结

合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公司的案例进行讲述。

（2）引入进口芯片统计数据，指出存储器芯片仍占较大进口比重。我国在存储

器芯片的研制和开发上仍具有挑战。

（3）提出各位同学未来都有机会投身于存储芯片的研制，进而引出这节课的学

习内容：内存基本结构和内存读操作。

2 知识点讲解

知识点 1 内存基本结构

（1）将内存的基本结构比喻成一栋大楼，内存单元比作房间，内存地址比作门

牌号码，通过形象的比喻让学生先了解内存的基本结构。

（2）给出内存的示意图，结合大楼的举例，分别介绍内存单元的内容及地址。

知识点 2 内存读操作

（1）提出取快递这个问题，让学生思考这个事件是怎么样的过程以及需要哪些

关键信息，然后结合生活实际去讲述完成这个事件的步骤。通过取快递这个操作跟

内存读操作有哪些共同点？这个问题引出下一部分。

（2）在介绍内存读操作之前，首先介绍 CPU 和内存是如何进行通信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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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的概念及分类，结合真实环境马路上的人行道，机动车道的示例，说明分为三

大总线的原因以及各类总线的功能。

（3）内存读操作包括三大步骤，第一步确定地址即将地址通过地址总线传输给

内存，进而确定操作对象，即某一个内存单元，第二步通过控制总线确定操作性质，

即读，第三步通过数据总线完成数据传输。

3 总结回顾

对本节课所学的知识点，包括内存的基本结构和读操作进行总结梳理，强调读

操作工作原理的重要性。

4 课后思考

本节课讲述内存读操作，实现 CPU 去读取内存内部的数据，提出问题，如果

CPU想要对内存进行写操作，即将数据写到指定的内存单元，是什么样的步骤，是

否和读操作一致？两者会有那些不同？

教学反思

通过案例的教学，如取快递，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有助于后续相关

知识点的学习。在授课过程中，主要还是采用了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应该积极引导

学生参与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以多设计一些互动环节，

如提问、讨论、分享等，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积极的学习氛围。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1.参考教材

[1]《微型计算机接口技术教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魏坚华、吕瑜．2002．

[2]《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戴梅萼．2003．

[3]《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雷丽文．2005．

2.网络资源

https://hz.snnu.edu.cn/info/1044/2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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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季云云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88.11

职称 中级 职务 专任教师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民族 汉
政治

面貌
群众 学位 理学硕士

院部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
高校

教龄
1

邮箱 732241560@qq.com 手机 13951706386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

担的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最优化方法》

参赛

组别
课程思政

开课

年级
22 人工智能 1-4 班

学科

门类
工科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

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 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

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mailto:73224156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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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3-2024 年第 2 学期
2024.2.26-
2024.04.21

32 人工智能专业大二学生 150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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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为中心的《最优化方法》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摘要：课程思政是高等教育教学的研究热点，其本质在于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首先，本创新报告分析了最优化方法课程在思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1145”教学设计思路；然后，报告从构建目标体系、混合式教学设计、丰富融

入方法、完善思政教学内容和构建考核评价体系等五个模块详细介绍了教学实施

过程。最后，报告说明了教学创新效果和成果辐射。

一、现状分析

“最优化方法”课程是人工智能专业基础课程，在经济与管理、交通与运输、

工业工程、计算机、军事等领域有极其广泛的应用，是联系数学理论与实际应用

问题的重要桥梁。

1.1 课程现状分析

“最优化方法”课程自开设以来，存在如下问题：

课程理论性较强，脱离实际应用严重“最优化方法”课程涉及高等数学、线

性代数、矩阵分析、数值分析等相关基础课程知识，理论分析及公式推导较多。

课程教学主要集中在理论知识的传授上，导致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脱节严

重，不利于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相互交流、沟通、合

作的能力。

2）教学内容陈旧，脱离学科前沿

目前的教材教学内容陈旧，课程内容无法反映学科领域的前沿理论和实践成

果。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意识到，该课程对自己的工作实践或科学研究没有太多

帮助，对自身发展意义不大，因而不够重视，学习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水平。

3）师生互动性有待加强

目前高校大多存在重科研的问题。有些教师忙于各类课题，投入教学的时间、

精力过少，难以及时更新课程教学资料内容，并且教师也未能做到因材施教。学

生主动学习的意识薄弱，很多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是被动接受专

业知识。

4）思政教育融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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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生把获得一纸文凭作为本科阶段的学习目标，导致创新型和学习积极

性严重不足。任课教师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研究不深，思政教

育融入不足。

5）教学方法单一，方式枯燥

“最优化方法”课程的知识涵盖范围广、内容抽象、算法类型差异较大。目

前，常用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板书教学和 PPT教学，教师讲，学生听，

师生互动较少，课堂气氛沉闷。这种“灌输、填鸭式”教学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影响课程教

学效果。

1.2 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目前，“最优化方法”的思政教学存在以下共性问题：

1）部分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意识淡薄，认为最优化方法偏理论，内容较多，

学时少，没有时间做课程思政；

2）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不明确，有老师认为结合教学内容给学生传递富有正

能量的观点，就是课程思政；

3）思政要素挖掘不充分、不准确，思政内容单一，与课程内容不紧密，有

老师一学期的思政元素都来自于时政新闻，与课程内容多无关联；

4）教学时课程和思政“两张皮”，教学过程完全剥离，老师通常是在课堂上

先进行一番思政内容说教，然后再讲授课程内容，思政教学“生搬硬套”，毫无

融入章法可言；

1.3 学情现状

本科二年级学生已学习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 Python等先先修课程，具有一

定数学基础、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但是，最优化方法课程需

要的知识储备较多，应用面广阔，学生对最优化理论知识的掌握有一定难度，尤

其是高等数学基础知识较为薄弱的学生，很容易学习动力不足，缺乏兴趣，难以

运用最优化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二、设计思路

深入分析以上问题，“最优化方法”课程思政教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普遍缺乏

系统化思维作支撑，对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关注形式结果而非

过程，课程思政教学各要素的“关联”关系缺失，没有将课程思政各要素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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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设计原则

2020年 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重点内容。《纲要》提出课程思政建设

要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

心点，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

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提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系统进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切实提升立德树人

的成效。

根据《纲要》要求，“最优化方法”课程思政设计原则如下：

（1）时代性

思政教学内容设计与选取紧贴时代背景，做到与时俱进。

（2）科学性

合理利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坚持以学为中心的育人理念。

（3）系统性

思政教学设计要与行业标准、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保持一致。

2.2 总体思路

“最优化方法”课程思想政治教学总体思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学为

中心，采用解决问题的“四步法”策略。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总结复盘”的流程，梳理如何将思想政治教学融入课程。

图 1 最优化方法课程思想政治教学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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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总体思路简称为“1145”：第一个“1”代表根本任务，第二个

“1”代表教学理念，“4”代表“四步法”策略，“5”代表思想政治教育的五大

元素。

基于现状分析，经过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流程，我们可以开始设定解决

方案。目前，先进的教学模式以混合式教学为主，通过构建协同育人模式，不

仅涵盖线上资源、线下课程、项目式学习的立体思政体系，还进一步开拓了主

动学习模式。本课程引入先进教学理念，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将教学空间扩展为线上、线下结合；教学过程包括课前导学、课中研学、

课后练学，形成学习闭环。线上教学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学习节奏、

内容都可以自行把控；通过练习、测验、讨论和研读论文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

习激情；线下教学以教师为主导，讲解教学重难点和目标，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

课堂教学基于“BOPPPS”教学模式，参与式学习参考角色翻转，由学生主

导，教师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理论教学采用Q&A、小组讨论、互评、辩论、案例

演示等方式，实践教学采用PBL、闯关测验、汇报演示、学科竞赛等方法，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加强互动反馈，提升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融合思政，从唯物辩证法、科学精神、专业规范、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等

方面构建课程思政。

在教授最优化方法的课程后，进行总结复盘，以评估课程效果并提出改进方

案。根据学情情况、课程效果、行业发展回顾教学目标，评估超出预期的亮点和

不足之处，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总结规律，制定下一步计划。

2.3 思政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使

其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内容包括：

1) 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

物主义方法论，具有辩证思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2) 培养科学精神和批判思维：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方法论，培养数学思维方

式，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方法的运用。

3) 培养遵守专业规范：引导学生认识职业发展方向，培养遵守专业规范的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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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

养学生爱国爱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情感，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

5)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6) 培养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树立正确的爱

国主义观念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三、实施方法

图 2 最优化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路线图

沿着“1145”设计思路，我们构建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路径，如图 2所示。

通过专题、案例、讨论、作业等教学方法将唯物辩证法、科学精神、专业规范、

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等五大类元素融入教学。课前导学阶段，以目标驱动的方式

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题。课中教学阶段，以案例驱动的方式引入思想政治教育案

例；以问题驱动的方式营造思政讨论氛围。课后练习阶段，以任务驱动的方式布

置思政作业。

3.1 教学设计

本课程将思政要素划分为 5类：唯物辩证法、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科学精

神、专业规范（见表 1）。在挖掘课程思政要素时，依据分类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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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最优化方法课程思政要素分类

思政元素 具体内涵

唯物辩证法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具有辩证思维

家国情怀 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以家国情怀托举复兴使命。

社会责任 既是社会责任的传承主体，也是践行者、发扬者，“怎样做让社会更美好？”

科学精神 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用于探索的创新意识。

专业规范 重视职业道德培养，了解行业方向，确立职业规划

3.2 教学方法

结合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最优化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七种方法：

1) 言传身教，身正为范，包括治学精神、人生态度、行事作风；

2) 以时事热点为题，关注与课程内容有关的时事热点，表明态度价值引导;

3) 以典型人物为例，简述与课程有关的人物事迹，挖掘精神传承引导;

4) 以失败案例为鉴，总结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教训，塑造价值追求卓越;

5) 以发展成就为由，激发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激励学生的创新意识;

6) 以课程内容为向，构造与课程内容有关的恰当案例，诠释精神激发意志；

7) 以差距瓶颈为鉴，鼓励探索创新精神，激发意志使命担当。

3.3 教学内容

依据思政元素，结合教学内容确定思政主题、内容及目标、融入方法，见表 2。

表 2 最优化方法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章节 思政元素 思政主题 思政内容及目标 思政融入方法

第一章

概论

家国情怀

我国最优化方法

的 重 要 开 拓 者

——钱学森

钱学森是我国运筹学的重要开拓者。通过讲

述钱学森的事迹，激励学生立志成才、报效

祖国。

典型人物为例

社会责任

众志成城，攻坚克

难，运筹帷幄，战

胜疫情

面对紧急突发事件，优化调度各资源，保障

人民安全健康、经济恢复生产。
时事热点为题

第二章

Python编程

方法

专业规范

代码规范

呼吁遵循统一代码规范，提高代码可靠性和

稳定性。通过真实经历，督促学生培养严谨

的思维和规范化的编码习惯。

失败案例为鉴

行业标准
强调学生在编码过程中应当遵循行业标准，

包括代码规范、项目管理、文档化要求等。
失败案例为鉴

第三章
唯 物 辩 证

法

个性与共性的统

一与发展

在学习线性规划问题时，学生需要理解问题

的共性特征，掌握基本的建模方法和求解技
课程内容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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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思政元素 思政主题 思政内容及目标 思政融入方法

线性规划 巧；同时也需要关注问题的个性特征，灵活

运用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探讨个

性与共性的统一与发展，引导学生认识到在

面对复杂问题时，既要把握问题的普遍规

律，又要关注问题的具体情境，以全面、深

入的思考解决问题。

科学精神 智慧与创新

线性规划领域的先驱之一Dantzig在面对困

难时的机智和创新精神，激励学生勇于思

考、积极创新。

典型人物为例

第四章无约

束优化

科学精神
坚持目标，追求进

步

最速下降法致力于寻找函数的局部最小值，

这体现了对于目标的追求和对进步的渴望。

在优化问题中，我们不断地朝着使目标函数

值减小的方向前进，体现了坚持目标、不断

进步的思想。

言传身教

社会责任
“中国芯”还有多

远的路要走

激发学术的使命担当，学好本领，帮助国家

尽早走出这些“卡脖子”技术的困局。
差距瓶颈为鉴

第五章约束

最优化方法

家国情怀
科技强国梦，服务

国家发展

袁亚湘在非线性规划信赖域方法领域取得

基石性的
发展成就为由

成果。通过讲述袁亚湘的事迹，激励学生立

志成才、报效祖国。

唯 物 辩 证

法

统一分析和实践

的辩证统一

唯物辩证法强调对事物进行全面、深入的认

识，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和矛盾运动。在投

资组合优化问题中，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种

投资标的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风险特征，统

一分析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风险

和收益的辩证统一。

课程内容为向

第六章多目

标优化
社会责任 全球视野

探讨国际上优化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热

点，包括多目标优化算法、实际应用案例等，

引导学生了解国际优化研究的动态和趋势。

发展成就为由

3.4 考核评价

考核学生在最优化方法学习过程中所培养的科学精神和思想政治素养，包括

严谨求实的态度、探索创新的精神、合作共赢的价值观、批判性思维和质疑精神

等方面。可以通过学生自我评价、小组讨论、写作或口头表达等形式进行过程性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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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效果

“最优化方法”课程是 2024 年第一次开课，目前尚没有实质性效果，但还

是有不少可圈可点的育人成效：

（1）思政改革效果正在发酵

思政建设有效提高了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和知识掌握情况。通过讲述相关思

政案例，学生课堂专注力有了明显提升，参与度提高。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更深

刻地了解到相关研究方向的发展历史、发展动态并对未来发展充满期望。

（2）学生评价优秀

教师授课效果获得学生好评，中期教学座谈学生评教结果为“A”。学生评价

给出“授课效果很好，开启了认识最优化方法的新方式”等反馈意见。

（3）挖掘育人经验、推广示范引领

教学团队坚持立德树人，定期开展思政建设学习，分享思政建设成果并对不

足之处进行反思和改进。总结整理相关资料，积极与校内思政团队进行交流，

为“立德树人”、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提供资料和新思路。

五、成果辐射

“最优化方法”课程于 2024 年首次开设，目前尚未显现出实质性效果，但

仍具备许多值得推广的优点和潜力：

（1）重塑了“思政为导，应用为向”的教学新模式

一方面，最优化方法思政教育强调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通过案例分析、讨论和实践活动等形式，引导学生在学习最优化方法的过程中，

思考并解决现实问题，强化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另一方面，最优化方法思政教育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

重知识与技能的应用。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和项目实践，培养学生运用

最优化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提高其在工程、管理、经济等领域的应用能力

和实践水平。

（2）创建了“1145”思想政治教育设计思路

最优化方法思政教育倡导“一个根本任务、一个教学理念，四步策略，五大

元素”的设计思路。具体而言，强调了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学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采用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结复盘等“四步法”策略，

并融入唯物辩证法、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科学精神、专业规范等五大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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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以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将提高学习能力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对于培

养终身学习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四步法”策略强调了解决问题的系统性和科学

性，可以帮助学习培养问题意识、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策略适用于

各个学科和领域。五大思政元素涵盖了学生思想品德、学术水平、社会责任等多

个方面的要求，具有广泛推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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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课程思政、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

（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

3

4

5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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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化方法》课程实施大纲

季云云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

1 课程概述

最优化方法是一门介绍如何寻找最优解决方案的学科，广泛应用于工程设

计、金融投资、生产管理等众多领域。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最优化方法的基本

概念、原理和算法，学会如何利用最优化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2 教学理念

以学为中心：最优化方法的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和

能力，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优化方法的教学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际案

例和实践操作，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最优化方法的应用。

注重思维训练：最优化方法的教学过程应注重学生的思维训练，通过引导学

生思考和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调应用性：最优化方法的教学应强调应用性，以实际问题为背景，引导学

生运用最优化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经验。

注重多元化：最优化方法的教学过程应注重多元化，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的多元化，以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和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3 课程介绍

3.1.课程属性

专业基础课（必修）

3.2.课程在专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最优化方法是运筹学、计算数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等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最优化问题通常需要对实际需求进行定性和定量分

析，建立恰当的数学模型来描述该问题，设计合适的计算方法来寻找问题的最优

解，探索研究模型和算法的理论性质，考察算法的计算性能等。最优化算法广泛

应用于科学与工程计算、数据科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图像和信号处理、金

融和经济、管理科学等众多领域。

最优化方法课程在专业结构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不仅提供了重要的数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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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基础，还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和在职业生涯中成功应用这些

技能的能力。主要包括：

（1）核心概念教育：最优化方法课程通常涵盖了最基本的优化概念和技术，

如梯度下降、约束优化、线性规划等。这些是许多专业领域的核心工具，帮助学

生建立数学和算法的基础。

（2）问题解决能力：最优化方法课程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

生学会如何将抽象的数学优化理论应用于实际工程、科学或商业问题，找到最佳

解决方案。

（3）算法和编程技能：一些最优化方法课程包括编程和算法实现，教导学

生如何编写优化算法，利用计算机工具来解决复杂问题。这对于计算机科学、数

据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学生尤为重要。

（4）跨学科应用：最优化方法是一种跨学科的工具，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

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金融建模、物流优化等。因此，它有助于建立专业领域

之间的桥梁，促进跨学科研究和合作。

（5）研究和创新：最优化方法是许多研究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学生通过

最优化方法课程可以为未来的研究项目做好准备，掌握开展研究和创新的工具。

（6）就业机会：掌握最优化方法的学生通常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因

为这些技能在许多行业中都有广泛的应用。从数据科学家到工程师，从金融分析

师到运筹学家，许多职业都需要最优化方法的知识和技能。

3.3.课程发展简况

最优化方法课程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随着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

的发展，这一领域逐渐壮大。以下是最优化方法课程发展的简况：

初期发展：最优化方法的早期发展主要集中在数学领域。20世纪初，数学家

如拉格朗日、高斯等开始研究最优化问题，并开发了一些最基本的算法。这些早

期的工作主要涵盖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优化方法在工程和经济领域的应

用开始增加。线性规划在工业生产和物流中得到广泛应用，这导致了对最优化方

法的更多研究和教育需求。

计算机科学的崛起：20世纪 60年代和 70年代，计算机科学的崛起使得更复

杂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期间，许多最优化算法和计算方法得到了发展

和改进，包括梯度下降、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和整数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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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应用：20世纪末和 21世纪初，最优化方法的应用扩展到了更多的领

域，如机器学习、数据科学、人工智能、金融建模和生物学等。这导致了对更高

级和复杂的最优化方法的研究和开发。

在线教育和开放教材：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促使最优化方法的在线课程和

开放教材的发展。这使得学生可以更容易地获取最优化方法的教育资源，无论他

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如何。

工具和库的发展：开发了许多最优化工具和库，如MATLAB、Python 的 SciPy

和NumPy、R的优化包等，使学生和研究人员能够更轻松地实施和应用最优化算法。

研究和创新：最优化方法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更高级的算法、

并行计算、深度学习中的优化等新兴领域。学术界和产业界继续致力于提高最优

化方法的效率和应用。

总的来说，最优化方法课程已经从一个相对狭窄的数学领域演变为一个跨学

科的领域，广泛应用于科学、工程、商业和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随着技术的不

断发展，最优化方法的教育和应用将继续发展和演变，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3.4.主体教材

《最优化方法》庞丽萍，肖现萍，第二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23-03-01.

4 先修课程

（1）基础理论：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2）编程语言：Python

5 课程目标

5.1.教学总目标

最优化方法是人工智能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在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计算数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强调计算方法原理和理论

的分析，以及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该课程为培养人工智能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

储备专业必备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数值计算能力，提高学生解决人工智能领域

复杂问题的能力。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种计算方法的概念、

基本原理和算法步骤。同时，通过课程的团队实践项目，提高对理论知识的进一

步理解和掌握，并培养学生在团队合作、沟通协调及工作规范性等方面的能力，

为学生解决人工智能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5.2.教学分目标 1-知识与技能方面

理解最优化问题：课程将介绍不同类型的最优化问题，包括线性规划、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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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划、动态规划等。学生将学会如何采用公式表达这些问题，并理解它们在实

际中的应用。

掌握最优化算法：学生将学习各种最优化算法，包括梯度下降、线性规划算

法、整数规划分支定界等。他们将理解这些算法的原理、优缺点以及应用场景。

数学基础：最优化方法通常需要强大的数学基础，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

概率统计等。课程的一个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和加强这些数学技能，以便他们能

够理解和分析最优化算法。

编程和实施：学生将学会如何使用编程语言（如 Python）来实施和解决最优

化问题。包括编写代码执行最优化算法，处理实际数据和约束条件。

应用领域：最优化方法在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工程、经济学、物

流、机器学习等。课程的目标之一是帮助学生了解这些领域中如何应用最优化技

术，并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做好准备。

问题建模与求解：学生将学会如何将现实世界的问题建模为最优化问题，并

使用所学的技能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识别约束条件、优化目标函数，并选择合适

的算法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5.3.教学分目标 2-过程与方法方面

学习闭环：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遵循预习->听课->练习->复习->归纳

总结->测试等环节，开展本课程。

主动学习：通过讨论、实践、教授给他人等方式，提高学习内容留存率，增

加 2课时 PBL教学、2课时小组汇报。

学习方法：教授学生经典学习方法，包括金字塔学习模型、费曼学习法、西

蒙学习法、番茄学习法、艾宾浩斯遗忘学习法、思维导图归纳总结法等。

5.4.教学分目标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问题解决的毅力和耐心：培养学生解决复杂最优化问题的毅力和耐心。

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学生应能够在团队中合作，与他人分享思想和观点，

以共同解决最优化问题。

道德和伦理考虑：学生应了解最优化方法的应用可能涉及道德和伦理问题，

他们应该能够识别这些问题，并在解决问题时考虑到社会和环境的利益。

创新和探索精神：学生应培养创新和探索的精神，以寻找新的方法和技术来

解决复杂的最优化问题。

批判性思维：学生应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审查和评估不同最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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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点和局限性，并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

自我管理和时间管理：学生应培养自我管理和时间管理的技能，以有效地规

划和完成最优化项目和任务。

终身学习和自我提升：学生应认识到最优化方法领域不断发展，他们应该持

续学习和提升自己，以跟上新的技术和方法。

社会责任感：学生应认识到他们的最优化工作可能会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影

响，他们应该积极考虑和采取措施以减少负面影响。

6 课程内容

6.1.内容概要

最优化方法课程内容通常包括一系列基本概念、技术和算法，用于解决数学

优化问题。

（1）最优化方法的基本概念：介绍最优化问题的定义、分类、求解方法等。

（2）线性规划：讲解线性规划的基本原理、模型、求解方法及实际应用。

（3）无约束优化：介绍无约束非线性规划的基本原理、模型、求解方法及

实际应用，包括一维搜索、多元函数的下降算法、共轭梯度法等。

（4）约束最优化方法：讲解带有约束的非线性规划的基本原理、模型、求

解方法及实际应用。

（5）多目标规划：从实用的角度简要介绍多目标规划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求

解方法。

（6）最优化算法的实现：介绍如何利用 Python实现最优化算法。

（7）最优化方法的应用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如何运用最优化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6.2.学时安排

最优化方法课程一共有 32个学时，具体安排如下：

章节 学习内容 学时

第一章：最优化算法概述最优化算法简介、发展历史、基本概念、基本定义、基本定理 2

第二章：Python编程方法
开发环境安装、Python语法、NumPy基础、Pandas基础、Python
绘图

3

第三章：线性规划
线性规划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单纯形法、两阶段方法、对偶问

题
6

第四章：无约束优化
无约束优化基本概念、一维搜索、多元函数下降算法、拟牛顿法、

共轭方向法、直接搜索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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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学习内容 学时

期中：PBL 国赛最优化题目 2

第五章：约束最优化方法
非线性规划的一阶最优性条件、二次规划、序列二次规划方法、

惩罚函数法与障碍函数法、增广拉格朗日函数法、函数法
5

第六章：多目标优化
多目标规划的基本概念、线性加权和法、平方加权和法、极小极

大法、分层序列法
4

期末：小组汇报 赛题汇报、代码复现、论文编写 2

复习 归纳总结本书重难点，答疑解惑 2

6.3.重难点

最优化方法教学重难点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基本思想和算法步

骤，具体内容如下：

章节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一章：最优化算法概述

1.1 最优化问题 掌握

1.2 几类重要的最优化问题 了解

1.3 Python 中求解最优化问题的函数 了解

第二章：Python 编程方法

2.1 Python 开发环境安装 掌握

2.2 Python 语法 掌握

2.3 Python 数据分析：NumPy 基础 掌握

2.4 Pandas 基础 掌握

2.5 Python 绘图 掌握

第三章：线性规划

3.1 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 理解

3.2 线性规划基本思想原理 掌握

3.3 单纯形方法 掌握

3.4 确定初始基本可行解的方法 理解

3.5 线性规划的对偶问题 掌握

3.6 利用 Python 求解器求解线性规划 掌握

3.7 退化与循环 了解

3.8 线性规划的计算复杂性与多项式算法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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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四章：无约束优化

4.1 预备知识 理解

4.2 一维搜索 掌握

4.3 多元函数的下降算法 掌握

4.4 拟牛顿法 掌握

4.5 共轭方向法 理解

4.6 直接搜索法 理解

期中：PBL
第五章：约束最优化方法

国赛最优化题目 掌握

5.1 非线性规划的一阶最优性条件 理解

5.2 二次规划 掌握

5.3 序列二次规划方法 掌握

5.4 惩罚函数法与障碍函数法 了解

5.5 增广拉格朗日函数法 理解

第六章：多目标优化

期末：小组汇报

6.1 多目标规划的基本概念 理解

6.2 线性加权和法 了解

6.3 平方加权和法 了解

6.4 极小极大法 掌握

6.5 分层序列法 理解

赛题汇报、代码复现、论文编写 掌握

复习
归纳总结本书重难点，答疑解惑 掌握

讲解课后习题及评分标准 掌握

7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结合课程的知识点设计合适的案例，将其有机融入相关知识点的教学中，通

过课堂展示、案例讲解和课后调研等方式，在进行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同时，

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做到

“润物细无声”的课程思政教学。在传授专业知识时，注重启发性和严谨性

的统一，让同学们直接感受到科学理论的客观性；通过介绍著名科学家与相关知

识点之间的关系，让同学们体会世界一流科学家的理想信念、科学精神和人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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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了解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理解什么是科学

创新，什么是正确的科学态度，培养同学们的科学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具体内

容如下：

（1）加强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和提高学生认真、积极学习的意识。

（2）讲解最优化理论和算法的国内外最新进展，重点介绍我国学者在这一

领域的优秀成就，培养学生树立信心，增强自信，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

（3）讲解最优化理论与算法发展历程时，重点讲解我国学者在最优化领域

的原创贡献和代表人物，教育学生在很多科学研究领域，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走

在了世界的前沿。

（4）通过具体的规划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让学生体会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是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最高境界，做新时

代的有为青年。

8 课程实施

8.1.第一章概论（2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要求学生了解最优化方法的发展历史、研究内容，理解最

优化方法的定义、基本特点和建模求解过程，掌握最优化问题分类。

教学内容：第 1次课：最优化问题无处不在、发展历史、学习要求

第 2次课：以案例引入最优化问题，进而导入决策变量、决策向量、目标函

数、约束条件、可行域、全局最优解、严格局部最优解等基本定义；梳理几类重

要的最优化问题。

教学重点：决策变量、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可行域、全局最优解、几类重

要的最优化问题、python中求解最优化问题的函数

教学难点：严格局部最优解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 PPT课件，辅以必要的板书、

简短的课堂提问和讨论，每周安排一次答疑。

作业安排：

（1）知识讲解：选择书本中一个最优化模型，讲解求解过程和思路，以视

频形式上传

（2）课后习题：第 9页习题第 1、5（1）（3）

8.2.第二章 Python 编程方法（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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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与要求：要求学生掌握 python 开发环境安装，熟悉 python 语法，

掌握 python中几个重要库。

教学内容：

第 1次课：Python安装流程、Python语法、NumPy 基础；

第 2次课：Pandas基础、Python 绘图。

教学重点：Python语法、NumPy 基础、Pandas基础

教学难点：Python中几个重要库：NumPy、Pandas、Matplotlib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 jupyternotebook代码为主，

辅以必要的板书、简短的课堂提问和讨论，每周安排一次答疑。

作业安排：

（1）提交一份 Anaconda+Pycharm安装流程

（2）使用 jupyter notebook编写函数� � = �3

3�+1
图像

8.3.第三章线性规划（6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要求学生理解并掌握线性规划的建模方法，掌握线性规划

的图解法，理解单纯形法的基本思想并掌握线性规划的标准形和单纯形法方法、

两阶段法，理解大M法、单纯形法防止循环的方法（即退化的处理方法）和单纯

形法基本定理，理解修正单纯形法和单纯形法的几何理论，了解相关软件的使用

方法并能使用其中一种求解线性规划问题。

教学内容：

第 1次课：以案例引入线性规划一般形式、标准形式、矩阵形式，以两个决

策变量的线性规划为例直观介绍几何意义、凸集与多面凸集、基本解与基本可行

解、线性规划的基本定理；

第 2次课：单纯形方法的基本思想、单纯形法方法计算步骤、修正单纯形方

法、求解线性规划的单纯形表格；

第 3次课：初始基本可行解的寻找-两阶段方法、大M法的基本定理、计算

过程及其与两阶段法的关系、对偶问题的定义；

第 4次课：对偶定理、对偶单纯形方法、利用 Python求解器求解线性规划、

循环举例；

第 5次课：几种克服循环的方法、线性规划的计算复杂性与多项式算法。

第 6次课：讲解习题、总结本章知识点、归纳易错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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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1）线性规划的建模方法、图解法、单纯形法的基本原理和单纯形表方法；

（2）两阶段法与大M法的基本原理、计算过程及其相互关系；

（3）凸集、极点与基本可行解、方向、极方向与基本可行方向

教学难点：

（1）对偶问题

（2）利用 Python求解器求解线性规划

（3）退化与循环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 PPT课件，辅以必要的板书、

简短的课堂提问和讨论，每周安排一次答疑。

作业安排：

（1）讲解一个算法：定义、计算步骤、计算流程，以视频形式上传

（2）课后习题

（3）编写 Python代码求解应用题

8.4.第四章无约束优化（6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本章讨论无约束非线性规划问题的解法，包括一维搜索、

基本下降算法、共轭梯度法、变尺度法、直接搜索法等。要求学生理解定义和定

理，掌握各算法基本思想和方法。

教学内容：

第 1次课：讲授数学概念（一阶必要条件、一阶充要条件、二阶充分条件、

二阶必要条件）和无约束优化问题迭代算法、一维搜索算法基本思路和计算方法；

第 2次课：介绍平分法、0.618 法、牛顿法、抛物线法、非精确一维搜索算

法；

第 3次课：介绍多元函数的下降算法（最速下降法、多元函数的牛顿法、阻

尼牛顿法）；

第 4次课：介绍拟牛顿法（DFP算法、BFGS算法）和共轭方向法（定义、

性质和共轭梯度法）；

第 5次课：介绍直接搜索法（坐标轮换法、Powell方向加速法、Hooke-Jeeves

方法）；

第 6次课：讲解习题、总结本章知识点、归纳易错知识点。

教学重点：各算法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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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代码实现算法。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 PPT课件和代码，辅以必要

的板书、简短的课堂提问和讨论，每周安排一次答疑。

作业安排：

（1）讲解一个知识点：定义、定理、类别，以视频形式上传

（2）课后习题

（3）编写 Python代码求解应用题

8.5.期中：PBL（2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设置专题研究环节，要求学生了解算法在实际问题中的大

量应用，理解算法的设计原理，掌握相应的数学分析方法，培养学生逐步灵活运

用所学内容和相应软件对各种复杂的线性问题进行分析、建模、算法设计和求解

能力。

教学内容：讲解国赛优秀论文，梳理论文结构和思路框架。

教学重点：论文结构、思路框架；

教学难点：复现代码和论文；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论文，辅以必要的板书、简

短的课堂提问和讨论。

作业安排：

（1）讲解论文思路，以视频形式上传；

（2）复现代码；

8.6.第五章约束最优化方法（5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要求学生了解约束优化方法的基本概念，理解基本性质和

基本定理，掌握常用算法及其建模方法。

教学内容：

第 1次课：非线性规划的一阶最优性条件；

第 2次课：二次规划问题的一般形式、等式约束二次规划、一般二次规划问

题的起作用指标集方法；

第 3次课：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牛顿法、SQP算法

第 4次课：约束优化问题转化为一系列无约束优化问题：惩罚函数法和障碍

函数法；

第 5次课：等式约束优化问题的增广拉格朗日函数法、非线性规划的增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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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朗日函数法；

教学重点：二次罚函数方法、序列二次规划方法；

教学难点：惩罚函数法与障碍函数法、增广拉格朗日函数法；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 PPT课件，辅以必要的板书、

简短的课堂提问和讨论，每周安排一次答疑。

作业安排：

（1）讲解一个知识点：定义、定理、类别，以视频形式上传

（2）课后习题

（3）编写 Python代码求解应用题

8.7.第六章多目标规划（4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要求学生理解多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和 Pareto最优解的基

本概念，掌握多目标规划的基本性质和计算一个有效点的方法，掌握目多目标规

划的建模方法与求解方法。

教学内容：

第 1次课：多目标规划问题、多目标规划的解、多目标规划的最优性条件；

第 2次课：线性加权和法和平方加权和法；

第 3次课：经典的极小极大法、基于极小极大思想的多目标规划牛津法；

第 4次课：分层序列法；

教学重点：目标规划的建模方法与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利用 Python求解器求解多目标规划；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 PPT课件，辅以必要的板书、

简短的课堂提问和讨论，每周安排一次答疑。

作业安排：

（1）讲解一个知识点：定义、定理、类别，以视频形式上传

（2）课后习题

（3）编写 Python代码求解应用题

8.8.课堂测验（2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测试，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吸收能力。

教学内容：考查学生对前四个章节知识点和计算方法的理解能力。

教学重点：复习相关知识点；

教学难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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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思维导图和 PPT课件，辅以

必要的板书、简短的课堂提问和讨论。

作业安排：

（1）出一套试卷，并附上答案和评分标准

8.9.复习（2 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要求学生掌握复习内容，对本门课程知识点进行查缺补漏。

教学内容：考查学生对后三个章节知识点和计算方法的理解能力。

教学重点：复习相关知识点；

教学难点：无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 PPT课件，辅以必要的板书、

简短的课堂提问和讨论。

作业安排：

（1）讲解一个知识点：定义、定理、类别，以视频形式上传；

（2）编写思维导图；

9 课程考核

9.1.出勤（迟到、早退等）、课堂讨论、作业、报告等要求

（1）出勤考核：学生需要按时出席课程，特殊情况以请假条为准，累计 3

次无请假条缺勤，出勤分值设为 0。月累计迟到（晚于开课时间超过 5分钟）、早

退（早于结课时间 10分钟）总次数超过 3次，出勤分值扣除 30分。

（2）作业考核：学生需按时提交作业，按时交作业并独立完成一题得 60分，

抄袭作业一律按 60分处理；

（3）阶段性考核：一共有 3 次考核，分别以课堂小测试、案例讲解、文献

综述等形式进行考核。学生自选章节，讲解知识点和案例，以视频形式提交作业；

学生自选章节，查找论文了解算法前沿和应用领域；第 30 学时，组织学生进行

课程小测试。

（4）学中考核：以小组形式进行 PBL项目式学习，4-5人为一组分工合作，

一人负责撰写文稿、一人负责编写 PPT、两人负责代码实现。

9.2.成绩的构成与评分规则说明

最优化方法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40%）+课程

考试（60%）。

过程性考核包括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出勤情况和学中测评，加权求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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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以 40%作为过程性考核部分的分值。

考核类别 考核指标 解释 分值 占比

过程性考核

作业测评 6次作业得分算术平均值； 100分 12%

阶段性测试 3次测试得分算术平均值 100分 8%

出勤情况
若干次课时得分算术平均值，特殊情况按照 9.1要求

执行
100分 8%

学中测评 PBL项目式，以小组形式分工完成某个项目 100分 12%

结果性考核 卷面成绩
1.填空题 6题*2分=12分 2.判断题 9题*2分=18分
3.计算题 4题*9分=36分 4.综合题 3题共 34分 100分 60%

9.3.考试形式及说明

闭卷考试

10 课程资源

10.1.教材与参考书

（1）《最优化理论与算法》陈宝林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最优化理论与方法》袁亚湘，孙文瑜，科学出版社，2007

（3）《非线性优化计算方法》，袁亚湘，科学出版社，2008

（4）《Numerical Optimization》Jorge Nocedal，Stephen Wright 著. 数值最优

化（第 2 版 英文影印版），科学出版社，2019.

（5）《Convex Optimization》Stephen Boyd，Lieven Vandenberghe 著。王书

宁，许鋆，黄晓霖译.Convex Optimization（凸优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3.

（6）《最优化：建模、算法与理论》刘浩洋，户将，李勇锋，文再文，高等

教育出版社，2020.

（7）《运筹优化常用模型、算法及案例实战》刘兴禄主编 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22
（8）《最优化模型与算法-基于 Python 实现》渐令、梁锡军编著 中国工信

出版集团，2022

（9）《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数学优化》，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2020.

10.2.网络课程资源

（1）四川大学精品课程

https://www.icourse163.org/spoc/course/SCU-1206412801
（2）中国矿业大学精品课程

https://www.icourse163.org/spoc/course/CUMT-1206556809

https://www.icourse163.org/spoc/course/SCU-1206412801
https://www.icourse163.org/spoc/course/CUMT-120655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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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旦大学 吴立德 数值优化

数值优化 复旦大学吴立德教授 哔哩哔哩_bilibili

（4）中科大 凌青 凸优化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M411T7S7/?spm_id_from
=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5）台湾交通大学 孙小玲 整数规划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g4y1j7xy/?spm_id_from
=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6）台湾交通大学 方述诚 非线性规划

【公开课】 非线性规划 方述诚【全】 哔哩哔哩_bilibili

（7）台湾交通大学 方述诚 线性规划

【公开课】线性规划 方述诚 哔哩哔哩_bilibili

10.3.课外阅读资源

（1）王燕军、梁治安，最优化基础理论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姚恩瑜、何勇、陈仕平，数学规划与组合优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李占利，最优化理论与方法，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2。

（4）解可新，最优化方法，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5）蒋金山，最优化计算方法与实现，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

（6）谈之奕等，组合优化与博弈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7）龚纯、王正林，精通MATLAB 最优化计算（第 3 版）：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4年。

（8）李士勇，智能优化算法及其应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

（9）《运筹学》教材编写组主编，运筹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何坚勇，最优化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孙文瑜，徐成贤，朱德通，最优化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12）《运筹学》教材编写组编．运筹学（修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0．

（13）程理民、吴江、张玉林编．运筹学模型与方法教程．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0．

（14）刘满凤、傅波、聂高辉编著．运筹学模型与方法教程例题分析与题解．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028961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M411T7S7/?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M411T7S7/?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g4y1j7xy/?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g4y1j7xy/?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T4y1G7ts/?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5411r7TK/?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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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1 课堂规范

11.1.课堂纪律

课堂通常具有一些纪律要求，以确保学生的学术表现和学习体验得以维持和

提高。

（1）出勤要求：学生需要按时出席课程，出勤记录对课程成绩产生直接影

响。因此，学生应遵守课程的出勤政策。

（2）作业和项目：课程通常会分配作业和项目，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这些作业和项目对于学习和理解课程内容非常重要，因此学生应按时提交，

并在需要时寻求帮助。

（3）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最优化方法课程会进行期中考试（PBL）和期末

考试（笔试），以评估学生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学生需要遵守考试时间和规则。

（4）学生必须遵守学术诚信原则，不得抄袭或作弊。违反学术诚信政策可

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包括不及格或学术处分。

（5）期限和提交要求：学生需要遵守作业、项目和考试的截止日期，并确

保按照规定的方式提交作业和考试答案。

（6）教室行为：学生应在课堂内保持秩序，遵守教室行为准则，并尊重老

师和同学。

11.2.课堂礼仪

（1）准时出席：学生应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准时到达教室。迟到可能会打断

教学流程，影响其他学生的学习。

（2）关闭手机和其他干扰设备：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可能会

分散注意力，因此在课堂上应将它们关闭或静音。

（3）禁止课中吃东西：美食散发的香味和嘈杂的声音会影响老师和同学，

请去走廊吃完再进来。

（4）尊重教授和同学：学生应尊重教授和同学，不要干扰教学过程，不要

打扰其他人，不要在课堂上大声讲话或聊天。

（5）积极参与：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提问问题，回答问题，分享观点。这

可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并促进交流和学习。

（6）笔记和注意力：认真做笔记，记录重要概念和信息。保持专注，不要

在课堂上做与课程无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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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尊重课程规定：遵守课程规定，如出勤要求、作业截止日期和考试安

排。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或延期，应提前与教授沟通。

（8）提前准备：提前阅读相关教材或课程材料，以便在课堂上更好地理解

和跟上教学内容。

（9）尊重多样性：在与同学和教授互动时要尊重他们的不同观点和背景。

避免歧视、侮辱或攻击性言论。

（10）教室整洁：保持教室整洁，不要留下垃圾或毁坏教室设施。

（11）安静离开：当课堂结束时，安静地收拾书包，不要打扰其他学生，尤

其是正在听讲的学生。

12 总结

本课程实施大纲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最优化方法学习方案，通过

课堂讲解、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课后作业等多种方式，使学生掌握最优化方法

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算法，并能够运用最优化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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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季云云 学院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

课程名称 最优化方法 学时 32

课程类别 工科

教材分析

最优化方法是一门介绍如何寻找最优解决方案的学科，广泛应用于工程设计、金融投资、生产管

理等众多领域。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最优化方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算法，学会如何利用最优化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

在此之前，学生们已经学习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Python 程序设计等课程，这为过度到本课题

的学习起到了铺垫的作用。作为人工智能专业必修基础课，本课题的理论、知识是学好以后课题的基

础，它在整个教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是《最优化方法》第二章第一节的内容，本章节是万丈高楼的“地基”，

为后续课程的开展起着决定作用。

教学内容

本节课程以“用料配比问题”作为案例导入，讲解线性规划问题。首先基于问题分析，建立线性

规划的数学模型，并以此分析其特点。进而，按照“发现问题-建立模型-找到算法”的工作步骤，重点

学习图解法，重点讲解标准化。本节课目标是让学生掌握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培养学生具备运用图

解法求解线性规划的基本能力。通过案列与思路讲解培养学生求解复杂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章节内

容如下：

第 2章 线性规划/11
2.1 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11
2.1.1引 例/11
2.1.2线性规划的标准形式/12
2.1.3线性规划的矩阵形式/14
2.1.4线性规划的几何意义/14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1. 通过对图解法的讲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

2. 通过课程实践项目，培养学生的学以致用的科研实践能力

知识目标
1. 能准确描述线性规划的定义与特点

2. 能够掌握理解图解法的基本思想与算法框架

能力目标
1. 能够根据实际问题，建立数学建模

2. 能够运用图解法求解线性规划问题

思政目标

1. 培养学生看待问题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思维方式。

2. 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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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教育内容

1. 唯物辩证法-“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与发展”：在学习线性规划问题时，学生需要理解问

题的共性特征，掌握基本的建模方法和求解技巧；同时也需要关注问题的个性特征，

灵活运用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探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与发展，引导学生认

识到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既要把握问题的普遍规律，又要关注问题的具体情境，以全

面、深入的思考解决问题。

2. 科学精神-“智慧与创新”：线性规划领域的先驱之一 Dantzig在面对困难时的机智和

创新精神，激励学生勇于思考、积极创新。

学情分析

知识基础

课程涵盖大量数学理论与推导、计算内容。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数学分析与计算能力，

包括向量、矩阵、范数等线性代数基础知识。但是，学生数学素养有待提高。因此，介

绍新知识前都会将用到的旧知识回顾一下。

技能基础

考虑到课程更多是面向最优化理论与模型的应用型学习者，而非优化算法的理论研究者

和设计者，因此，学生在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和 Python编程能力的基础上，需学习相应

的求解器和提升抽象问题数学化的能力。但是，学生 Python编码能力较弱。因此，在开

始介绍线性规划问题前，优先介绍 Python语法。

实践能力
作为补充，使用现有的较为成熟的优化求解器进行线性规划问题求解的操作方法。但是，

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薄弱。因此，增加实践次数，循环滚动，加深印象。

学习特点 学生习惯了被动学习，需以学为主开展自主学习。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线性规划的标准形式、几何意义、标准形式转化方法

解决策略
以动态数学软件为辅助，直观讲解线性规划几何意义；举三反一的方法讲解线性规划标

准形式转化方法。

教学难点 线性规划基本思想

解决策略

在教学思路上，遵循“提出问题、建立模型、找到算法”思路，以“用料配比问题”

这一实例贯穿始终，形成逻辑闭环。各教学环节间，通过不断抛出衔接性的启发问题，

推动教学环节进行。

在课程环节组织上，按照“导入-目标-前测-参与-后测-总结”的 BOPPPS教学结构进行。

教学举措

启发式讲解、案列教学、参与式学习、归纳策略、训练与练习策略

教学方法

教法

1. 讲授法：通过教师的讲解，介绍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定理；

2. 启发式教学法：通过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过程，引导学生掌握线性规划的图形解法；

3. 讨论法：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共同解决线性规划相关问题，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

学法

1. 费曼学习法：以教促学，将知识点以视频形式讲解出来

2. 因材施教：课后习题按照基础、挑战、拓展等难度进行划分，学生根据个人情况自行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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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过程

授课内容
2.1线性规划的基本

概念
授课时 1 标准学时

课前阶段

环节 具体内容

任务发布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发布本章节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 预习

学习诊断

问题 内容

共性问题

1. 概念理解困难：线性规划涉及到一些抽象的数学概念，学生可

能会在理解这些概念上遇到困难。可以通过课堂讨论、示例问

题和实际案例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

2. 模型建立难度：将实际问题转化为线性规划模型需要一定的建

模技能。学生可能会在建模过程中遇到问题，例如选择变量、

设置约束条件和确定目标函数。可以通过提供不同难度级别的

建模练习来帮助学生提高建模技能

个性问题

1. 缺乏兴趣和动力：有些学生可能认为线性规划是抽象和无趣的

学习内容，因此缺乏动力。可以通过展示线性规划在不同领域

的实际应用，激发兴趣，以此提供有趣的示例来提高学生的学

习动力。

2. 数学基础不足：一些学生可能在线性代数和数学建模等方面的

基础知识不足，这会影响他们对线性规划的理解和应用。可以

通过考察学生的数学预备知识来诊断这个问题，并为他们提供

额外的基础知识回顾材料。

课中阶段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

（5min）

案例导入

1. 引入“用料配比问题”梳理数学建模思路，构建数学

公式。

2. 引入“运输问题”梳理数学建模思路，构建数学公式

通过举二

反一方法

梳理线性

规划特

点，以启

发式讲解

线性规划

定义和标

准形式

学生根

据问题

条件建

立数学

模型

通过问题引

导学生思

考，主动分

析建模、求

解时参数的

问题，培养

学生严谨求

实的科学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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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2min）

介绍本节课教学目标，包括教学重难点。

以层层递

进的方式

讲解教学

目标

听讲、观

看课件

以目标为导

向，让学生

有一个预先

的浅意识与

导向，更有

利于学生科

学思维方法

的养成。

知识讲解

（10min）

线性规划标准形式

线性规划标准形式转化方法

1. 目标函数转化：求极大值转为求极小值

2. 无约束的决策变量转化：所有的决策变量必须大于等

于 0
3. 约束方程转化：约束方程转为等式，针对小于等于的

不等式，等式左边比右边小，左侧加上松弛变量与右

侧相等；针对大于等于的不等式，等式左边比右边小，

左侧加上一个剩余变量与右侧相等；

4. 非正变量转化

线性规划标准形式转化顺序说明：

1. 先处理变量没有约束的问题

2. 处理约束方程

3. 约束方程等式右侧常数必须大于 0
4. 新变量加入到目标函数

1.总结标

准形式特

点

2.提出疑

问：为什

么要化成

标准形

式，用它

自身形式

不能够求

解？

小组讨

论

通过与案例

引入例题的

模型对比，

更直观的讲

述线性规划

的特点

知识讲解

（10min）

标准形式的矩阵形式

讲授和板

书

听讲，观

看课件

以标准化形

式推导矩阵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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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法步骤（图解法只能用于求解二维问题）

 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画出约束条件，找出可行域

 图示目标函数一根基线，按目标要求平行移动与可

行域相切，切点即为最优解。 使用动态

数学工具

讲解图解

法

听讲，观

看

直观感受图

解法

小测

（10min）

案例分析：

组织学生

参与小组

讨论

学生分

组求解

问题，展

开讨论

并反馈

答案与

讨论结

果

1.运用实例

具体讲解线

性规划一般

形式、标准

形式，让学

生更好理解

基本概念

2.添加学生小

组讨论环节，

让学生参与

到求解过程

中，提升学生

积极性，培养

学生团队协

作能力；

考研真题：

发布试题

通过雨

课堂发

送答案

帮助学生进

一步复习图

解法

小结

（3min）

1. 按照“提出问题-建立模型-算法求解”的思路，引导

学生归纳总结本节课内容，建立算法框架。

2. 梳理知识点思维导图

3. 布置课后习题，推荐阅读文献，拓展实践与预习任务。

1.使用归

纳策略梳

理算法框

架和知识

思维导图

2.发布课

后习题

3.发布预

习内容

1.听讲，

观看课

件，与教

师一起

完成求

解过程

2.学生

分组讨

论

3.以教

促学，讲

解教学

重点

及时复习，

强化对线性

规划基本概

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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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阶段

基础
1. 教材课后习题54页4(1)、6(1)
2. 知识讲解：选择书本中一个最优化模型，讲解求解过程和思路，以视频形式上传

挑战
1. 使用python编程求解书本53页第1题
2. 使用xmind编辑本节知识思维导图

拓展

1. 题库：《最优化方法第二章线性规划学习指导书》

2. 阅读：《实用最优化方法：第一章引论》唐焕文、秦学志

3. 论文：《基于线性规划模型钢材下料问题最优切割方案研究》

预习 1. 2.2 线性规划基本思想原理

教学反思

本节课程教学目标贴合课程内容和学情，我们发现将理论概念与直观示例相结合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概念。此外，我们注意到学生在理解标准形式和几何意义方面

可能会遇到困难，因此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实例和图形来帮助他们建立直观的理解。此外，思政元素的

融入做到润物细无声。

教学资源

主要参考书：

(1)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陈宝林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袁亚湘，孙文瑜，科学出版社，2007
(3) 《Convex Optimization》Stephen Boyd，Lieven Vandenberghe著。王书宁,许鋆,黄晓霖译.Convex
Optimization(凸优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4) 《最优化：建模、算法与理论》刘浩洋，户将，李勇锋，文再文,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网络资源:
(1) MOOC资源：大连理工大学《优化方法》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UT-1460813162?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2) 台湾交通大学 方述诚 线性规划

【公开课】线性规划 方述诚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5411r7TK/?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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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张妍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95.07

职称 讲师 职务 专任教师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群众 学位 硕士

院部 艺术设计学院
高校

教龄
3年

邮箱 985402501@qq.com 手机 13855361122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设计原理

参赛

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

年级
大一本科生

学科

门类
艺术学

参与课程企业

名称（产教融

合组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教

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

科生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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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
2022.02.25
-2022.05.20 32学时 21数媒 1班 25

2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
2023.09.12
-2023.11.1 32学时

23环设 1班
23环设 2班 60

3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
2024.02.26
-2024.05.10 32学时 全年级全专业 49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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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理》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摘要】高校艺术概论课程面临着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教学改革的新局

面。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发挥艺术课程专业课的育人功能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设计原理课程的教学定位、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融入措

施和方法，通过教学设计加强教研改革，提升育人效果，加强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

一、课程介绍

《设计原理》课程是针对环境设计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课

程秉承学校“坚持以服务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办学理念，结合学校高

度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办学特色。本课程以培养学生设计思维、创新能力、

人文素养和可视化表达能力为目标，围绕“寻脉中华文化、传承设计经典”的主

线，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挖掘和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创新精神，增强学生文化自

信，引导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过程中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时

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

开设此课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设计的性质和发展过程进行宏观的说明，让

学生们认识到设计的作用和意义，使他们能够用设计的思想来观察自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二是贯彻“知”与“行”统一的理念，把“生活中的设计”这一

理念落到实处，把基本设计的基本知识和设计方法与现实社会的实际联系起来，

培养出既有艺术又有科学价值的专业人才。通过这门课程，学生能构建起一套设

计学的基本知识体系，掌握了设计的原则与方法，并能在实际中开展创新的设计

工作，以此来培养学生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设计原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课程思政是指在高校课程教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教育全过程，

并将思政教育融入到各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2021年教

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强调，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

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主渠道，要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充分发挥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效应。可见，随着新时代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入，课

程思政教育已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艺术设计专业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其课程思政不仅有助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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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还能促进学生艺术素养的提升和全面发展。课

程思政建设背景下，本课程教学不再是仅仅针对设计基础进行讲解，而是让学生

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艺术设计作品进行鉴赏，认识设计的发展规律以及设

计的基本知识，从而提升学生对于设计的审美能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

的创造力以及对于设计的掌握能力，最终提升学生的设计综合素养。

同时，相对于高校其他课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设计原理课程中都蕴

含着独特的思政教育价值。设计原理教学不再是仅仅针对艺术知识进行讲解，而

是让学生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艺术设计作品进行鉴赏，认识设计的发展规

律以及设计的基本知识，全面提升学生的美学与人文素质，引导学生自觉继承与

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立足于时代，扎根于人民，扎根于生活，形成一种正确的艺

术观念与创作观念。

三、《设计原理》课程思政中的“痛点”问题

随着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不断深化，课程思政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

一个关键领域。在设计原理课程中，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魂育人，培养时代新人。需要对当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1. 学生重技能轻理论，学习积极性不高

设计原理课程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课程主要针对艺术设计的理论知识

和优秀案例进行介绍和教学，在动手实践方面较为缺乏，导致课堂教学当中缺少

课堂的活力，同时学生在学习效率方面也很难提高。

艺术专业的学生普遍重视技能，而轻视理论学习。首先，艺术专业的学生一

般形象思维较强，而抽象思维较弱，对于理论性比较强的 课程缺乏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其次，理论不能像技能那样可以立竿见影地看到实效，所以学生便

产生“理论无用论”的错误观念。

然而，忽略设计基本原理、艺术鉴赏知识储备。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以及艺

术素养，在接受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尤其对于大一新生而言，学生的理论基础

较差，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较为吃力。在此背景之下，本课程在正常理论教

学当中就已经困难重重，思政教育融入其中就更加举步维艰。

2. 学生具体情况不同，学习进度不统一

在本课程的实际课堂教学当中，对于不同艺术基础的学生对于艺术设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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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以及艺术素养的提升方面呈现出了参差不同的状态，不同的艺术基础的学

生对于接受课程理论知识的速度、效率也有所不同。学生自身的教育背景、学习

态度等差异也同时体现在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理解上。学生的具体学习能力以及

学习效率是影响本课程教学的重要因素，也由于学生具体情况的不同，课程的设

计理论教学在传统教学方法之下无法有效地进行，更何况加入思政教育内容。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现今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提升效率的重要手段，解决学生的学习

问题，通过教学来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和艺术素养是教师在进行教学准 备时需

要考虑的重点问题之一。

3、对思政元素的理解泛化、融入方式生硬

目前一些艺术类高校在教学实践中存在问题。部分教师对思政教育的理解较

为肤浅，他们通常关注于国内外政治形势、法律法规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等表面内

容，未能深入挖掘其深层精神含义。这样，他们无法将思政内容自然融入到课堂

教学之中。在设计学的理论教学中，可以巧妙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结合起

来。例如，在说明艺术设计的社会角色时，必须明确其重要性。设计在日常生活

中随处可见，在环境设计、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建筑设计、平面设计等各个领

域，都有着各自的经典代表作品，可以选择其中的几个题材进行分析和鉴赏，让

学生在掌握了艺术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了解设计审美的发展，设计审美形态及形

式法则，并能鉴赏设计案例及作品，能更好地把握设计的审美与文化的趋势。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表现为思政教育融入的方式往往显得生硬而效果不佳。

虽然艺术概论的教学内容相对固定，但教学方法却可以创新。通过提高教学方法

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学生可以更好地参与课程学习，同时也为思政教育的融入提

供了机会和平台。这种创新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帮助他们更深入地

理解和吸收思政教育的核心要义，实现教学相长、以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四、设计原理课程思政“痛点”的具体改革措施

1、创新教学方法，开展“一体两翼”教学模式

根据课程特点，结合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要求，结合思政教育的基本理论

与方法，将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结合，形成“一体两翼”式课程思政教育模

式。“一体”即以“课程思政”为主体；“两翼”即“互联网+”为两翼。具体实

施中，从知识、能力和素质三方面入手，采用三步走的策略，形成一个完整的课

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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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指教师要将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效结合，实现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值得注意的是，设计原理课程因其高度抽象性、逻辑性复杂性以及广

泛的应用性，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

必须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教学，如视频动画演示、设计实例的直观展示、

艺术展览实地参观等即时反馈机制的建立。只有这样，学生才能通过直观的方法

理解那些深奥的概念和理论，进而更好地把握课程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

在设计原理课程中，课程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知识的讲解与讲

解；第二部分是知识技能的训练与训练；第三部分是思想素养的提升与提升。课

程教学中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和讲解：例如在“设计原理”部分，以中国著

名平面设计师陈绍华的作品为例，阐述了平面构成的视觉元素、八大形式和平面

作品的设计过程。让学生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

2、结合设计实践，多样化教学手段打造沉浸式课堂

具体表现在教学中，首先进行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设计。在“设计原理”

课程中，主要以理论学习和案例阐释的方式，运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

合的方法，将艺术美学、设计思维与实际案例相结合，增进对设计原理科学性系

统性的把握，提高学习和运用的自觉性。课程内容与中国代表性设计元素，如非

遗传承、传统纹样、地域特色文化等有机融合，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

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设计理念和文化价值，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同时强调案例素材本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其次开展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了以

“课程思政”为主体、“互联网+”为两翼的课程思政教育模式。以“课程思政”

为主体的教师要做好课堂教学设计和内容安排，在课前制定好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与计划及考核评价方案；课中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课后利用互联网资源引导

学生进行思政学习。以“互联网+”为两翼指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网络工

具开展教学活动。在课堂上，通过利用虚拟仿真技术等网络教学工具开展互动学

习；在课后，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工具进行思政教育。

同时，为了提升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小组讨论、主题演讲

以及角色扮演等互动式活动。这样的活动鼓励学生们在相互交流中探讨课程思政

的相关议题，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此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教

学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网络教学平台、虚拟现实情境教学工具、数字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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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多媒体教学软件等，都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享受科技带

来便利的同时，更好地吸收和理解知识。

3、建设多维度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和思政案例库

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构建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评

价标准。首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将“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实现“专业教育”与“德育教育”相统一。以

学生为中心，从课程知识、学科思维、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四个维度来对学生进

行评价。

其次，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通过不断丰富教学资源

库的内容和形式，引导教师和学生对课程思政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优化整合。同

时利用多种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开展教学活动，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课堂教学

中。

最后，通过在课堂上采用案例式、问题式、辩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主动思考、大胆质疑、善于辩论。在理论讲授时采用案例式、情景式等方法，

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和感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践中采用翻转课堂等教学

方法，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思政资源案例库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是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活动中的重

要载体。目前，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思政资源。这些资源主要包

括：国家政策、行业发展、优秀案例、传统文化、前沿科技等。我们会将这些资

源有机地融入到专业知识的讲解中，使课程思政元素更加具体、直观，并让学生

能够理解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进而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在

讲解“设计与材料发展”等课程中，我们会将近年来我国在材料与设计领域的重

大成果引入到课程教学中，向学生展示我国在科技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让学

生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制造”的优势和未来发展趋势。再如：在讲解“现代设

计史”课程时，我们会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引入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感受

到设计发展历程中的优秀成果。这些资源不仅能够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还能

够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支撑。我们还将通过开展实践活动等方

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其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中。

五、结语

设计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将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有效结合，构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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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翼”式课程思政教育模式，即以“课程思政”为主体、“互联网+”为两翼，为

学生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思政教育体系。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挖掘和梳理教学

内容中的思政元素，使每一个知识点都能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将互联网与教学

相结合，形成“一体两翼”式课程思政教育模式，打造了课前、课中、课后一体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设计原理课程的实践和探索，在理论知

识与实践教学环节中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创新精神，通过网络

平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学生

对课程内容的接受度较高，对知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增长了

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了个人素质与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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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

3

4

5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 2022年，指导学生（单人）获得第三届“铸剑杯”文化创意大赛获全国决

赛三等奖

2. 2022年，指导学生（团体）获得第三届“铸剑杯”文化创意大赛获安徽省

决赛三等奖

3. 2023年，指导学生（团体）获得安徽省大学生环境设计大赛，公共艺术创

作类，一等奖

4. 2023年，指导学生（团体）获得安徽省大学生环境设计大赛，室内空间设

计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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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理”教学大纲（2024 版）

一、课程名称

设计原理 （0900005）
Design Principle

二、学分学时

2学分 / 32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1．主体教材

《艺术设计概论》，李砚祖，2009年 3月第 1版，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 3月

四、课程属性

专业基础课

必修

五、教学对象

环境艺术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艺术设计学院

七、先修课程

设计素描、设计色彩、平面基础软件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本课程为高等教育设计艺术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设计或设计

艺术是当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设计艺术学是一门兼具前沿性交叉性的边缘

学科，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关内容。本节课从设计艺术学科

概念的确立研究对象与范围以及设计艺术的历史研究。旨在让学生对设计原理和

艺术设计专业的理论知识中重要的概念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意识到艺术设计类学

科不仅重视基本功训练和专业基础教学，还注重理论修养 的提高和设计思维的

创新。基础与专业创新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各个关节点有清晰的认识与

理解，从而为艺术设计创作与相关理论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通过课程教学，让学生了解关于艺术设计艺术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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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性质等，同时要熟知人类设计艺术活动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设计艺术学从

无到有，从依附其他学科走向独立发展的历程。以此帮助同学深入理解造物与设

计的关系，设计作品与设计的联系、以及设计是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支撑

本专业毕业要求 1、2、3、4、5）

教学目标 2：

通过课程教学，让学生了解设计与艺术的关系，设计与科学的关系，设计与

文明的关系，重点学习从工艺美术到设计，从传统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各个领

域的优秀设计作品，熟知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演变及应用等这类知识点。（支撑

本专业毕业要求 1、2、3、4）

教学目标 3：

通过课程教学，让学生可以有效地掌握设计的思维方式，培养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正确认识可持续设计、多感官设计等当代设计理论，了解设计思

维的价值取向。（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6、8、10、12）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一章 设计概论

1. 教学内容

设计或艺术设计是当今使用最广泛的词汇之一。对于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

而言，设计是无处不在、无所不需的，可以说一切都需要设计。从小的物件到大

的公共空间，从物质环境到非物质环境，从硬件到软件，从造物的功能到产品的

样式和符号，从使用方式到生活方式，都需要设计，离不开设计。随着人类文明

的进步、文化的增长，设计已成为我们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是文化和文明

的产物，又创造着新文化和新文明。

2. 知识要点

2.1艺术设计的概念

2.2艺术设计的定义

2.3艺术设计的范畴

3. 重点难点

3.1设计的起源

3.2设计的意义

3.3设计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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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了解设计的概念和本质。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浏览优秀网

站，学习优秀案例成果。

第二章 艺术设计的历史

1. 教学内容

艺术设计的历史是一部科学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在手

工业时代，人们的设计与造物 因手工生产方式而具有与大工业时代不同的艺术

和设计特征，因此，设计的历史就必然地包括了两方面：一是自原始社会以来至

18世纪工业革命前的产品和设计，即过去所谓的工艺美术类产品，如陶瓷、染织、

青铜器、 玉器、家具等等；二是工业革命以来所设计的产品或设计品类，其中

包括书籍、包装、广告等的平面设计、室 内外的环境艺术设计、现代工业产品

设计、服装染织品设计等。无论是手工业时代的产品还是大工业时代的产 品，

它们都是设计的产物。

2. 知识要点

2.1中国古代的艺术设计

2.2中国现代的艺术设计

3. 重点难点

3.1陶瓷艺术设计史

3.2青铜器艺术设计史

3.3玉器艺术设计史

3.4 中国现代的设计发展

4. 基本要求

了解并掌握中国的艺术设计发展简史。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浏览优秀网

站，学习优秀案例成果。

第三章 艺术设计的历史

1. 教学内容

艺术设计的历史是一部科学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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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人们的设计与造物 因手工生产方式而具有与大工业时代不同的艺术

和设计特征，因此，设计的历史就必然地包括了两方面：一是自原始社会以来至

18世纪工业革命前的产品和设计，即过去所谓的工艺美术类产品，如陶瓷、染织、

青铜器、玉器、家具等等；二是工业革命以来所设计的产品或设计品类，其中包

括书籍、包装、广告等的平面设计、室内外的环境艺术设计、现代工业产品设计、

服装染织品设计等。无论是手工业时代的产品还是大工业时代的产 品，它们都

是设计的产物。

2. 知识要点

2.1西方古代的艺术设计

2.2西方现代的艺术设计

3. 重点难点

3.1工业革命前设计史

3.2工业革命后设计史

3.3 西方、日韩近代的设计

3.4 西方、日韩现代的设计

4. 基本要求

了解并掌握西方及日韩的艺术设计发展简史。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浏览优秀网

站，学习优秀案例成果。

第四章 设计与科学技术

1. 教学内容

技术是人类造物的能力和知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技术在大机器工业革命

以前，主要表现为手工劳动者的技艺，是劳动者在长期造物实践中积淀起来的 经

验和技能，包括世代相传的工艺制作 方法、手段和配方等内容，在手工业生产

的状况下，生产力水平低，技术活动的物质手段如工具等比较简陋，技术活动主

要依赖于人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能而进行。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兴起、自然科学

的发展，劳动手段发生了革命，过去需要依靠手工技艺、经验而从事的工作，现

在利用工具和机器就能容易地办到，技能和技巧、经验的作用进一步降低。

2. 知识要点

2.1古典技术与现代技术



184

2.2科学技术与艺术

3. 重点难点

3.1艺术中的技与技术中的艺术

3.2艺术与科学结晶的历史形态：工艺美术

3.3不同时期科技下的艺术设计

4. 基本要求

了解现代技术与古典技术的区别和联系，理解科学、技术与艺术三者的相互

关系，了解计算机对于艺术设计的影响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浏览优秀网

站，学习优秀案例成果。

第五章 设计与文化发展

1. 教学内容

文化的出现，标志着动物的"人”转变为创造性的人、社会 的人、思想的人

和会从事设计的人。人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生活在一种随之能适应的环境里，

甚至他也像其 它动物一样服从于所处环境的制约及自身生物体的需要。但是人

作为文化的人正是用文化使自己与动物之间勾 划了明晰的界限，文化以及文化

的创造，使人能够以自己的努力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并在包括人造环境在内 的

各种环境中自由地生活。人通过文化的媒介而取得生存和创造的自由，成为文化

的人。

2. 知识要点

2.1造物的文化

2.2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2.3不同地域的文化

3. 重点难点

3.1设计与传统文化

3.2设计与地域文化

3.3传统元素在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4. 基本要求

了解现代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区别和联系，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熟

悉传统元素在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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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浏览优秀网

站，学习优秀案例成果。

第五章 设计方法与实践

1. 教学内容

设计是一项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活动。经过千万年的设计实践，人类

已积累了丰厚的设计经验，20 世纪 60年代，这种经验随着设计学科的形成而上

升为理论，成为设计科学的一部分。在设计学科中，设计方 法及程序是最具操

作性的理论，是由实践经验总结出的理论，这些方法和理论具有普遍性，它是发

展和变化着 的；对于不同的设计项目、条件和要求，其方法可能有所不同，这

需要设计者根据实际而确定、选择和加以变 换，甚至需要创新。设计方法和程

序的设定和变换，也需要设计的智慧，这种设定是一种设计。设计管理是在 20

世纪 80年代出现的交叉性学科，是现代设计全面发展和学科化的产物。

2. 知识要点

2.1设计方法概论

2.2设计方发论实践案例

3. 重点难点

3.1艺术七要素

3.2艺术七要素的应用

3.3设计七大原则

3.4设计七大原则的应用

4. 基本要求

掌握艺术设计的基础视觉元素和组合原则，了解现代设计方法有哪些，各自

内涵是什么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浏览优秀网

站，学习优秀案例成果。

第六章 设计与形式美

1. 教学内容

人由于每个人的经济、文化、思想习俗、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因而不同人具

有不同的审美，但单从外在形式表现上对某一种视觉形象的美丑评价，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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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存在着一种基本相通的共识，这种共识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的积

累，是客观存在的，即人类的经验美感。如自然界中鹦鹉螺、向日葵、松果的螺

旋线生长模式无不蕴含着黄金比例，包括人体比例，以及动植物的对称外形等等，

这些固有的因素被吸收总结逐渐形成的一套视觉经验。

2. 知识要点

2.1设计、形式与构成

2.2三大构成的概念

2.3设计的形式美法制

3. 重点难点

3.1三大构成基础知识

3.2三大构成优秀案例

3.3形式美法则在设计中的运用

4. 基本要求

理解需求形式、构成与设计的关系，掌握三大构成的基础知识，了解三大构

成与形式美在设计实践中的应用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浏览优秀网

站，学习优秀案例成果。

第七章 设计与责任

1. 教学内容

设计师不仅是美学的创造者，更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在当代设计领域中，

强调社会意识和职责显得尤为重要。设计师应致力于将其作品融入到社会的发展

脉络中，反映时代的需求与价值取向。特别是对于“中国制造”而言，这一概念

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产品制造，而成为一种文化、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象征。因此，

设计师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满足市场的表层需求，更要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深厚

底蕴，通过设计推动产业升级，引领消费趋势，从而为“中国制造”注入新的生

命力。

2. 知识要点

2.1设计思维

2.2设计师的社会意识与职责

2.3为“中国制造”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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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难点

3.1设计思维导图

3.2绿色设计与洗绿现象

3.3设计师的社会意识与职责

4. 基本要求

理解设计师的任务与职责，具备设计师的奉献意识与服务意识，熟悉可持续

设计理论。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全部讲授，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浏览优秀网

站，学习优秀案例成果。

十、课程思政设计

第一章 设计概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

结合，运用可以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社会责任的题材与

内容，全面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

发展的人才。

第二、三章 艺术设计的历史

通过学习中西方设计发展史，引导学生价值观、文化观的正确建立，建立民

族自豪感。也使之能够正确认识中国传统优秀的构成艺术，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

对民族主流价值的感性认识，从而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

第四、五章 设计与科学技术、设计方法论

通过学习不同时期艺术设计与科技的结合案例，重点讲解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学思维，树立科技兴国的使命感

与责任感。

第六章 设计与形式美

通过学习以三大构成为基础的艺术形式，掌握创新意识与设计审美。在设计

认识的初期阶段，将中国元素的图案带入到三大构成中，引导学生价值观、文化

观的正确建立，建立民族自豪感。也使之能够正确认识中国传统优秀的构成艺术，

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对民族主流价值的感性认识，从而增强了大学生的文化自

信。

第七章 设计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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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的结合，围绕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将专业知识内容与

思政课教学方法结合，强化学生对职业的认识和素质培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职业思维和职业道德，保证学生专业能力达标的情况下职业素养也符合岗位要

求，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提高其日后发展的优势。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4学时

第二章 4学时

第三章 4学时

第四章 4学时

第五章 8学时

第六章 8学时

第七章 4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设计原理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40%）+结果性

考核（60%）。

1. 过程性考核（40%）

1）10%平时成绩：结合课堂学习研讨，完成课堂小测验的成绩与表现，出勤

率等。

2）30%课程小作业：论文书写、课堂实训作业等。

课堂实训作业：

1）通过实践对自然形态进行平面基础上的抽象结构提取，绘制平面构成一

张，手绘、电脑绘图均可，A4大小。

2）选择自己喜爱的艺术作品，根据所学的艺术七要素和设计七原则，完成

对该作品的七要素和七原则分析，并制作成 PPT。

2．结果性考核（60%）

考核内容：以“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应用”为主题进行环境设计方向

的案例搜索，详尽分析至少 2个与主题紧密相关的设计案例。

1）清晰阐述该案例的基本信息、设计背景，明确该案例如何凸显主题。

2）详细介绍该案例的灵感来源、设计思路、预期功能与美学表达。 

3）PPT要求条理清晰、内容充实、图文并茂（高质量图像为主），对设计案

例应配有相应说明，文件最后应有参考文献、网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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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1]尹定邦，邵宏著.设计学概论[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2．参考资料

[1]邵宏主编，颜勇、黄虹等编著.西方设计：一部为生活制作艺术的历史[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美]维克多·马格林编著，柳沙、张朵朵等译.设计问题 [M]. 北京: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2010.

[3]王琥著.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研究、中

国传统设计审美研究、中国传统设计技术研究）[M].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

[4][美]彭妮•斯帕克著，钱凤根，于晓红 译.设计与文化导论[M].译林出版社，

2012.
3．网络资源

[1]可汗学院，https://www.khanacademy.org

[1]ArchDaily | 传播世界建筑，https://www.archdaily.cn/cn

https://www.archdaily.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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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张妍 学 院 艺术设计学院

课程名称 设计原理 学 时 1学时/32学时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公共基础课

教材分析

《艺术设计概论》是一本全面介绍艺术设计理论和实践的教材，旨在为学生提供一

个系统学习艺术设计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平台。这本书涵盖了从历史到现代的设计思想演

变、设计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如何将这些元素应用于不同类型的艺术设计项目中。

通过深入探讨各种设计原则和创作技巧，本书帮助读者理解设计在塑造我们日常生活中

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

1、线上教学通过观看课前视频课件，学生自主学习;
2、线下教学主要通过课件及视频演示、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师生交流和拓展总

结等多样化的教学形式，“铸魂育人”的精髓融入教育教学。

3、本节课主要探讨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艺术和设计中是如何运用的。通过具体案

例探索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与创新，塑造青年学子的艺术审美和价值观，

使当代青年不断增强“四个自信”。

教学目标

本课程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潜能，高

度重视艺术教育拓展思政育人空间的重要作用。通过糅合最新设计美学与传统美学原理

内容，整合最新教改教研成果，围绕设计审美知识图谱解构设计文化资源，推动设计审

美文化终身学习的体系建构。

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以：

1、拓展学生知识领域，提高学生设计审美知识。

2、培养学生设计审美能力，提高对设计审美与文化的认知。

3、提升学生设计审美素养，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的自身素养。

“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1、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课程通案例的德育目标使学生明确设计最高境界是文化

境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结合时代特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奋斗精神。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在细节处引导学生提高设计文化修养，自觉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设计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3、智力的培养：课程通过设计思维的引导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学会有辦证思维，

学会有逻辑思维、推理、思考、想象、观察力等。

4、辦证思维和求真务实：课程通过对学生设计责任感和审美观的引导，培养学生

用全面、发展的视角看待问题，鼓励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追求真实、务实的态度。

5、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通过课堂教育和鼓励学生参与设计实践活动，激发学生

的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鼓励他们勇于面对挑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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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与举措

1、通过看视频讲解，看设计案例，录象资料全方位进行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了解

设计审美发展的源流，设计审美形态及形式法则，并能鉴赏设计案例及作品，能更好地

把握设计的审美与文化的趋势。

2、通过利用虛拟现实（VR）技术让学生亲身体验设计项目现场，或者采用翻转课

堂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让学生在课前通过视频自学，课堂上则专注于讨论和实践，同时，鼓励学生提出问

题、分享观点和反馈，使他们成为课堂的共同创造者。

3、在教学设计中，尝试将不同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体现设计的跨学科特

性。如将科学技术和艺术形式要素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创作中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

教学实施

过程

教学组织 思政教学案例融入实例
思政

元素挖掘

课程导入

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部现象级作品为导

入点，引出主题：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艺术与设计

中的应用。

强调在不断演变的时代洪流中，传统美学如何

保持其鲜活的生命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我们一直都在对传统文化的精神进行传承和弘扬，

并且一直在运用和运用传统文化的元素。

1、民族自豪

2、文化自信

3、文明传承

概念介绍

简述传统文化元素的价值与定义；介绍什么是

现代设计？现代设计的特点是什么？以此引出传统

文化与现代设计的融合的必要性。

1、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2、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

融合传统与

创新

通过三个优秀案例探讨传统文化元素在新时代的艺

术表现:
1）海棠纹花窗的运用

2）苏州博物馆片石山水

3）绩溪博物馆

1、敬业、精益、

专注、创新的“工

匠精神”

2、传统文化形式

要素的当代运用

3、地域文化特色

的传承

创新与文化

融合

分析优秀可持续设计案例首钢大跳台“雪飞天”，从

文化可持续、生态可持续和经济可持续三个方面体

现冬奥智慧，承载中国文化。

1、以人为本的设

计理念

2、承载、传播中

国文化

3、减少碳足迹、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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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

神对于当代

设计的意义

中国文化精神无论在哲学层面、方法论层面，还是

设计符号、设计申美层面都有巨大的现实价值意义，

是中国设计可以反向输出、贡献世界的思维源泉和

精神故乡。

1、寻 脉 中华 文

明、讲好中国故事

2、中国特色文化

影响世界设计潮

流

课堂思考

你怎样认识设计中的文化传统问题？

1）持经答辩

2）借古开今

1、社会责任感

2、民族自豪感

3、不断探索，坚

持创新

教学反思

1、艺术类课程思政的案例应该与时俱进，慎重选择。涉及具体艺术作品的理论讲授时，

一定要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艺术家特点，深挖其思想根源和创作过程，引导学生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以入脑入心的方式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文艺教育教学工作中。

2、深挖该课程体现的艺术设计发展历史和中外比较，教导学生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

作的主旋律，引导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3、在老师讲课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如案例教学、项目驱动、小组讨论等，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教学方式要有弹性，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采取具有探索性、合作性和案例式等多种

教学方式，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1、建筑学院 archcollege http://www.archcollege.com
2、ArchDaily | 传播世界建筑 https://www.archdaily.cn/cn?ad_name=small-logo
3、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在线 VR https://www.jsvry.com/p/Dv5v8Gjnam?scene_id=78346

http://www.archcollege.com/
https://www.archdaily.cn/cn?ad_name=small-logo
https://www.jsvry.com/p/Dv5v8Gjnam?scene_id=7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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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教

师

姓名 黄如意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97年 12月

照

片

职称 助教 职务 专职教师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财经学院
高校

教龄
2年

邮箱 709065037@qq.com 手机 17856101008

团队教

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课

程情况

课程名称 宏观经济学 参赛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年级 2023级 学科门类 经济学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

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限

1000 字，产教融

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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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2-2023-2学期 2023.3-2023.5 48 22级财务管理 108

2 2022-2023-2学期 2023.3-2023.5 48 21级国贸 152

3 2023-2024-1学期 2023.9-2023.12 48 23级会计 109

4 2023-2024-1学期 2023.11-2023.12 32 23级国贸专升本 38

5 2023-2024-2学期 2023.3-2023.5 48 23级财务管理 114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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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摘要：《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是财经学院与管理学院大一学生必修的学科基础

平台课程。授课学生众多，影响面广。本课程从宏观角度出发，介绍国民经济核算的基

本知识，分析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以及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问题，并探讨国家

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定。本课程既有较强的理论性（三大国

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IS-LM 模型、AD-AS 模型），又与实践联系非常紧密，

密切关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及其效果。

本案例基于课程内容第十四章：宏观经济政策中的第二节：财政政策展开设计。本

案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通过以多种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使他

们对中国所实施的财政政策有深入的了解，从而使学生不仅掌握财政政策这一节的核心

概念和理论，而且力争实现思政教育与经济学专业素养提升的交融互促。结合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密切相关的案例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认同感，而且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自主

学习的动力和能力，激发学生为祖国的发展努力学习、贡献力量的热情。

一、教学思路与目标

通过学情分析发现，一是授课学生特别是管理类专业学生存在着学习积极性

不高的问题，有些学生狭隘地认为，本课程与其自身专业能力的培养关系不大，

因此不愿意投入时间学习；二是本课程理论模型的学习需要高等数学的基础知

识，因此让一些学生产生畏难情绪；三是许多学生习惯了“灌输式”学习，老师

讲，学生听，实际上这种方法对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效果都极为有限，因此，

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将“灌输式”学习变为“自主式”学习，进一步提

高学习效果是当前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问题；四是许多学生很难将自身的学习

和祖国的未来发展结合起来，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缺乏感性认识，对国家的

经济方针政策缺乏了解，导致他们对本课程的很多知识点理解不够透彻，经济学

素养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提升。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章在授课过程中深度挖掘思政元素，主要采取了学生全

方位参与式、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并将线上和线下相融合，不断拓展课堂

的边界，希望以这种方式让学生深度参与，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调动学生学习

的兴趣，并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1．夯实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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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财政政策的概念、主要工具以及如何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理解财政

政策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2．进一步深化专业能力

提高对财政政策工具、有效性等内涵的认识与分析能力，使专业知识的学习

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建立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方针的大背景和世界经济大环境

下，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争取为国家长远

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才智。

3．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素质、身心素质等。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树立

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以及道路自信，同时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履行相应社会义务；科学素质包括深入学习财政政策有关的前沿知识，以

开阔的视野和境界对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做出分析和评价；身心素质包括

疫情冲击下的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二、教学设计

（一）教学环节设计及教学实施过程

1．引入：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的关键一年，给学生介绍国家的财政政策，以学生经历的和切身感受的事

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然后老师结合数据资料介绍中国的财政政策，启发学生思

考中国为什么实施这样的政策？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以及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2．学习目标：用 PPT形式向学生呈现本节具体的学习内容和明确的学习目

标，让学生清楚本章要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内容是财政政策概念、工具以及财政政

策的有效性分析。

3．前测：在讲解本节的新知识前，采用提问应答以及开放问题的方式了解

学生对宏观经济基本概念和先备知识的掌握情况，如中国政府的哪些支出行为属

于政府购买，以便调整后续教学内容的深度及进度，让课程的目标更加聚焦。

4．参与式学习：在讲授财政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等主要知识点后，让学

生全方位参与进来，课下搜集国家所采取的财政政策的资料，并构建以宿舍为单

位的学习小组，以线上和线下讨论的方式设计小组 PPT，并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演

示，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并锻炼语言表达

能力及合作能力等。

5．后测：后测的目的是验收学习成果。在参与式学习之后，一是通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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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设计随堂知识点测试题，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二是通过小组的 PPT展示，了

解学生对国家财政政策工具和有效性的分析是否准确，理解是否全面，进一步把

握学生是否达成了学习目标。

6．总结：首先，让学生总结本节的知识点，可以采取多人补充的方式，然

后教师总结，进一步强调本节重点和难点内容；其次，布置课后思考题以便让学

生进行延伸学习，巩固所学内容。此外，教师还要对下一节货币政策的内容进行

预告，让学生提前了解，做好准备。

（二）教学方法和手段

为促使学生全方位参与课堂，主要采取以下方法：

1．启发式教学。包括启发式提问、引导提问、知识难点解析等，使“灌输

式”学习向“自主式”学习转变。

2．小组讨论学习。学生构建以宿舍为单位的学习小组，搜集资料，线上线

下结合的交互讨论，设计 PPT并演示，使学生深度参与。

3．扩展学习资料推送。向学生推送学习强国、经济学专业网站、主流经济

媒体（比如财新网）等公众号与财政政策相关的资料。

4．充分利用新媒体教学工具。如视频教学、多媒体教学等，让学生更加直

观地感受并理解所讲基本知识及与知识相关的思想情感元素，让学生在脑海中留

下深刻印象。

（三）考核评价手段

本课程构建多维考核体系，具体包括过程性考核和形成性考核。

过程性考核主要从学生的课堂出勤、听课状态以及学生的小组 PPT 课堂演示

进行评价。其中，小组 PPT课堂演示主要评价其讲述的国家其他财政政策内容资

料是否充实、对政策工具和效果的分析是否准确。

形成性考核主要从学生的课后习题集作业、随堂前测与后测以及课后延伸思

政作业等方面进行评价。其中，借助于学习通的随堂前测（包括选择题、判断题

和开放式问题）可以了解学生的前修知识的掌握程度，后测了解本章内容的理解

程度以及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形成激励和监督。课后延

伸思政作业要求学生结合推送的扩展学习资料并自己查阅资料，运用所学的经济

学理论对各国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的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进行进一

步分析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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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与创新

1．引入学生全方位参与的教学模式，引入、明确学习目标、前测、参与式

学习、后测、总结环环相扣；

2．融合多元化教学方法，启发式、小组讨论、课堂演示等；

3．引入思辨式和比较式教学法，让学生在思辨和比较中，对西方经济学知

识批判性吸收，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的财政政策措施以及经济表现的比较

中，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4．充分挖掘利用新媒体教学工具，鼓励学生通过移动媒体、数字报刊等诸

多新媒体形式获取经济学知识，线上线下学习深度融合。

四、教学反思

（一）实施效果

通过这样引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不仅激发了学生积极参与和努力学习的

热情，使学生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而且培养了

学生的家国人文情怀，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更加热爱

我们的祖国。此外，本课堂的学习还进一步促使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进一步，从教师的感受来看，教师上课时感受到，班里学生听课更加认真，

参与互动的热情很高，与日常生活特别是自身密切联系的问题更愿意去思考，去

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不仅使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且有利于学生

养成经济学思维。此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学习，让学生更有学习动力和责任担当。

另外，从学生的感受来看，首先，在课程结束发放的学生调查问卷中设计了

一道与本节有关的学习内容——我国财政政策发挥的作用，从问卷调查结果来

看，除个别同学外，绝大多数同学都很好地回答了上述这一题目，说明这样的教

学设计使学生对我国国情和党情有了更好地了解。其次，学生提到“具有吸引力”、

“形象生动、挺好” 、“丰富有趣”、“整体学习轻松愉快”等，说明课堂教学对

学生的吸引力有所提高。再次，还有许多学生提到“通过学习，我对中国以及世

界经济的发展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国家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激发培养了我的

爱国热情”、“让我更加关注时事政治与宏观经济”等，说明这样的课程设计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同时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未

来的职业潜能培养奠定了基础。

（二）教学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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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特别是经济学中的课程思政教学需要春风化雨，潜移默化，而不是

简单说教，特别忌讳生拉硬拽。因此，在此次教学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

是，一定要注重理解当代学生的特点（比如更加贴近网络）和学生的思想，不断

引入与时代联系紧密的新案例、新思维，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让学生深度参

与其中，感同身受，增加体验感和主动性，这样可以更好地使学生感受到中国作

为负责任大国的国家态度的担当，鼓励学生成为有担当有责任的新时代社会主义

接班人。

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保持自身的不断学习，借助于各种媒体和

APP工具了解国家的经济大事、经济政策，并不断将新政策、新材料、新观点引

入课程，与时俱进地更新教案和课件，完善和充实教学内容；二是积极采用多种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新媒体教学工具，特别是更加直观生动的教学视频，推荐学

生通过移动媒体、数字报刊等诸多新媒体形式获取经济学知识，鼓励学生多思考，

当然可以多质疑，并与老师交流或者同学交流以找到答案，从而加深学生对所学

知识理解的作用，同时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以及改进思路

目前，在本案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在分组查阅资料、讨论、设计和演示国家其他的财政政策时，有些学生可能存在

“搭便车”行为；二是授课过程中使用的视频往往时长较长，这样不仅占用较多

上课时间，而且视频内容有时并不需要完整观看，因此，需要对上课使用的视频

进行适当剪辑。

为改善学生“搭便车”的行为，未来将进一步要求学生在小组活动中明确分

工，细化分工，在 PPT演示汇报时人人参与；关于上课使用的视频，拟基于官方

发布的完整视频，借助于视频剪辑 APP比如 iMovie 等，进行视频剪辑，当然剪

辑后视频仅做上课使用，不做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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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教学大纲（2021 版）

一、课程名称

宏观经济学（0500059）

Western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二、学分学时

3学分 / 48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西方经济学》（下册），《西方经济学》编写组，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

四、课程属性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

五、教学对象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财经学院

七、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本课程是财经类和管理类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要求学生能全面系统地把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经济分析方

法；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政府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认清政府的作用

及其局限；同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认识宏观

经济学，吸收宏观经济学中科学的分析方法；培养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能够

初步分析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各种经济问题，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知识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让学生系统掌握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模型，能运用基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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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变量对宏观经济进行刻画（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2.1）。

教学目标 2：

理解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相互作用，能够初步分析宏观

经济现象的本质原因和影响（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2.2）。

教学目标 3：

了解国际收支及其所反映的国际经济联系，能够运用相关模型分析财政政

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对汇率的影响（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2.3）。

教学目标 4：

以真实案例为背景，开展课堂讨论，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支

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2.8）。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九章 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熟知宏观经济领域诸如 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总

量指标。掌握 GDP 的内涵及其核算方法，掌握价格水平及其衡量方法，掌握失

业的类型，理解与基本指标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

2. 知识要点

（1）GDP的含义和衡量；

（2）名义 GDP和实际 GDP的区别，GDP和 GNP以及 NI的区别；

（3）衡量价格水平的主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含义；

（4）衡量失业的主要指标；

（5）充分就业和自然失业率；

（6）与总产出指标 GDP、价格水平指标 CPI和失业率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

（7）本章评析。

3. 重点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 GDP的内涵、核算 GDP的方法、价格水平的衡量指标和失业

的不同类型；难点是核算 GDP 的支出法和收入法、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的区

别、GDP和 GNP以及 NI的区别、理解充分就业和自然失业率。

4. 基本要求

了解：宏观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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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GDP的内涵；收入法与支出法的等价性；核算 GDP的收入法；名义

GDP和实际 GDP 的区别、充分就业的概念和自然失业率。

掌握：GDP 的概念；核算 GDP 的支出法；GDP 和 GNP、NI 的区别；GDP

平减指数及其应用；消费价格指数及其经济含义；通货膨胀的含义；失业的类型。

5.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讨论、学生分享作业、课后思考

第十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分析思路，掌握均衡国民收入

的定义，重点把握简单国民经济假定下均衡国民收入的推导，并能够推导和计算

各种乘数的大小。

2. 知识要点

（1）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原理和基本方向；

（2）两部门经济下有效需求的原理和框架；

（3）消费函数和消费倾向、储蓄函数和储蓄倾向、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

关系；

（4）其他消费理论；

（5）投资和资本边际效率、投资和利率、投资的 q理论；

（6）三部门经济中政府需求的内涵、政府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

（7）四部门经济下国外需求的影响因素、净出口的决定；

（8）乘数机制理论；

（9）本章评析。

3. 重点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均衡国民收入的定义、消费需求决定理论、投资需求决定理论、

均衡国民收入的实现条件和决定、乘数的推导和计算；难点是均衡国民收入的内

涵，二、三、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变动、各项乘数的推导及经济含义。

4. 基本要求

了解：市场经济下宏观经济各部分的循环流程；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有

效需求的原理和框架；其他消费理论。

理解：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区别和经济意义；影响消费的其他因

素；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政府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国外需求的决定因素；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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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如何影响总需求。

掌握：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平均储蓄倾向、

边际储蓄倾向；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关系；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和计算；投资

和利率的关系；投资的 q理论；政府需求的内涵。

熟练掌握：乘数原理；三部门经济的乘数推导及计算。

5.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讨论、学生分享作业、课后思考

第十一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模型

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理解国民收入决定中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相互影响和

相互依存的关系，掌握 IS曲线的含义和特性以及 LM曲线的含义和特性，能够推

导出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国民收入和利率，并能够分析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

2. 知识要点

（1）IS曲线的含义和推导、IS曲线的斜率及其变动；

（2）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决定；

（3）LM曲线的含义和推导、LM曲线的斜率及其变动；

（4）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含义、均衡的调整和变动；

（5）本章评析。

3. 重点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 IS曲线的推导、斜率和移动；LM曲线的推导、斜率和移动；

均衡国民收入和均衡利率的确定；难点是资本的边际效率；货币市场均衡理论；

均衡国民收入的变动。

4. 基本要求

了解：产品市场的均衡；货币需求的决定；货币供给的决定。

理解：IS曲线的推导；LM曲线的推导。

掌握：IS曲线的含义；IS曲线斜率的影响因素；IS曲线的移动；LM曲线的

含义；LM 曲线斜率的影响因素；LM曲线的移动；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时均衡

点的变动以及与经济政策的联系。

熟练掌握：货币需求的动机；流动性陷阱；IS-LM均衡不同区域的经济含义。

5.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讨论、学生分享作业、课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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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AD-AS模型

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掌握总需求曲线的含义、推导和影响因素，了解总供给

曲线的分析思路，掌握几种不同类型的总供给曲线及其特性，最终能运用 AD-AS

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现象。

2. 知识要点

（1）AD曲线的含义、价格变动的效应；

（2）AD曲线的推导、AD曲线的变动和影响因素；

（3）AS曲线的含义；

（4）AS曲线的推导、AS曲线的变动和影响因素；

（5）特殊的 AS曲线、AS曲线不同特征的经济含义；

（6）AD-AS模型、AD-AS模型对外来冲击的反应；

（7）本章评析。

3. 重点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总需求曲线及移动；总供给曲线的类型；AD-AS模型；难点是

总供给曲线的不同类型；AD-AS模型的应用。

4. 基本要求

了解：特殊的 AS曲线、IS-LM模型和 AD-AS模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理解：AD曲线的含义；AD曲线的推导；AS曲线的含义；AS曲线的推导；

掌握：总需求曲线的利率效应；总需求曲线的实际余额效应（财富效应）；

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的特殊形式；总供给曲线不同特征的经济含义；AD-AS

模型的一般情况、极端的短期情况和极端的长期情况；AD-AS模型对生产能力变

动、资源供给变动和供给冲击的反应。

熟练掌握：价格水平变动对总需求量的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变动对总需求

曲线的影响；技术进步、劳动需求变动、劳动供给变动对总供给曲线的影响；短

期极端 AD-AS模型对财政政策扰动和需求冲击的反应；长期极端 AD-AS模型对

财政政策扰动和需求冲击的反应；短期极端 AD-AS 模型对货币政策扰动和需求

冲击的反应；长期极端 AD-AS模型对或货币政策扰动和需求冲击的反应。

5.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讨论、学生分享作业、课后思考

第十三章 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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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失业的类型及其影响；了解通货膨胀类型和影响，

掌握通货膨胀的不同成因，深入理解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和联系。

2. 知识要点

（1）失业的宏观经济学解释；

（2）失业的影响和奥肯定律；

（3）通货膨胀的类型和原因；

（4）通货膨胀的影响；

（5）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导；

（6）适应性预期与菲利普斯曲线、理性预期与菲利普斯曲线；

（7）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

（8）通货紧缩和滞胀、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分析滞胀；

（9）经济周期的定义、阶段和类型、经济周期理论；

（10）本章评析。

3. 重点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失业的类型；通货膨胀的成因；菲利普斯曲线的内涵、特性和

政策含义；难点是长期和短期通货膨胀原因的解释；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

利普斯曲线的区别和内涵、滞胀的解释。

4. 基本要求

了解：古典经济学对失业原因的解释；现代货币主义对失业原因的解释；货

币主义学派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导；经济周期理论。

理解：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对失业原因的解释；失业的影响；通货膨胀的

惯性；预期因素在菲利普斯曲线中的作用；经济波动的根源和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

掌握：奥肯定律；通货膨胀的含义；通货膨胀的类型；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通货紧缩的定义和影响；滞胀

的定义和原因；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滞胀；经济周期的定义、阶段和类型。

重点掌握：通货膨胀的成因；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

影响；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对菲利普斯曲线形状的影响；

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

5.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讨论、学生分享作业、课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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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

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国际收支及其所反映的国际经济联系，汇率及汇率

制度的一般知识，理解国际收支平衡的内涵，掌握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本思想，

能够运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效应。

2. 知识要点

（1）国际收支的含义及其所反映的国际经济联系；

（2）汇率与汇率制度；

（3）国际收支的平衡及影响因素、BP曲线的推导；

（4）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本思想；

（5）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效果分析；

（6）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效果分析；

（7）国际金融三元悖论；

（8）本章评析。

3. 重点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国际收支的定义及其所反映的国际经济联系；国际收支平衡的

内涵；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区别；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本思想；难点是如何

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解释开放经济下汇率的变动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

4. 基本要求

了解：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度的特点。

理解：国际收支所反映的国际经济联系；实际汇率对净出口的影响；国际收

支平衡的内涵；BP曲线的推导。

掌握：国际收支的含义；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区别；如何用 BP曲线分析

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BP曲线的经济含义；蒙代尔-弗莱明

模型的基本思想。

重点掌握：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经济效果；

国际金融三元悖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依据。

5.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讨论、学生分享作业、课后思考

第十五章 宏观经济政策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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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含

义和工具，了解财政政策思想，熟知货币乘数，能够运用 IS-LM模型分析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策变动对国民收入影响的效果。

2. 知识要点

（1）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2）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与冲突；

（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

（4）自动稳定器的优劣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选择；

（5）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间的关系；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

（7）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政策争论：相机抉择和规则

的对比；

（8）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与协调；

（9）供给管理政策；

（10）本章评析。

3. 重点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及其矛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货币

乘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动的效果；难点是自动稳定器；挤出效应；货币乘

数的推导。

4. 基本要求

了解：补偿性财政政策；功能财政和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人力政策；收入政

策；指数化政策。

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一致性与冲突关系；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赤字和公债的关系；李嘉图等价原理；“相机抉择”与“规则”之间争论的焦点

问题和理论依据；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

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财政政策工具；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的构成；

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及其作用机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主张；动态不一

致理论的主要思想；卢卡斯批评的主要思想；货币政策的政策规则；财政政策的

时滞；货币政策的时滞。

重点掌握：运用 IS-LM模型解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主要的自动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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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器机制及其局限；挤出效应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流动性陷阱及其宏观经济

特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

5.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讨论、学生分享作业、课后思考

第十六章 经济增长

1.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经济增长的国际差异；掌握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熟知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能够运用简单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基本的经济增长问题。

2. 知识要点

（1）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2）国家间收入水平差异的衡量；

（3）经济增长的基本问题包括哪些；

（4）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5）新古典增长模型及其应用；

（6）内生增长理论；

（7）增长核算方程及经验估算、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8）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分析：以创新驱动战略为例；

（9）本章评析。

3. 重点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含义；经济增长的源泉；新古典增长模

型；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难点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及其应用。

4. 基本要求

了解：国家间收入水平差异及其衡量；增长核算方程；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理解：经济的总产量、人均产量和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新古典增长模型

的基本假定、思路、稳态条件和结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两部门模型；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理论的应用。

掌握：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的基本问题；经济增长的直接

原因和根本原因；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解释收入差异和增长率差异；资本的黄金

律水平及其经济学条件。

5.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讨论、学生分享作业、课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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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思政设计

第九章介绍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分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自改革开

放至今的变化，通过数据展示经济增长率、世界排名的变化，激发学生的爱国情

感。通过分析发展战略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变化、阐述“要 GDP，

不唯 GDP”等观点，让学生对 GDP 有科学、全面的认识，深化学生对“富强”

“文明”“和谐”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第十章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介绍政府税收、转移制度等概念，

体现“平等”“公正”的思想。

第十一章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模型，结合“十四五”规划中的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了解我国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建设情况，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第十二章国民收入的决定：AD-AS模型，组织学生运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观点来讨论总供给的量和结构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通过正反相

结合的课堂教学环节，既让学生认识到凯恩斯理论的片面性，又让学生认识到在

经济建设过程中坚持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

第十三章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播放《奔腾年代》和《摩登时代》的

电影片段，让学生形象化地理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以及失业对国民经济所产生的

巨大损失，同时让学生直观感受到资本主义的血泪发展史。同时可对比中日两国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使中国迅速缓解

了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总量同时期迅速地赶超日本位居世界

第二。通过这样的案例对比教学，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十四章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介绍我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

政策，让学生了解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在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国作为一个负

责任大国的重大举措，增强学生的使命感。

第十五章宏观经济政策，组织学生讨论在疫情下国家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利用所学知识谈谈这些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以此深化学生对中国制度优势

及核心价值观的全面理解。

第十六章经济增长，以美国封锁华为的全球芯片采购为例，并结合习总书记

在 2018 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

话中提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等观点，强调自主研发才能实

现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激发学生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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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九章 6线下学时

第十章 8线下学时

第十一章 4线下学时

第十二章 6线下学时

第十三章 6线下学时

第十四章 6线下学时

第十五章 6线下学时

第十六章 6线下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国际经济学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课堂学习讨论及课后反馈表

现（40%）+课程考试（60%）。

1．过程性考核（40%）

课堂学习研讨、课后反馈表现、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

2．结果性考核（60%）

考试（闭卷）

十三、教学参考

[1]Joseph Stiglitz，[American] Walsh. Economics（Fourth Edition）[M].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13.

[2]N• 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3rd edition，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3]Mansfield，Edwin （1997），Microeconomics：Theory and Applications，

9th edition，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Inc.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七版）[M]，张帆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6]多恩布什、费希尔. 宏观经济学（第六版）[M]，冯晴等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1.

[7]尹伯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九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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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黄如意 学 院 财经学院

课程名称 宏观经济学 学 时 48学时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教材分析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是财经学院与管理学院大一学生必修的学科基础平

台课程。授课学生众多，影响面广。本课程从宏观角度出发，介绍国民经济核算的

基本知识，分析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以及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问题，并探

讨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定。本课程既有较强的理论

性（三大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又与实

践联系非常紧密，密切关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及其效果。

教学内容

本案例基于课程内容第十四章：宏观经济政策中的第二节：财政政策展开设计。

本案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通过以多种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使他们对中国所实施的财政政策有深入的了解，从而使学生不仅掌握财政政策这一

节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而且力争实现思政教育与经济学专业素养提升的交融互促。

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密切相关的案例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够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认同感，而且能够

进一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和能力，激发学生为祖国的发展努力学习、贡献力

量的热情。

教学目标

用 PPT形式向学生呈现本节具体的学习内容和明确的学习目标，让学生清楚本

章要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内容是财政政策概念、工具以及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夯

实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进一步深化其专业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课程思政”

教育

内容

通过这样引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不仅激发了学生积极参与和努力学习的热

情，使学生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而且培养了学生

的家国人文情怀，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更加热爱我们的

祖国。此外，本课堂的学习还进一步促使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此外，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学习，让学生更有学习动力和责任担

当。有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同时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

未来的职业潜能培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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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与举措

1.启发式教学。包括启发式提问、引导提问、知识难点解析等，使“灌输式”学

习向“自主式”学习转变。

2.小组讨论学习。学生构建以宿舍为单位的学习小组，搜集资料，线上线下结合

的交互讨论，设计 PPT并演示，使学生深度参与。

3.扩展学习资料推送。向学生推送学习强国、经济学专业网站、主流经济媒体（比

如财新网）等公众号与财政政策相关的资料。

4.充分利用新媒体教学工具。如视频教学、多媒体教学等，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

受并理解所讲基本知识及与知识相关的思想情感元素，让学生在脑海中留下深刻印

象。

教学实施过

程

1. 导言：给学生介绍 2024年十四五规划国家的财政政策，让学生思考为什么

采取这种财政政策，让学生深刻感受到国家的担当和对人民生命和健康的保护，增

强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增强道路自信。

2. 前测：老师提问：在我国，哪些行为属于政府购买行为，哪些属于转移支

付行为，学生回答问题，让学生学会辩证地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分

析要有思辨的思维方式。

3. 参与式学习：讲授财政政策的概念、工具、有效性分析等主要知识点。学

生全方位参与，课下搜集其他国家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资料，构建学习小组，以线上

和线下讨论的方式设计小组 PPT，并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演示。通过进一步比较学习

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4. 后测：学习通测试：财政政策有哪些工具？学生学习通回答问题，从而检

验是否达成了学习目标。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5. 课堂小结与延伸：强调本节知识的重点与难点，布置延伸学习任务：让学

生结合推送的相关资料以及自己查找资料，分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采

取了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效果如何。学生参与总结本节课的知识点，并完成习题集

中的相应习题；同时进一步查阅资料完成延伸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和能

力，通过延伸学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的财政政策及其效果的分析，进

一步培养学生的制度自信，激发学生为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学

习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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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通过这样引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不仅激发了学生积极参与和努力学习的热

情，使学生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而且培养了学生

的家国人文情怀，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更加热爱我们的

祖国。此外，本课堂的学习还进一步促使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进一步，从教师的感受来看，教师上课时感受到，班里学生听课更加认真，参

与互动的热情很高，与日常生活特别是自身密切联系的问题更愿意去思考，去表达

自己的观点，这样不仅使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且有利于学生养成经

济学思维。此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学习，让

学生更有学习动力和责任担当。

另外，从学生的感受来看，首先，在课程结束发放的学生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一

道与本节有关的学习内容——我国财政政策发挥的作用，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除

个别同学外，绝大多数同学都很好地回答了上述这一题目，说明这样的教学设计使

学生对我国国情和党情有了更好地了解。其次，学生提到“具有吸引力”、“形象生

动、挺好” 、“丰富有趣”、“整体学习轻松愉快”等，说明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

力有所提高。再次，还有许多学生提到“通过学习，我对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国家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激发培养了我的爱国热情”、“让

我更加关注时事政治与宏观经济”等，说明这样的课程设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操，同时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未来的职业潜能培养奠

定了基础。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1. 中国大学MOOC：宏观经济学（国家精品），武汉大学文建东、 周瑛。

2. 如何看疫情之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表于《经济日报》 2020年 6月 22日，

学习强国平台

3. 积极财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发表于《经济日报》2022年 12月 21日

4. 地方财政该向何处积极，财新《中国改革》 202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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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教

师

姓名 王世辰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93.11.02

照

片

职称 助教 职务 专任教师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基础部体育教研室
高校

教龄
两年

邮箱 1571505970@qq.com 手机 13855517995

团队教

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课

程情况

课程名称 大学体育 参赛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年级 大一大二 学科门类 教育学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

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限

1000 字，产教融

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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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2-2023第一学期 2022.09-2023.01 264 大一大二 472人

2 2022-2023第二学期 2023.02-2023.06 441.6 大一大二 714人

3 2023-2024第一学期 2023.09-2024.01 404 大一大二 665人

4 2023-2024第二学期 2024.02-2024.06 144 大一大二 223人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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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篮球》教学创新与实践

摘要：在大学篮球教学中，教师要将德育教育融入其中，以此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德育教育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可以使学生具备正确的思想观念，形成高尚的道

德品质，能够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可以让学生掌握更多

的知识和技能，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本文主要对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

意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模式构建策略。

关键词：大学篮球教学;德育;模式构建;研究

1 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1 大学篮球教学对德育的重要作用

大学篮球教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体育教育形式，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体育

素养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在德育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未来

栋梁，其德育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一，大学篮球教学通过竞技性和团队性的特点，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

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篮球是一项需要团队合作的运动，每个队员都需要在比赛中

发挥自己的优势，相互配合，实现团队的胜利。通过参与篮球教学，学生们能够

体验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培养出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进而培养

出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

第二，大学篮球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逆境应对能力。在篮球比赛

中，每个队员都需要面对来自对手的竞争和逆境的挑战。通过与其他队员的竞争，

学生们能够培养出积极向上的竞争意识，激发出自己的潜力，并学会在逆境中坚

持和奋斗。这种竞争意识和逆境应对能力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大学篮球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自律和纪律意识。篮球作为一项需要严

格遵守规则和纪律的运动，要求每个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都要有高度的自律性。

通过参与篮球教学，学生们能够培养出良好的自律和纪律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和工作态度。

1.2 融入德育的必要性

融入德育是大学篮球教学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培

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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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篮球教学作为一种与大学教育紧密结合的体育教育形式，融入德育能够更好

地实现大学教育的目标。

首先，融入德育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大学篮球教学不仅仅是培养学

生的体育素养和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篮球教学培养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和社交能力等综合素质。这种综合素质的培养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和就业具有重

要意义。

其次，融入德育能够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大学篮球教学通过竞技性和团队

性的特点，能够培养学生的公平竞争意识、团队合作精神和诚信意识等道德品质。

这些道德品质对于学生未来的社会交往和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3 融入德育的可行性

融入德育是大学篮球教学的可行选择，这是因为大学篮球教学具备一定的特

点和条件，能够更好地融入德育。首先，大学篮球教学具有科学的教学内容和方

法。大学篮球教学不仅仅是简单的运动训练，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运动技能和综合

素质。通过科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大学篮球教学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德育素

养。

其次，大学篮球教学具有良好的组织和管理机制。大学篮球教学通常由专业

的教师和教练团队组成，他们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良好的组织

和管理机制，大学篮球教学能够更好地实施融入德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最后，大学篮球教学具有良好的教育资源和环境。大学篮球教学通常具备先

进的训练设施和专业的教育资源，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锻炼环境。这种

良好的教育资源和环境能够更好地支持融入德育的教学实施。

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通过融入德育，大学篮球教学

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模式构建

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

2 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模式构建

大学篮球教学是大学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德育则是大学教育的核心

目标之一。因此，将大学篮球教学与德育相结合，构建一种可行的模式，具有重

要意义。本小节将提出一种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模式构建方案，包括目标设

定、教学内容与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的设计。

2.1 模式构建的思路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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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构建的思路是从理论出发，以实际为依据，以大学篮球教学为载体，将

德育融入其中，形成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教学模式。模式构建的原则包括：教

育性原则，即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性原则，即在教

学过程中，要遵循篮球教学的规律，使教学内容科学、系统；实践性原则，即将

篮球教学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创新性原则，即在教学

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2.2 目标设定

在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模式构建中，明确的目标设定是非常重要的。本

模式的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通过篮球教学，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沟通和合

作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中发挥个人的作用，并为集体的利益付出努力。

2.2.2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自律能力：通过篮球教学，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自律能

力，使他们能够遵守规则、尊重他人、按时完成任务，并在面对困难和挫折

时能够坚持不懈。

2.2.3培养学生的公平竞争意识：通过篮球教学，培养学生的公平竞争意识，使他

们能够遵循竞争规则、尊重对手、公平竞争，并在成功和失败中保持积极的

心态。

2.2.4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通过篮球教学，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使他们能够承

担起领导责任、激发团队潜力、带领团队取得成功。

2.3 教学内容与方法

在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模式构建中，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

本模式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3.1篮球基本技能的训练：通过系统的篮球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的篮球运动

能力，包括运球、传球、投篮、防守等方面的技能。

2.3.2战术与战略的学习：通过篮球战术与战略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和战术思维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比赛中运用合适的战术与战略取得胜利。

2.3.3篮球比赛的实践：通过篮球比赛的实践，让学生亲身体验竞技比赛的紧张与

激烈，培养他们的意志品质和心理素质。

2.3.4篮球文化的传承：通过篮球文化的传承，让学生了解篮球的历史与发展，培

养他们对篮球的热爱和敬畏之情。

在教学方法方面，本模式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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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集体训练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通过集体训练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通

过个别指导提高学生的个人技术水平。

2.3.4.2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通过理论学习让学生了解篮球的规则和技术

要点，通过实践操作让学生亲身体验篮球的乐趣和挑战。

2.3.4.3竞争与合作相结合：通过竞争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进取心，通过合作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协作能力。

2.4 评价体系

在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模式构建中，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是必不可

少的。本模式的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4.1技能评价：通过考核学生的篮球基本技能水平，评价学生在运球、传球、投

篮、防守等方面的掌握程度。

2.4.2战术评价：通过考核学生在比赛中的战术运用能力，评价学生在团队合作、

战术思维等方面的表现。

2.4.3比赛评价：通过考核学生在比赛中的发挥，评价学生在竞技能力和心理素质

等方面的表现。

2.4.4德育评价：通过考核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责任感、公平竞争意识等方面的

表现，评价学生在德育方面的培养效果。

本模式的评价体系应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包括考试、实践操作、观察记

录、讨论交流等方式，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道德品质。

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模式构建方案包括目标设定、教学内容与方法、评

价体系等方面的设计。通过这种模式的实施，能够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提高，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这对于大学篮球教学的发展和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3 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的实践与应用

3.1 完善教学计划

在大学篮球教学中，教师要将德育教育融入到教学计划中，在教学活动中让

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德育教育内容。教师在开展教

学活动时，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教学方案，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教师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进

行自主学习。在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时，教师要多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了解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教师要多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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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整教学计划。在开展大学篮球教学时，教师要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

识，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在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时，教师要对教材内容进行

分析和研究。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教师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2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在进行大学篮球教学时，教师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可以采用分组教

学的方式，让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例如，在学习投篮时，教师可

以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进行投篮练习，一组进行运球练习。在练习过程中，教

师可以要求学生认真观察自己的动作，并且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动作来完成投篮

训练。另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模仿篮球明星的动作来进行投篮练习。在经过一

段时间的训练后，教师可以对不同学生进行篮球比赛的训练，让学生在比赛中体

验到篮球比赛的乐趣。通过这种分组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

在比赛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合理的身体对抗，以此来激发学生的运动兴

趣。

3.3 创新教学方法

在篮球教学中，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通过科学的方式将德育教育融入

其中，使学生能够在篮球教学中收获更多。教师可以选择分组合作教学法，让学

生在小组中开展合作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将学生分成小组，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来完成学习任务。在篮球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注意发挥小组合作的优势，让学生参与到学习当中，并及时对学生的

学习情况进行评价。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提高学生参与合作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此外，教师还可以采用情境式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对篮球

运动的兴趣。在情境式教学中，教师可以创设一种情境，让学生在这种情境中开

展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体验到篮球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同时教师还要引

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3.4 注重教师的言传身教

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教

学中教师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比如，教师在上课时要有良好的精神面貌，给

学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同时要注重自己的仪表整洁。另外，在篮球教学中教

师还要注重细节问题，比如在篮球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是否文

明得体。很多大学生都喜欢看篮球比赛，通过观看比赛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不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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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之间存在的差距。教师可以利用观看比赛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来教育学生，让学

生了解到我国篮球事业取得成就离不开每一位球员的努力奋斗和国家对篮球事

业的大力支持。通过观看比赛可以让学生认识到自己要努力学习，为我国篮球事

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3.5 提高体育教师的综合素养

体育教师的综合素养会影响到体育教学效果，所以体育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

的综合素质。在大学篮球教学中，体育教师要从多方面入手，丰富自身的专业知

识。首先，体育教师要深入研究篮球运动，可以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其次，体

育教师要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全面了解，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方

案。最后，体育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在课堂上更好

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体育教师要将篮球教学和德育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此

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3.6 利用多媒体技术，提升德育教学效果

在篮球教学中，教师要借助多媒体技术，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篮球技能。在

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篮球动作通过图像、视频的形

式展现出来，让学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和掌握篮球运动的技巧和动作要领。在进

行德育教育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德育教育内容展现在学生面前。例

如，在进行“运球过障碍”教学时，教师可以将该教学内容以动画的形式展现出

来，让学生通过观看动画可以直观地了解如何跨越障碍。另外，教师还可以利用

多媒体技术将德育教育内容展现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观看动画可以了解到一些高

尚的品德和道德行为。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德育教育内容。

3.7 强化德育教育在篮球教学中的渗透，以提高篮球教学效率

篮球运动是一项集体项目，需要学生之间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才能够顺利

完成比赛。在篮球运动中，学生要遵守规则、相互协作，才能够提高篮球比赛的

流畅性和激烈程度。在篮球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通过多种

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锻炼理念。篮球运动具有较强的竞争性，需要学生

在比赛中有顽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比赛时要遵守规则、相

互协作，才能够促进比赛的顺利开展。

3.8 合理制定德育教育目标，明确德育教育重点

高校篮球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合理制定德育教育目标，

明确德育教育重点，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篮球教学质量。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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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制定德育教育目标，明确德育教育重点，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思想道

德教育，从而有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3.9 加强体育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

篮球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产生着重要

影响。学校可以通过开设篮球文化讲座、组织篮球活动、举办篮球比赛等方式来

加强体育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促进学生体育道德品质的提升。同时，

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体育博物馆、观看体育比赛等，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篮球文

化，感受篮球运动的魅力。通过这些方式，能够加深学生对体育精神的理解，有

助于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篮球教学中融入德育的意义重大，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重

要作用，在大学篮球教学中融入德育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能

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大学篮球教学融入德育是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

容，能够促进高校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大学篮球教学中融入德育时要注意以

下几点：第一，在教学内容上要注意德育内容的选取；第二，在教学方法上要注

意德育方法的创新；第三，在教学评价上要注意德育评价体系的构建。总之，在

大学篮球教学中融入德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良好

的效果。高校体育教师要不断创新教育方法和手段，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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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教学大纲（2021 版）

一、课程名称及课程编号

篮球 ，0000042、0000043、0000044

Basketball，0000042、0000043、0000044

二、学分学时

1学分 / 32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1．主体教材

《大学生体育与健康》熊辉主编，新华出版社 2018年 8第一版

四、课程属性

公共基础课

必修

五、教学对象

本校土木类，水利类，电气类，机械类，经济类，管理类，艺术设计类

六、开课单位

基础部

七、先修课程

体育 I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篮球课程的性质是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篮球课教学，

使学生对篮球知识、技术、技能及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法有进一步的了

解和掌握，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主要目标的基础课程之一，

它是学校体育教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运动参与目标：掌握篮球基本理论和知识，学会规范的篮球运动技术、技能

和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为终身受益奠定基础。使学生能

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培养终身体育意识，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的能力和

锻炼身体习惯，能编制可行的个人体育锻炼计划，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能力。

教学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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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能目标：能基本掌握篮球项目的基本知识、技术与技能，提高运动技

术水平。能担任一般小型篮球比赛的裁判工作，有一定的组织体育比赛能力和水平。

教学目标 3：

身体健康目标：能掌握合理有效的体育锻炼知识，学会选择与人体需要的营

养食品，正确评价和测试自己的身体体质与健康状况，养成良好的终身体育锻炼

的意识和生活行为习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教学目标 4：

心理健康目标：养成积极向上具有不断进取的生活态度，运用适宜的方法调

节自己的情绪，积极调整和改善自己的心理现状，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运动的乐趣

和成功的感觉。

教学目标 5：

社会适应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道德行为和团结、合作、互助的精神，

在体育教学中，教育学生努力向上的思想品德，学会做人做事和正确处理好竞争

与合作的关系，以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1．教学内容纲要

1.1 理论部分:

（1）篮球运动概述

（2）篮球竞赛规则、裁判法

1.2 实践部分:

1.2.1 基本技术

（1）脚步移动

（2）传接球

（3）运球

（4）投篮

（5）突破

（6）篮板球

（7）个人防守技术

（8）裁判实习、裁判法术

1.2.2基本战术

（1）进攻战术：传切配合、二打一，介绍进攻 2-3区域联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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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守战术：一防二、介绍 2-1-2区域联防

2. 知识要点

篮球基本技战术

3.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是正确掌握基本技术动作要领，把基本技术运用到实战中；

教学难点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形成教学相长的意识，形成长期锻炼的习惯。

4. 基本要求

本课程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初步掌握篮球运动的基础

理论知识、基技、战术和基本技能；对重点内容做到“会做，会讲，会赛”，使

学生具备一定的篮球比赛、训练能力及篮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工作能力。

5. 教学方法

讲解法、示范法、游戏法、分组练习法

十、课程思政设计

1．通过篮球课程中裁判教学，以及相互之间教学比赛提高学生公平竞争的

意识；

2．通过篮球分组教学、分组比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精神、培养学生的交

际能力；

3．通过篮球教学过程中篮球的防守训练磨炼学生的意志力，让学生体会到

只有辛苦付出才会有更好的收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4．通过教学比赛以及模拟考试等让学生体验成功和失败的教育，提高学生

抗压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1．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第一学期）

类别 教学内容 学时

理论部分
篮球运动概述 2

篮球竞赛规则、裁判法 2

实践部分

脚步移动 2

传接球 2

运球 2

投篮 4

篮板球 2

http://www.so.com/s?q=%E4%BA%BA%E4%BB%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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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战术 4

防守技术 4

防守战术 4

其它 考核 4

合计 32

2．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第二学期）

类别 教学内容 学时

理论部分
裁判法 2

裁判实习、 2

实践部分

脚步移动 2

传接球 2

运球 2

投篮 2

篮板球 2

进攻战术及比赛 6

防守技术 4

防守战术及比赛 4

其它 考核 4

合计 32

3．俱乐部赛程安排（根据俱乐部人数，合理分组），每支球队一学期不低于

15场次比赛。

十二、考核方式

体育选项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课堂表现

和出勤等）占 30%，考试占 70%（身体素质 30%，专项考试 40%）；

1．平时成绩 满分 30分

⑴课堂表现 15 分。课堂学习态度是否积极、认真、投入 技术、技能所表现出

的进步程度。

⑵出勤情况 15分。每缺勤一次扣 2分 缺勤五次 含五次 取消考试资格。

2．身体素质 满分 30分

第一学期 800/1000占 20%，跳远 10%

第二学期 800/1000占 20%，跳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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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项考试 40分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考试办法

男生

1 运用篮球场的

三个圆圈进行全

场绕“8”字运球

上篮往返。

2 对学生左右手

运球、变向运球、

行进间投篮技术

进行技评。

50-40
分

计时

（60%）

秒 -15 -17 -20 -23 -25 -30

底线持球开始，

运用篮球场的三

个圆圈进行全场

绕“8”字运球上

篮往返。要求来

回两次投篮必须

投中篮，投不中

须补投篮，直至

投中篮为止。

50分 30 26 23 20 18 15
40分 24 22 20 18 16 13

技评

（40%）

评分 优 良 中 及格 差

50分 20 18 15 13 10
40分 16 14 12 10 8

注：技评评分要求需在 30秒内进行。

优秀：动作舒展、协调。良好：动作较为熟练、正确。

中等：动作基本正确。及格：动作一般

女生

1 运用篮球场的

三个圆圈进行全

场绕“8”运球上

篮往返。

2 对学生左右手

运球、变向运球、

行进间上篮技术

进行技评。

50-40
分

计时

（60%）

秒 -18 -21 -24 -27 -30 -35

底线持球开始，

运用篮球场的三

个圆圈进行全场

绕“8”字运球上

篮往返。

来回两次须投中

一次篮，方为有

效。

50分 30 26 23 20 18 15
40分 24 22 20 18 16 13

技评

（40%）

评分 优 良 中 及格 差

50分 20 18 15 13 10

40分 16 14 12 10 8

技术评定（35秒内完成）

优秀：动作舒展、协调。良好：动作较为熟练、正确。

中等：动作基本正确。及格：动作一般

4． 各俱乐部考核方式为出勤率 20%+球队胜率 50%+身体素质 30%（结合体

测项目）。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1）《篮球运动教程》:孙民治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7-04-01

2．参考文献

[1]于素梅.论一体化课程建设对学校体育发展的促进[J].体育学刊.2019，（1）

[2]于素梅.国际视野下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考[J].中国学校体育（高

等教育）.2018，（6）.30-34.

[3]邓若锋 .大中小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诉求 [J].中国学校体

育.2018，（9）.31.

3．网络资源

中国学校体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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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王世辰 学 院 基础部体育教研室

课程名称 大学体育（篮球） 学 时 32学时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必修）

教材分析

大学篮球课程是大学生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科学的体育教育和

锻炼手段，达到增强体质与增进健康，促进身心和谐的发展。是以提高生活质量和

体育技能与素养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必修课，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

等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也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

教学内容 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教学目标

1. 认知目标：学生初步建立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的动作概念，了解双手传接球技术

的动作要领。

2. 技能目标：基本掌握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技术要领，班级 60-70%的学生可以自己

运用。

3.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坚持、团结协作的精神。

4. 体能目标：通过练习提高学生的上下肢的协调性，增强身体素质。

“课程思政”

教育

内容

1. 培养学生时间观念，掌控自己的人生。

2. 通过对准备活动以及放松整理活动的讲解，认识其重要性。

3. 把篮球技术要领总结成口诀话，善于把繁事化简，学会总结。

4. 通过分组练习，让学生多看多想同时提出问题，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5. 通过小组长带领学习的练习模式，培养小组长的领导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也培

养各小组间团结协作。

6. 最后总结：把体育课的准备活动和放松活动融入到日常锻炼中，养成体育锻炼的

好习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教学方法

与举措
1.分解法 2.完整法 3.分组练习法 4.巡回指导与纠正错误法

教学实施

过程

1. 准备部分：课堂常规点名以及热身准备活动

2. 基本部分：讲解双手传接球的技术要领、教师做完整示范、进行分组练习、进行

巡回指导与错误纠正。

3. 结束部分：做放松整理活动、课堂小结、收送器材、师生再见。

教学反思

大学篮球融入德育教育时要注意一下几点：

1.在教学内容上要注意德育内容的选取。

2.在教学方法上要注意德育方法的创新

3.在评价上要注意德育评价体系的构建。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各种篮球的书籍、杂志、报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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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施艺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89.11

照

片

职称 副教授 职务
美育教研室

主任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
政治

面貌
中国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艺术设计学院
高校

教龄
9

邮箱 447317682@qq.com 手机 15850589016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名称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 参赛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年级 大三（下） 学科门类 设计学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

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

产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

生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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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3-2024-2 2024.3-2024.6 56 21环设景观 17

2 2022-2023-2 2023.2-2023.5 56 20环设景观 60

3 2021-2022-2 2022.2-2022.5 56 19环设景观 59

4 2020-2021-2 2021.2-2021.5 56 18环设景观 61

5 2019-2020-2 2020.2-2020.5 56 17环设景观 58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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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广场景观设计

施艺

（艺术设计学院）

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

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课程教育需要与时俱进，

注重课程思政的建设。《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在我校“应用型本科”办学定位和“四

新”建设行动计划要求下，解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为育人根本

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传统教学中存在的，课程内容思政教育与实践环节展现不明显、

知识点抽象学生掌握不牢靠、知行不统一设计无内涵，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逐步完善以

学生为中心的、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模式的教学思政新思路。

教学过程中，OBE 模式的创新实践以学生为本，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

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思政内容优化，引导学生高效率掌握核心设计知识及逻辑，

并拓宽学习边界；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以知行合一，以多元化教学手段进行能力锻炼，科、

教、学、产与思政融合；加强教学过程中“四位一体”思政融入，注重“五育”育人，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古建和园林建造技艺等为载体与环境设计专业内容进行有机融

合，思政育人，再以思政推动教学。促进学生提升自主学习和转化应用的能力，培养创

新思维的意识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使其能够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和学科对人才的需求。

本报告旨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将党的精神融入专业，融入课堂，探讨道路广场

景观设计课程思政的创新设计。

关键词：创新思政融合；成果导向教学；新文科；“五育”育人

一、课程定位与介绍

1．课程定位

道路广场作为城市构成三大要素之二，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

道路与广场设计能为城市形象、社会发展和国家面貌展现有着的重要意义，而行

业的生力军，即所属专业青年学子的基本技能、思维模式和设计理念格局等对于

行业发展将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道路与广场景观设计领域对于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日益增加，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教学思政改革创新以顺应时代要求。

2．课程简介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作为我校环境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涵盖理论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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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两部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是学生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也是培养一流设计人才重要的支撑课程。课程设置 3.5学分，56个学时，通常在

大三第二学期进行授课。课程主要内容为道路广场概述与发展简史及设计原则、

空间设计、道路广场景观元素设计等与意境创造、现当代道路广场设计程序与实

践方法、道路广场空间构成、道路广场与生态系统、道路广场与人类社会等相关

知识。目前累积授课 9届学生，共计约 550人。

课程教学不是简单的理性知识的堆积，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

学习、思考、探索以及践行的能力，使学生能够适应未来学科和时代的发展变化

和国家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课程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掌握道路广场景观

设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如图 1）。课程

通过深度融合思政教育元素、结合专业知识技能构建科学合理的思政育人体系。

旨在引导学生理解道路广场景观艺术理论的指导意义，掌握与道路广场设计相关

的专业知识技能，培养独立的设计研究能力，追求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爱国

爱党的家国情怀和报效祖国的使命当担。为后续环境设计课程的学习打基础、做

准备。

图 1 围绕“思政”教学目标

二、课程思政创新设计的目的与意义

本报告旨在分析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现状，基于 2020 年 6 月由教育部正

式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

指导文件，提出围绕 8项对新文科提出的思政要求（如图 2），探讨思政元素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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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融入方式，以及思政创新在课程教学中的实践与应用，为提升课程质量提

供参考。

图 2 新文科 8 项思政要求

通过本报告的研究，可以为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及其他同类型设计课程的

思政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促进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不仅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专业素养，还能塑造他们健全的道德品质，从而为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

备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

三、教学中课程思政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

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是当今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从传统城市规划到

新型城镇化建设，从广场设计到绿色出行，从城市绿化到可持续发展，知识的广

度与深度都在不断拓展。设计作品能反映的是设计者的思想、审美体现、道德水

平及价值观，大众深处城市环境中，景观设计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由此可

见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前从内容上，难以时刻紧跟时代步伐，方式上，

传统的授课模式很难体现出课程的“创新性”、“实践性”、“时代性”及“挑战度”，

无法满足新型城市环境设计及规划人才培养要求。

分析学生产出教学效果，反思教学过程，发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如图 3所示:

1．课程内容思政教育与实践环节展现不明显，理论与实际应用脱节

景观设计领域强调创新和实践才能发展迅速。实践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

途径，然而，传统的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虽强调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践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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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也进行设计实践任务布置，但忽视了在实际实践设计项目中结合思政展现，

存在将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分离的现象，如在进行场地设计时，不考虑当地

历史文化元素分析及提取植入，这导致学生对专业知识和思政价值的理解不够深

入和全面；导致学生课堂所学知识难以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导致学生的

设计展现较“稚嫩”，缺乏“内涵”的现象。这种“知”与“行”不统一的现象，

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图 3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问题反思

2．教学方法单一，思政未全方位融入

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依赖于教师讲授专业知识，思政教育相对薄弱学生的参

与度和主动性不高，难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兴趣，限制了思政教育的效果。传统

的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注。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往往注重技能培养，忽视了价

值观的塑造。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影响了学

生的全面发展。

3．设计原理等知识与实践技能较抽象，知识目标难以实现

本门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道路广场景观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实际操作技能。然

而，这些知识对于学生而言是抽象的，难以直观理解。为了掌握这些原理，学生

需要较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创造力。对于逻辑思维能力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四、思政教学创新思路

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以创新驱动发展和专业认证理念为指

导，依据新文科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逐步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基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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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内驱力为导向的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模式的教学思路。强调教

学过程应围绕学生最终能达到的能力和成果来设计，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教学时间

或教师讲授的数量。将课程思政全方位贯彻与 OBE教学模式的六个教学环节中，

做到将课程思政润物无声的融入专业学习中，注重学生审美感受、创新能力、表

达能力、道德水平及社会责任感培养，如图 4所示:

图 4 OBE 教学模式的六个教学环节

OBE教学法要求教师从“讲师”转变为“导师”，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

变为“主动建构者”。这种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并且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实际获得，而非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最终，学

生达到的学习成果应用于后续课程的入学要求、专业认证或就业等领域，真正实

现教学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实际贡献。具体如下：

1．明确学习成果

首先，教师需要明确学生在该课程结束时应达到的具体学习成果。这些学习

成果通常会被细化为可衡量的能力或知识点。

2．制定能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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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成果，制定一系列的能力指标，这些指标应该是具体、可观测、可

评估的。能力指标不仅包括知识掌握，还应涵盖技能和态度。

3．设计教学活动

教师应设计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以确保学生能够达到这些能力指标。这些活

动应该是有目的的，能够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批判性思维。在次环节中加以

PBL（Project‐Based Learning项目化学习设计法），以设计项目为路径进行各项教

学环境推进。

4．实施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教学活

动中获得机会，以展示他们达到学习成果的能力。

5．持续评估

评估是 OBE 教学法的核心环节。它包括形成性评估和总结性评估。形成性

评估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断进行，以监控学生的进步并提供反馈。总结性评估则

是在课程结束时，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最终检验。

6．调整教学策略

根据评估结果，教师需要反思和调整教学策略，以确保学生能够持续进步并

最终达到既定的学习成果。

五、课程思政创新的方法与手段策略（思政创新在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中

的实践与应用）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为我校精品课程，主讲教师为省级一流教学团队

核心成员，已在在超星学习通线上平台开设完整线上教学课程，《道路与广场景

观设计》课程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政素质，将

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与专业认同、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的培植与

强化相融通，贯穿课程始终分时强化思政教育，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了

“知识要点-设计实例-思政讨论-身边热点"四位一体思政强化模式。这样才能在

城市设计过程中能把正确的价值观、民族精神、中国文化融合在设计中，让公众

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1．创新策略与方法（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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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思政框架

（1）课程教学内容创新（整合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与思政教育在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专业素养等方面

具有共同目标，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通过梳理和整合课程内容，将思政教

育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过程中自然地接受思政教育。

引入最新的道路广场景观设计理念和技术，更新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设计中紧

密结合城市特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等对环境设计专业岗位提出的市场需求，以

市场为导向，以应用为基础，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将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目

标定位在既要精通设计学基础知识，又能进行环境设计实践、且有正确三观的复

合应用型人才。

（2）课程教学方法创新（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 PBL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实践操作、小组讨论、实地考

察等多种教学手段，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激发

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和探讨思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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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组织学生参与实际项目或模拟实

践，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结合实践教学中的真实问题进

行思政教育。如对城市城市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进行实践案例分析，引导学生运用

思政元素进行设计实践。通过介绍我国优秀的道路广场景观设计案例，思政元素

在课程教学中的具体融入，培养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操作，培养学

生诚实守信、团结协作等道德品质；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严谨治学、勇于创

新的专业素养。

2．应用效果评价（课程评价体系创新）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评价思政创新在课程中的应用效果。完善评价

体系，增加过程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的比重，更加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评

价体系包括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两部分，以学生的课堂表现、实践操作和设计作

品为主要评价依据，由传统的教师评价转向师生互评和生生互评。

3．教师思政教育能力提升

教师是课程思政教学的主导者，加强教师的思政教育培训和学术交流，提升

教师的思政教育意识和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理解和接受思政教育。

六、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思政创新成果与启示

1．学生成绩及评价

分别统计了本人在近 3年内主讲的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在 3个学年的成绩

变化情况（如图 6）。数据显示，优秀及 80分以上的百分比均逐年上升，尤其是

优秀的百分比上升更加显著。同时，不及格率也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第三年度

的课程，良好的百分比急剧上升，不及格率幅度下降。主要原因在于，2020年进

行了该教学创新改革，并加强课程思政。

基于学生的评价（如图 7），从学生的视角出发，他们完成了教师预设的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四位一体”的培养目标，对于教学内容的设置、教

学方法的创新、外延知识的拓展、应用能力的培养等方面也给予了较多肯定。当

然，学生仍有所期待：“希望老师可以继续创新，打造更多精品课”。总之，教学

创新、思政创新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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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近 3 学年成绩提升与辐射

图 7 近以近 1 学年为例的学生教评

2．教师及指导学生获奖

（1）教师获奖（部分）

·获安徽省大学生环境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2023、2022、2021 年，排

名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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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皖江工学院教师技能大赛课件赛道二等奖，2023年排名第 1；

·获第五届全国高校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环艺设计组）二等奖 2022年，

排名第 1；

·获皖江工学院教师讲课竞赛二等奖，2021年，排名第 1；

·获安徽省级线上教学优秀课堂，2020年，排名第 1；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获批校级精品课程并结项，2021年，排名第 1；

（2）指导学生获奖

·指导学生获安徽省大学生环境设计大赛一、二、三等奖数项，2020-2023；

·指导学生获第 11届 NCDA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安

徽省赛区二、三等奖，2023；

·指导学生提名与入选第八届安徽美术大展-艺术设计展，2023；

·指导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城市非正式社交场的诞生——室内外景观互动

场构建》，2023；

·指导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生生不息——新型碳中和城市社区建筑景观规

划设计》，2022；

·指导学生完成国际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1。

3．成果启示总结

总结课程思政创新取得的成果，包括学生满意度、能力提升等方面。对成果

进行评价，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根据成果与评价，为今后的教学改革提供启

示。制定持续改进措施，以不断提升课程质量。

七、总结与展望

课程思政创新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学生思政素质的关键

途径。通过整合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以及提升教师思政教育能力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当前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的真

实问题，培养出既有专业技能又有思政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然而，课程思政创新

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以不断完善和提升课程思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通过对课程的详细剖析，发现该课程不仅包含了理论教学，还涵盖了实践教

学。在教学目标上，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在教学内容上，

涵盖了道路广场景观设计的基本原理、设计方法、案例分析等多个方面；在教学

方法上，采用了多种手段，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评价体系上，既注重过程评价，也注重成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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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将思政元素与课程教学相结合，从爱国主

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以及专业素养教育等多个方面，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

在具体的实践应用中，采用创新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如引入新的设计理念和

技术，更新教学内容；采用项目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参与

度和积极性；完善评价体系，更加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后期，还可以探

讨更多思政元素在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中的融入方式，为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更

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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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课程思政、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

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023年 11月 皖江工学院校级教学技能

大赛-课件赛道
校级-二等奖 皖江工学院 1

2 2022年 5月
第五届全国高校数字创意

教学技能大赛（环艺设计

组）国赛

国家级-二等奖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

础教育研究会
1

3 2021年 9月 皖江工学院教师讲课竞赛 校级-二等奖 皖江工学院 1

4 2020年 10月 安徽省级线上教学优秀课

堂
省级-优秀奖 安徽省教育厅 1

5 2020年 7月
第三届全国高校数字创意

教学技能大赛（环艺设计

专业）国赛

国家级-三等奖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

础教育研究会
1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2023 年指导学生参加安徽省大学生环境设计大赛（安徽省教育厅主办，

省级 B类）获得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

2．2023年指导学生参加第八届安徽省美术大展-艺术设计展（安徽省文联、

安徽省美术家协会，省级 B类）获优秀提名奖 1项，入选 3项；

3．2023指导生参加第 11届 NCDA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安徽省赛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省教育厅，国家级 B类）获二等奖 1项，

三等奖 1项。

4．2021 年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教育部，国家

级 A类）获国家级结项 1项，省级结项 4项；

5．2022 年指导学生参加安徒生国际艺术奖（丹麦王国安徒生文化艺术发展

委员，安徒生（国际）艺术奖执委会 Denmark H.C.Andersen Culture & Art

Committee，丹麦安徒生博物馆，国际比赛）获金奖 3项，银奖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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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以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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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广场景观设计”教学大纲（2021 版）

一、课程名称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2109240）
landscape design of Road square

二、学分学时

3.5学分/ 56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城市广场与街道设计》，赵宇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3版，2017年

09月出版

四、课程属性

专业教育课

必修课

五、教学对象

环境设计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艺术设计学院

七、先修课程

三维表现技法、建筑动画、环境建筑设计、园艺设计、住宅景观设计、环境

设施设计等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道路广场设计是景观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同时也是

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学生在经过景观设计专业理论和基础实践课程学习之

下，通过对本课程专业知识的学习运用，是进入高年级后系统性、综合性学习，

是高阶专业课程的第一步。本课程支撑毕业要求 2、3、4、5、7、11、12项。课

程包括城市广场与街道的定义与分类、广场与街道的发展、广场设计的原则、广

场组成要素的设计等有关内容。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城市广场与街

道的相关理论知识，掌握广场与街道规划与设计的基本原则方法，重点培养和训

练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为全面掌握景观设计以及从事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工作和

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通过学生的分组设计穿插在课堂的学习中，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平时的设计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D%A8%D6%FE%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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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并在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实例进行设计，

为今后从事环境设计创作奠定基础。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城市广场与街道的相关概念、组成、功能

以及广场——街道——建筑——人的相互关系，理解广场道路设计的要求和设计

理念，掌握设计的流程与原则。（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2）

教学目标 2：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分组设计这三方面。在课程的学习中，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求学生掌握城市广场街道的主要类型、广场街道的发

展过程、广场街道的设计原则、城市广场街道的空间设计、广场街道的客体要素

设计要点，能熟练的掌握效果图的表达要素、基本的结构和材质。（支撑本专业

毕业要求 3）

教学目标 3：

在讲授过程中运用多媒体示范教学方式和互动实践方式结合，让通过对知识

点进行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动手设计操作，将学生的理解与设计相结合，实行互动

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能力。对道路广场设计的掌握能力、设计水平、

语言表达能力等，提高综合水平。本课程要求学生课上认真听讲、不停动手、积

极发言、参与讨论；同时要求学生课外必须对所布置的设计作业进行认真完成。

（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4、5）

教学目标 4：

在本课程的学习中，同时培养学生对城市广场街道的设计兴趣;作为一名景观

设计师必须具备的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和良好审美素质，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

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支撑本专业

毕业要求 7、11、12）

九、课程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第一章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概述

1. 教学内容

1）广场与街道的起源与定义，中西方分析。

2）广场与街道的类型认识。

2. 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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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对道路和广场进行了介绍，梳理了它们的起源、定义与类型，对道路与

广场有最基本的认识。

3. 重点难点

1）重点：城市广场的起源、广场的定义、广场的分类，注重了解不同性质

城市广场设计的内容和特点。

2）难点：广场类型的不同划分方法，如按广场的性质和功能分类。

4. 基本要求

了解中西方的广场与街道的发展起源，对比中西差异；熟知广场与街道的概

念定义与类型，为后面实践部分打下基础。

5. 教学方法

本章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会对应相关

的广场与街道设计案例去和理论知识做一个支撑，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更

加直观的去学习本章知识，同时引导学生课后阅读相关专业知识的书目。

第二章 中西方广场与街道历史演变

1. 教学内容

中西方城市广场与街道的历史演变。

2. 知识要点

本章主要是讲述的是东方和西方的广场与街道的发展历史，通过时间线的展

开去看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展现状态，同时通过中西方来对比道路广场的发展利

弊，以及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归纳我国道路广场发展趋势。

3. 重点难点

1）重点：城市广场发展过程中各时期的代表作、现代中国城市的主题及快

速发展的利弊、未来城市广场的发展趋势。

2）难点：各时期广场街道代表作的分析。

4. 基本要求

通过时间发展线来熟记中西方的广场街道历史发展，收集各时期世界著名经

典广场街道设计案例；思考对我国今后广场设计的发展展望；作业如下：

1）收集九十年代中后期世界影响很大的著名景观设计师有关广场的作品（不

少于 4例）；2）收集现在的 2个著名现代广场景观设计案例进行自我学习补充。

5. 教学方法

本章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会对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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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片案例去和理论知识做一个支撑，让学生看到中西方各时期的街道广场的呈

现状态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的去学习本章知识同时引导学生课后阅读相关专业知

识的书目。

第三章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原则

1. 教学内容

1）城市空间体系分布的整体性：人性化原则、功能性原则、个性化原则、

可持续发展

原则。

2）自然景观的生态性。

3）文化的生态性建设。

2. 知识要点

本章主要从 4点讲授道路广场在设计时需要遵循的原则，人性化、功能性、

个性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突出整体性、生态性与文化性。

3. 重点难点

1）重点：广场设计中的人性化原则、功能性原则中的活动方式和简化分析、

个性化原则、可持续原则基本原理的理解以及灵活运用。

2）难点：行为与场所、行为与距离、广场中活动的方式及分析以及城市广

场设计的基本原则在设计的过程中的灵活运用。

4. 基本要求

由浅入深的掌握城市广场设计的基本原则，从人的视觉感受、行为心理习惯

及心理需求入手，为后面课程具体城市广场专题设计实践打下基础；思考在道路

广场的设计中应该怎样才能做到综合运用原则？

5. 教学方法

本章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会对应相关

的道路广场设计案例去和理论知识做一个支撑，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更加

直观的去学习本章广场道路设计原则知识。

第四章 道路广场空间设计

第五章 1. 教学内容

道路广场空间形态、空间尺度和空间的组织设计。

2. 知识要点

本章主要讲授的是广场与街道的空间设计，空间形态、空间尺度和空间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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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关系，为后期进行广场街道设计打下基础。

3. 重点难点

1）重点：广场设计的空间环境设计和广场中空间环境要素的设计，空间形

态、尺寸规模和广场道路内部的空间组织。

2）难点：道路广场的空间形态设计、空间尺度比例和空间的衔接，这些基

本原理在设计的过程中的灵活运用。

4. 基本要求

掌握城市广场设计的空间环境设计，主要体现在广场空间与周围建筑、道路

的关系，以及广场的序列空间；以城市广场为节点，思考它们在城市中的关系与

特征。

5. 教学方法

本章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会对应相关

的广场与街道的设计案例去和理论知识做一个支撑，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

更加直观的去学习本章知识。

第五章 道路广场景观元素设计

1. 教学内容

广场空间的三种物质实体设计即基面、边界和景观设施。

2. 知识要点

本章主要从分析地面元素、边界元素和绿化水体，这些元素的协调结合，综

合构成了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要素。

3. 重点难点

1）重点：广场空间与周围建筑和道路的组合关系，包括广场的地面元素等。

2）难点：地面元素、建筑元素和景观元素的协调运用。

4. 基本要求

掌握广场中空间环境要素的设计，包括：绿化、色彩、水体、地面铺装、景

观小品。

5. 教学方法

本章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会对应相关

的广场与街道的设计案例去和理论知识做一个支撑，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

更加直观的去广场与街道的景观元素设计知识。

第六章 城市景观小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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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1）城市空间中设施分类。

2）设施设计原则与设计要点。

2. 知识要点

本章主要讲授了城市环境空间中景观小品，景观小品的设计原则、作用与分

类，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户外公共艺术品包括景观小品的设计要点。

3. 重点难点

1）重点：城市景观小品对于环境空间的重要性反应在广场与街道的实用性、

形式美、整体性和人性化。

2）难点：景观小品在城市中的协调运用。

4. 基本要求

认识城市景观小品的作用及设计原则、不同分类方法，了解服务类设施和艺

术小品的区别与设计要点，为营造整体的道路广场效果打下基础；课后复习环境

设施设计课程内容，对本章内容做巩固。

5. 教学方法

本章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会对应相关

的景观设施小品设计案例去和理论知识做一个支撑，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

更加直观的去学习本章知识。

第七章 城市道路广场绿化设计

1. 教学内容

1）城市道路绿地的设计要点、意义作用和规划形式。

2）城市道路绿地样式、特点及设计的程序。

2. 知识要点

本章主要讲授城市道路广场的绿化方式，道路与绿化的构成与分类、城市道

路绿化在不同绿带类型中的植物选择与栽培方式、道路绿化的设计和不同类型广

场的植物景观设计方法。

3. 重点难点

1）重点：道路绿化在设计时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态功能、为保证道路行

车安全，道路绿化应符合行车视线要求。

2）难点：道路绿化应考虑街道上下附属设施的设置以及树种选种要适地适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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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熟知城市道路绿化的意义、作用、 各类道路绿化设计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学习与巩固植物的类型与特征，并且学会在广场与道路绿化设计中运用；思考城

市道路绿地设计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5. 教学方法

本章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会对应相关

的设施设计案例去和理论知识做一个支撑，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更加直观

的去学习本章知识。

第八章 道路与广场空间景观设计

1. 教学内容

1）城市道路广场景观节点设计。

2）城市道路广场空间活化设计及包含的几个方面要点。

2. 知识要点

本章主要讲授道路广场空间景观设计，包括城市道路广场景观节点设计、城

市道路广场空间景观活化设计。

3. 重点难点

1）重点：城市广场道路的景观节点去提升城市气质与整体性，道路的交叉

口、桥、站前广场、停车场和其他一些空间。

2）难点：城市道路广场空间活化设计也是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

利用城市中的街道广场空间，结合功能与文化为人们提供舒适的活动区域。

4. 基本要求

认识道路广场空间景观节点设计的基本设计点，广场街道活化的注意点，并

且在实践设计中要体现，同时设计的方法和原则要熟知，进行设计案例带入性的

思考；根据所学内容，进行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初步训练，指定街道 CAD 图纸，

布置道路景观。

5. 教学方法

本章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会对应大量

相关的广场街道设计案例去阐述，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的去学习

本章道路广场的具体涉及到的细节性的空间和处理手法，通过课后设计实践作业

来加深和运用知识。

第九章 道路广场设计程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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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1）设计的过程与步骤。

2）设计成果与文件。

2. 知识要点

本章详细讲述了道路广场景观设计的程序步骤与方法，还有具体设计成果与

文件的呈现要求，清晰明了，为后期做各类景观设计打下坚实基础。

3. 重点难点

1）重点：城市广场与城市街道的设计是城市景观设计中综合性要求较高的

专项课题设

计，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设计基础知识和设计表达能力。

2）难点：设计成果文件的具体分类及所涉及的图纸。

4. 基本要求

要求掌握道路广场设计的过程与步骤，详细完整的进行成果文件的表达，清

晰规范。

5. 教学方法

本章全部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在知识点讲授过程中会对应相关

的道路广场设计案例，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的去学习本章道路广

场设计程序与方法知识。

第十章 教学组织（实践教学）城市街道景观案例解读

1. 教学内容

街道景观设计教学案例：

1）现代城市——开发区街道景观设计。

2）古典风格——南京夫子庙贡院街景观改造设计。

3）城镇街道界面景观改造设计。

2. 知识要点

本章单独讲述 3例街道景观设计与改造案例，利用前期的街道理论知识结合

实际案例来进行对应加深学习。

3. 重点难点

本章为学生实践操作的重要基础，通过观看案例讲解来充分理解知识运用，

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思考，为后期设计打下基础。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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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通过案例理解街道景观设计的程序、步骤与方法，熟知设计成果文件的

表达方式与规范要求；根据给定的 CAD 进行城市中心三角广场设计。

5. 教学方法

本章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学生作业教师点评和一对一设计指导

的混合方式，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的学习设施设计的方法；课后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资源优势，使用 QQ、电子邮件、微信等多种形式在师生之

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使学生在课后仍然可以和教师进行交流看设计方案。

第十一章 教学组织（实践教学）城市广场景观大师设计案例解读

1. 教学内容

广场景观设计教学案例：

1）天安门“红丝带”景观雕塑与俞孔坚“红丝带”案例；

2）张唐景观——苏州樾园广场设计案例；

2. 知识要点

本章讲述广场景观设计与改造案例，利用前期的街道理论知识结合实际案例

来进行对应加深学习了解设计。

3. 重点难点

本章为学生实践操作的重要基础，通过观看案例讲解来充分理解设计方法与

思路运用，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思考，为后期设计打下基础。

4. 基本要求

学会通过案例理解广场景观设计的程序、步骤与方法，熟知设计成果文件的

表达方式与规范要求。

5.教学方法

本章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学生作业教师点评和一对一设计指导

的混合方式，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的学习设施设计的方法；课后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资源优势，使用 QQ、电子邮件、微信等多种形式在师生之

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使学生在课后仍然可以和教师进行交流看设计方案。

第十二章 教学组织（实践教学）世界著名景观事务所广场设计案例解读

1. 教学内容

广场景观设计教学案例：洛杉矶潘兴广场改造设计——四项。

1）James Corner

2）SWA+Morp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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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HY+Civitas

4）Agence TER（法国岱禾）

2. 知识要点

本章通过洛杉矶潘兴广场改造设计，讲述 4个世界著名景观事务所的潘兴广

场改造案例，通过同一个案例的不同表达方式和手法，结合利用前期的广场理论

知识结合实际案例来进行对应加深学习。

3. 重点难点

1）重点：本章为学生实践操作的重要基础，通过观看案例讲解来充分理解

知识运用，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思考（本章 4 个案例为同一项目），为后期设计

打下基础。

2）难点：在 4个案例中吸取共性，思考什么是好的设计。

4. 基本要求

学会通过案例理解广场景观设计的程序、步骤与方法，熟知设计成果文件的

不同表达方式与规范要求。

5. 教学方法

本章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式教学方式、学生作业教师点评和一对一设计指导

的混合方式，通过观看设计案例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的学习设施设计的方法；课后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资源优势，使用 QQ、电子邮件、微信等多种形式在师生之

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使学生在课后仍然可以和教师进行交流看设计方案。

十、课程思政设计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作为设计专业教育课程，在保证课程理论教学与

实践训练的功能基础上充分融入课程思政：

第一章 通过中西方道路与广场历史发展解读，深刻了解我国优秀的城市建

筑景观历史文化发展，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肃然起敬，在后期现代景观设计、

城市规划设计等中能很好融入中国特色，促进文化传承，增强民族自豪感。

第三章 在道路广场的设计原则中通过将人性化原则、功能性原则、个性化

原则、可持

续发展原则结合价值观等内容渗透到教学过程中，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

觉悟，打造全面育人模式，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爱国守法、创新实践的精神，完

成成人、成才相结合教学目标。

第七章 深化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和专业技能，结合思政教育后，把思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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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渗透到教学中。以创新为导向，引导学生从由简到繁解决设计问题。通过城市

道路广场中植物认识与运用，分解教学方式逐步落实课程教学，挖掘中国古典园

林中造园植物特点加以运用，在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同时提高学生思想水平，并使

学生养成时刻吸取传统技艺精华的基础上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化课程思

政功能导向。

第十一章 采用国内外优秀景观设计案例解读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性，

结合思政元素挖掘学生潜能，增强对学生人文素养、思想道德的引导。突出文化

引导案例为学生后期进行实际景观项目设计提供思维启发，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竞

争精神、协作精神和正确运用设计技能，让学生真正能够体验具体设计项目，完

成整套完整的设计流程，这样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让学生对设计行业有一定的敬畏心理，增强学生的职业素养，培养“精于

工匠于心、品于行”的精神。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3学时

第二章 4学时

第三章 3学时

第四章 5学时

第五章 5学时

第六章 3学时

第七章 5学时

第八章 5学时

第九章 5学时

第十章 6学时

第十一章 6学时

第十二章 6学时

授课学时 24，设计实践学时 32

十二、考核方式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为考试，包括：过程性考核

（40%）+结果性考核（60%）。

1．过程性考核（40%）

平时课堂表现及课中作业反馈等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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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性考核（60%）（考核具体内容详见任务书）

期末设计作业：根据给定的 CAD 进行城市中心三角广场景观设计综合文本。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1]《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刘滨宜.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2]《环境设施设计》.鲁蓉，刘晓雯.安徽美术出版社.2009年

[3]《城市道路景观规划设计》.刘滨谊等.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欧洲景观设计实地调研》 .欧洲景观设计基金会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

社.2008

[5]《街道的美学》.芦原义信.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6]《人居环境导论》.吴良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网络资源

[1]道路广场景观设计案例视频资料

[2]景观中国 www.landscape.cn

[3]ABBS建筑论坛 www.abbs.com.cn

[4]古德设计网 www.gooood.cn

http://www.landscape.cn/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www.abb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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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施艺 学 院 艺术设计学院

课程名称 道路广场景观设计 学 时 56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教材分析
《城市广场与街道设计》，赵宇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3 版，2017年 09

月出版

教学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为文化强国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本章通过围绕“文化”

的广场景观设计案例进行思路分析，利用前期的街道理论知识结合实际案例来进行

对应加深学习了解设计。

本章为学生实践操作前的重要一步，通过观看案例讲解来充分理解设计方法与

思路运用，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思考，为后期设计打下基础。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广场景观的艺术处理手法

2.能力目标：能够分析各类广场道路场地中景观的艺术处理手法；在设计布局中，

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景观艺术处理手法来增加景物艺术感染力。

3.素养目标：引导学生提升审美和人文素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创作观；激发学

生的家国情怀，增强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学生担

负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

4.思政育人目标：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和案例式教学的模式，链接 “地域文化“、

“文化自信“、“生态文明”等思政元素，帮助学生理解红色文化的宝贵价值并树

立深度认同感。以提升专业能力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

“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本节课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通过情境导入、案例分析，启发学

生思考。基于分组任务驱动，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探索景观艺术处理方法在各类广场

绿地中的综合运用，并能认识到其对提升景观效果、增加景观艺术感染力起到重要

作用。同时，在对案例的层层剖析过程中，感知“ “地域文化”、“生态文明”等

红色文化的宝贵价值，延续与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信，主动担负民族复兴的

重担。

教学方法

与举措

基于 OBE教学模式，以 PBL项目化教学为辅助，利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构架——思政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的设

计思维体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D%A8%D6%FE%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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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教学过程 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课前签到
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在课堂安静就坐，通过扫码

进入学习通堂线上教室，完成出勤签到。

培养学生尊师重

道，守时律己的品

德素养。

新课导入

2分钟

（一）温故导入

第 9章（第 7大部分）内容回顾：设计的程序

步骤与成果，导入第十章（第八部分）：教学组织

——设计实践

启发式教学，帮助

学生链接新旧知

识点，利用思思考

顺理成章地引出

新知识。设问：现如今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城市广场或

着街道设计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亮点？

思考：为什么 王澍能获得普利茨克奖？

讲授新课

3分钟

（二）讲授新课

通过王澍作品分析得出成功启发

启发-结论：

中国元素：凝结着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并

体现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或风俗习

惯。

乡土人文：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

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

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

地域文化特色：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导

致历史文化背景差异，从而形成了明显与地理位置

有关的文化特征。

举例说明成功点在各设计类别中的应用展现，

进一步印证所得结论。

通过成功作品分

析，找到关键点，

后期通过关键点

引出如何进行好

的设计，紧扣课程

思政。

互动提问

0.5分钟

学生积极参与雨课堂在线答题。

题目：“如何设计？如何进行好的设计？”

学习通互动提问，

巩固知识点，引出

后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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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讲授

1分钟

（三）课程思政

通过前面启发结论得到文化的重要性，引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新的历史方

位上为文化强国建设指明前进方向。

2023年 4月，《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文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文章强调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各民族历史文

化的研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融入二十大精神

“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

进一步强调“文

化”的重要性，及

在设计中的可行

性，激发学生对本

专业的认同感和

时代赋予本专业

学生的责任感。

案例分析

7分钟

1.红飘带艺术装置——艺术文化

2.秦皇岛红飘带公园——生态文化

3.香港谭公庙广场——民俗文化

4.苏州樾园——地域文化

“文化”具有独特

内涵和突出特质，

深入挖掘文化的

时代价值，推动文

化赓续不绝，传承

发展。

课堂小结

1分钟

（四）课程小结

文化在广场景观设计中的体现：

秦皇岛红飘带公园（生态文化）+红飘带艺术

装置（艺术文化）+苏州樾园（地域文化）+香港谭

公庙广场（民俗文化）。

启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景观审美观和创作

观。深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增

强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

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以文培元，以

文铸魂，保护传承

弘扬中国文化，为

城市、乡村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大的

价值引导力、文化

凝聚力、精神推动

力和现实创造力，

共同筑牢民族共

同体意识。

作业布置

0.5分钟

（五）布置作业

请结合本节课的专业知识点，以小组形式进行

对马鞍山主城区的广场进行调研，通过拍照记录、

现场手绘等方式，分析广场的景观艺术处理方法；

以马鞍山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马鞍山文化广场设

计；最终成果以 A4 文本形式展现，并进行 A0展
板排版 1-2张。

通过调研，能对本

节课知识进行再

巩固再认识，增强

自主学习能力；通

过广场设计项目

实践，锻炼学生设

计思维与设计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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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1.反思成功点

能够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通过分析实际案例并在案例中不断的

设问，使学生深入情境，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小组讨论的形式促进每位同

学加入思考，为解决问题献计献策，学生的思维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主动参与学习，

成为学习的主人。

思政育人融入专业育人，摆脱教书和育人“两层皮”的现象，重视人文素养和

思想品德素质教育，充分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2.反思创意点

互动提问与小组讨论、案例分析与多媒体方式相结合，能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加深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3.反思失误点

在学生参与回答或讨论问题的时候，应注意合理控制时间，把握学生讨论的力

度。对于学生回答问题语言表达不够准确时，要做出规范完善的示范，“细心”地

观察学生，多对学生进行激励性评价。

4.反思后续点

团队教师根据教师实际授课情况，结合学习通平台等系统数据反馈，总结课程

思政育人与专业知识教学融入的成功及不足之处。通过统计学习通平台中的数据，

发现和帮助学习中存在问题的学生。同时，根据持续跟踪学生、团队教师及学习通

等在线平台的数据反馈，以期做到课程建设的更新。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1.参考教材

[1]《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刘滨宜.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2]《环境设施设计》.鲁蓉，刘晓雯.安徽美术出版社.2009年
[3]《城市道路景观规划设计》.刘滨谊等.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欧洲景观设计实地调研》.欧洲景观设计基金会.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5]《街道的美学》.芦原义信.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6]《人居环境导论》.吴良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网络资源

[1]道路广场景观设计案例视频资料

[2]景观中国 www.landscape.cn
[3]ABBS建筑论坛 www.abbs.com.cn
[4]古德设计网 www.gooood.cn

http://www.landscape.cn/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www.abb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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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马明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81.7

照

片

职称 高工 职务 专职教师 学历 硕士

民族 汉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土木工程学院
高校

教龄
2年

邮箱 46589500@qq.com 手机 18915978477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参赛

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

年级
大三

学科

门类
专业基础必修课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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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3-2024
第一学期

2023.9-2023.2024.1 64
土木 2023级

专升本
57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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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思政教学创新报告

——以为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例

课程思政是一种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综合教育理念，以构建“三

全育人”形式将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课程作为教

师与学生互动的主要媒介，不仅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更是培养学生严谨

治学、探索求真的科学思维，辩证思考、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工程实践能力的主战

场，同时也是社会评判学校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

业课程，加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对培养

具有家国情怀、民族自信和怀揣职业理想的新时代好青年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专业类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土木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通过对多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调研和统计分析，专业课学分基本均占到总学分的 50%以上，以皖江工学院

为例，专业课学分占比达到 52.3%。其中混凝土结构系列课程包括混凝土结构设

计原理、混凝土砌体结构设计两门理论课以及肋梁楼盖、砌体结构设计两门课程

设计实践课程，共计 10 个学分，占到专业课学分的 10%左右。混凝土结构系列

课程也是后续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组合结构设计、土木工程施工和毕业设计等课

程的基础。因此，以混凝土结构课程为例，针对具体知识单元探讨如何合理、科

学地进行土木工程专业类课程思政设计，不仅能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

皮”问题，将思政元素如盐入水地引入专业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且对其他专业课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教学背景

混凝土结构系列课程中的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是大土木多个专业的专业基

础必修课和核心课。该课程基于现行的设计规范，知识面广、实践性强与实际工

程设计和施工密切相关；也是联系先修的力学课程和后续的设计类和施工类课程

的“桥梁”。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毕业后能否胜任专业岗位的要求。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分析与计算是该课程的第三个知识单

元，该单元的基本理论不仅是后续受压、受拉构件承载力计算的基础，其分析和

学习方法同样适用于各类构件的学习。因此，选用本单元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知识单元为样本，进行思政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具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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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二、教学设计

（一）学情分析

课程授课对象为大三学生，学生已经初步具备了专业基础知识，正处于对专

业知识实际应用的渴求阶段。该课程也是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工程素

养和严谨科学态度，以及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的核心课程。因此，

其既可通过与先修专业基础课程的联系构建学生的整个专业知识体系以及加强

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又可通过工程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观能动性，

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这个阶段的学生，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已

经不能满足需求，在各种多媒体网络设备的吸引下，部分学生自控能力较差，沉

迷于手机和网络，不能接受知识型传授和填鸭式教育的课堂。他们更希望能参与

课堂教学，希望课堂教学比手机更有趣，更能吸引注意力，渴望实践。通过对在

校授课班级 2021 级土木工程专业学生以及往届毕业学生的调查发现，绝大部分

学生普遍认为，无论从事房地产开发、结构设计及工程施工等工作，还是继续深

造，都需要掌握或理解本课程知识。但由于本课程综合性强、实践性强、原理抽

象、公式复杂和实验多等特点，虽然学生非常重视本课程，也付出了较多学习时

间，但不及格现象仍然很多，为最容易挂科的课程之一。

（二）教学设计

基于以上的学情分析，课程的教学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想要解决学生学和

教师教之间的问题，就需要通过各种课程教学设计的实施使学生爱上学习、主动

学习。从 OBE 教学理念出发，将思政元素与教学有机融合，从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组织、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四个方面进行教学设计。

1．教学目标

基于 OBE 理念反向设计教学目标，由社会、行业和专业发展需求决定人才

培养目标，由人才培养目标确定学生毕业时所需达到的要求，再由毕业要求构建

课程体系。根据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要求，制定课程的教学目标，进而确定单筋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的思政和专业教学目标。

思政目标：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品德修养、责任担当和职业操守，良好的爱

国情怀、工程素养和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专业目标：能够推导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公

式，并能熟练应用公式进行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计算（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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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计）和截面复核。

2．教学内容组织

在内容组织上，分为三个层次，即基本知识层次、分析能力层次和工程应用

能力层次。基本知识层次包括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分析能力层次包括设计步骤

和典型例题、实际工程案例分析；工程应用能力层次包括实际构件设计和实际工

程问题解决方案。

3．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设计本着“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将思政元素有

机融入教学案例，进行教学过程设计，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学过程流程图

学生课前预习，收集房屋或桥梁结构破坏工程案例，查阅资料，分组讨论，

初步分析造成结构破坏原因；思考作为土木人，应该怎么做可以避免这些破坏发

生？课中 5~8 分钟典型事故分析个人展示，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表达能力、

查阅资料能力。教师引入汶川地震房屋破坏和桥梁坍塌工程案例（图 2），引导

学生回忆相关内容，并运用已学知识，分组讨论分析梁、板破坏的原因和事故产

生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图 3）。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和责任担当的同时，使学生深

切体会到，知识的力量、设计、施工的重要性，作为土木人的职业担当；从而教

会学生责任与担当，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操守，增

强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启发学生深入思考造成梁、板破坏的力学原因的基

础上，从工程实际需要出发给出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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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汶川地震震害 （b）桥梁坍塌

图 2 工程案例图片

图 3 课堂讨论

围绕课程目标，罗列达成课程目标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承载力计算的基本

公式。然后，教师先进行承载力基本公式知识点讲解，并对知识点进行细化，化

为若干子知识点，如承载力公式的依据，纵向钢筋面积计算的其他方法等设计相

关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参与相关知识的讨论，翻转课堂，并由学生讲述

部分子知识点。另外，通过受弯构件计算过程中要遵循的设计规范，使学生认识

到学习和遵守规范、标准要求的重要性，引入“国家安全观”、“职业修养”和“工

匠精神”教育。知识点学习完成后，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给出实际工程问题的解

决方案，进行分组讨论和发言。教师进行点评，判断方案是否满足给定的指标要

求，如果满足，就达成课程目标；如果不满足，继续完善，直到满足指标要求。

教师在点评过程中，要启发学生设计时由于所采用的材料不同，估算的截面尺寸

不同，设计结果不是唯一的，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工程观和优化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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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课堂思政教育

课后利用学习通、班级的微信群、QQ 群发布课外学习视频、学习资料和课

外作业，加强知识点巩固和知识拓展，并时时为学生答疑和沟通交流。

4．教学方法设计

在教学方法上，合理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学习积极性。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有启发式教

学、小组讨论、工程案例教学和情景现场教学。启发引导，从学生被告知到学生

自己认知，使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具主动性。小组讨

论相对于教师课堂讲授更能活跃课堂气氛，学生会更积极地融入课堂，增加对课

程的学习兴趣。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从而提高学生主

动探索的能力。在本知识单元中，针对工程事故的原因分析、实际工程问题的设

计方案问题开展学生小组讨论。工程案例教学和情景现场教学不仅使学生能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实际工程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而且能增强其责任担当，培养勇于面

对挑战和迎接挑战的勇气。

四、教学实施

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分为三个步骤：课前自主预习、课中积极学习和课后主

动巩固与拓展。课前预习通过在学习通上发布自主学习任务，同学自由分组，完

成相关结构破坏工程案例收集，并进行初步分析，选出小组代表进行课堂发言（图

3）。在学习通上查阅课程课件并分组进行知识点预习。通过这几项工作的完成，

学生能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进入本单元知识的学习状态，从以前老师讲、学生

听的方式，转化为老师带领学生自己发掘知识；通过分组和小组共同学习，也可

以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课中学习，学生需要在课堂中完成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承载力计算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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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学习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公式，学习如何应用基本公式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并

需要分组发言，与同学分享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老师引入工程案例并提出问题、

学生分组发言，老师总结和归纳；给出实际工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楼板、楼

梯和梁的负弯矩区截面的设计和复核），从而确定课程的学习目标。学生带着学

习目标进行知识点的进一步学习，学习过程中，教师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知识点讲解完成后，给出实际工程问题，学生分组课堂讨论，选出

小组代表讲解解决方案。教师最后进行点评、归纳和总结，引入“国家安全观”、

“职业修养”和“工匠精神”教育（图 4）。通过课堂学习，学生掌握了知识，

并应用所学基本知识，解决了实际工程问题，感受了学习的快乐和成就感，为后

续课程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通过以上完整的教学实施过程，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到课程学习的各个环

节，让学生在达到课程所要求的专业目标的同时，让德育入脑入心，不只流于表

面，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五、结束语

混凝土结构系列课程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以混凝土结构

原理课程中的经典知识单元为例，探讨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教学设计，使得学生

在学好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使学生能够

正确认识混凝土结构在建筑行业发展过程中乃至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树立爱

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加强集体主意和团队协作精神，具备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和“科技报国，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精神，具备高尚职业道德、工程素养、科

学精神、社会意识以及精益求精的学习作风；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行，

对同类设计课程具有积极的引领和实际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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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思政创新成果支撑材料

混凝土结构系列课程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以混凝土结构

原理课程中的经典知识单元为例，探讨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教学设计，使得学生

在学好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使学生能够

正确认识混凝土结构在建筑行业发展过程中乃至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树立爱

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加强集体主意和团队协作精神，具备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和“科技报国，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精神，具备高尚职业道德、工程素养、科

学精神、社会意识以及精益求精的学习作风；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行。

1 教学过程

教学设计本着“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将思政元素有

机融入教学案例，进行教学过程设计，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学过程流程图

学生课前预习，收集房屋或桥梁结构破坏工程案例，查阅资料，分组讨论，

初步分析造成结构破坏原因；思考作为土木人，应该怎么做可以避免这些破坏发

生？课中 5~8 分钟典型事故分析个人展示，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表达能力、

查阅资料能力。教师引入汶川地震房屋破坏和桥梁坍塌工程案例（图 2），引导

学生回忆相关内容，并运用已学知识，分组讨论分析梁、板破坏的原因和事故产

生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图 3）。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和责任担当的同时，使学生深

切体会到，知识的力量、设计、施工的重要性，作为土木人的职业担当；从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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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生责任与担当，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操守，增

强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启发学生深入思考造成梁、板破坏的力学原因的基

础上，从工程实际需要出发给出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a）汶川地震震害 （b）桥梁坍塌

图 2 工程案例图片

图 3 课堂讨论

围绕课程目标，罗列达成课程目标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承载力计算的基本

公式。然后，教师先进行承载力基本公式知识点讲解，并对知识点进行细化，化

为若干子知识点，如承载力公式的依据，纵向钢筋面积计算的其他方法等设计相

关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参与相关知识的讨论，翻转课堂，并由学生讲述

部分子知识点。另外，通过受弯构件计算过程中要遵循的设计规范，使学生认识

到学习和遵守规范、标准要求的重要性，引入“国家安全观”、“职业修养”和“工

匠精神”教育。知识点学习完成后，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给出实际工程问题的解

决方案，进行分组讨论和发言。教师进行点评，判断方案是否满足给定的指标要

求，如果满足，就达成课程目标；如果不满足，继续完善，直到满足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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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点评过程中，要启发学生设计时由于所采用的材料不同，估算的截面尺寸

不同，设计结果不是唯一的，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工程观和优化设计理念。

图 4 课堂思政教育

课后利用学习通、班级的微信群、QQ 群发布课外学习视频、学习资料和课

外作业，加强知识点巩固和知识拓展，并时时为学生答疑和沟通交流。

2 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合理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学习积极性。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有启发式教

学、小组讨论、工程案例教学和情景现场教学。启发引导，从学生被告知到学生

自己认知，使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具主动性。小组讨

论相对于教师课堂讲授更能活跃课堂气氛，学生会更积极地融入课堂，增加对课

程的学习兴趣。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从而提高学生主

动探索的能力。在本知识单元中，针对工程事故的原因分析、实际工程问题的设

计方案问题开展学生小组讨论。工程案例教学和情景现场教学不仅使学生能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实际工程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而且能增强其责任担当，培养勇于面

对挑战和迎接挑战的勇气。

3 教学实施

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分为三个步骤：课前自主预习、课中积极学习和课后主

动巩固与拓展。课前预习通过在学习通上发布自主学习任务，同学自由分组，完

成相关结构破坏工程案例收集，并进行初步分析，选出小组代表进行课堂发言（图

3）。在学习通上查阅课程课件并分组进行知识点预习。通过这几项工作的完成，

学生能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进入本单元知识的学习状态，从以前老师讲、学生

听的方式，转化为老师带领学生自己发掘知识；通过分组和小组共同学习，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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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课中学习，学生需要在课堂中完成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承载力计算的学

习，学习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公式，学习如何应用基本公式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并

需要分组发言，与同学分享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老师引入工程案例并提出问题、

学生分组发言，老师总结和归纳；给出实际工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楼板、楼

梯和梁的负弯矩区截面的设计和复核），从而确定课程的学习目标。学生带着学

习目标进行知识点的进一步学习，学习过程中，教师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知识点讲解完成后，给出实际工程问题，学生分组课堂讨论，选出

小组代表讲解解决方案。教师最后进行点评、归纳和总结，引入“国家安全观”、

“职业修养”和“工匠精神”教育（图 4）。通过课堂学习，学生掌握了知识，

并应用所学基本知识，解决了实际工程问题，感受了学习的快乐和成就感，为后

续课程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通过以上完整的教学实施过程，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到课程学习的各个环

节，让学生在达到课程所要求的专业目标的同时，让德育入脑入心，不只流于表

面，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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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教学大纲（2021 版）

一、课程名称及课程编号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0401063A）
Design Principle of Concrete Structures

二、学分学时

4学分 / 64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

混凝土结构（上册、中册），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合编，第七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四、课程属性

专业基础课

必修

五、教学对象

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土木工程学院

七、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工程制图、工程材料、材料力学、结构力学

等。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是主要研究钢筋与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混凝土

结构设计的原则和方法、各类钢筋混凝土构件承载力计算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基

本原理的一门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钢筋与混凝土材料的强度和

变形特性，混凝土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受弯、受压、受拉和受扭构件的受力性

能、破坏形态和特征、非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承载力计算、配

筋构造等，掌握结构和结构设计的基本概念，具备基本构件和梁板结构的设计能

力，并能理解相关规范，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从事土木工程结构设计、施工管理

等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课程着眼于理论知识与实际工程相结合，注重素质和能

力培养，逐步提升利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锻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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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及适应发展的素质。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本特点、功能要求和一般设计

原则；使学生熟悉混凝土结构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钢筋与混凝土粘结机理和锚

固要求；使学生掌握各类构件承载力计算、截面设计和构造措施；使学生具有钢

筋混凝土基本构件和梁板结构设计能力等。（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知识、能力、

素质矩阵：4、5、6、9）

教学目标 2：课堂教学结合工程实例，培养学生对钢筋混凝土梁、柱及板等

主要受力构件的认知，使学生对实际工程结构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与了解，能初步

掌握分析工程问题、简化工程问题、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支撑

本专业毕业要求 2，知识、能力、素质矩阵：8）

教学目标 3：：在课堂研讨活动中，列举典型的工程案例，让学生自行讨论；

运用所学知识建立工程案例中相应问题的理论模型，选择合适的参数、本构关系

及计算软件等分析实际工程问题，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应用所学知识发

现、分析和解决结构工程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2、3、4、

5，知识、能力、素质矩阵 9、12、13、14、16）

教学目标 4：在研讨过程中，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引导学生考虑工程安全控

制、法律及环境等因素进行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并从结构工程的重要性方面，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思想道德，以及对今后混凝土结构施工与设计有终身学

习的态度与适应发展的素质。（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6、7、12，知识、能力、

素质矩阵 3、4、15、18、24）。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一章 绪论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发展和应用

第三节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2. 知识要点

引入钢筋混凝土基本概念及其特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应用及发展、结构的

功能和极限状态简述、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本课程的任务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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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难点

钢筋混凝土的优缺点、本课程的特点，加强学习兴趣培养。

4. 基本要求

（1）掌握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本概念，理解钢筋和混凝土为什么能在一起

共同变形、共同受力；

（2）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利用大量工程图片介绍优秀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设成就。

第二章 混凝土结构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

第二节 钢筋的物理力学性能

第三节 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

2. 知识要点

单轴向应力状态下的混凝土强度、复合应力状态下混凝土的强度、一次短期

加载下混凝土的变形性能、混凝土的变形模量、荷载长期作用下混凝土的变形性

能、混凝土的收缩与膨胀、混凝土的疲劳、钢筋的种类、钢筋的强度与变形、钢

筋的疲劳、钢筋的连接、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的概念、粘结力的组成、拔出试验

粘结应力-滑移关系、保证粘结锚固的措施。

3. 重点难点

混凝土的强度指标、复合应力状态下的混凝土强度、混凝土的本构关系曲线、

混凝土的变形模量、混凝土的徐变、钢筋的强度指标、钢筋的变形、钢筋与混凝

土的粘结的概念、粘结力的组成。

4. 基本要求

（1）掌握混凝土的强度指标、复合应力状态下的混凝土强度；

（2）掌握一次短期加载下混凝土的变形性能、荷载长期作用下混凝土的变

形性能；

（3）掌握钢筋的强度和变形；

（4）掌握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的概念、粘结力的组成。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分析讨论、观看试验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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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受弯构件正截面的受弯性能

第二节 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第三节 双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第四节 T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第五节 梁、板的一般构造

2. 知识要点

适筋梁正截面受弯的三个受力阶段、正截面受弯的三种破坏形态、配筋率、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基本

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截面设计和截面复核、双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的基本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T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基本

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T形截面的判别、梁板的一般构造。

3. 重点难点

适筋梁正截面受弯的三个受力阶段、正截面的三种破坏形态、单筋矩形截面

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基本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双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基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T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

力的基本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

4. 基本要求

（1）适筋、超筋和少筋三种正截面破坏形态；

（2）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基本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

（3）双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基本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

（4）T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基本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观看试验录像，结合试验，加深对少筋、适筋和超筋破坏的理解，

作业。

第四章 受弯构件的斜截面承载力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无腹筋梁斜截面的受力状态及斜截面破坏形态

第三节 有腹筋梁斜截面受剪破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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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

第五节 正截面和斜截面受弯承载力

2. 知识要点

斜裂缝的出现和发展、腹筋的概念、无腹筋梁斜截面上的受力状态、斜截面

受剪承载力和受弯承载力的概念，影响无腹筋梁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主要因素，

无腹筋梁斜截面受剪破坏形态及发生条件、有腹筋梁斜截面受剪破坏形态及发生

条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正截面和斜截面受弯承载力的保

证措施。

3. 重点难点

斜截面受剪和受弯承载力的概念、剪跨比、无腹筋梁和有腹筋梁斜截面受剪

破坏形态及发生条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正截面受弯承载

力图、保证梁斜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构造措施。

4. 基本要求

（1）掌握无腹筋梁和有腹筋梁斜拉、剪压、斜压三种破坏形态和发生条件；

（2）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

（3）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图；

（4）保证梁斜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构造措施。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观看试验录像，结合试验，加深对剪压、斜压、斜拉破坏特征的

理解，分析讨论，作业。

第五章 受压构件的截面承载力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

第二节 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破坏形态

第三节 偏心受压构的二阶效应

第四节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的基本计算公式和适用条

件

第五节 矩形截面非对称配筋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第六节 矩形截面对称配筋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第七节 正截面承载力 Nu-Mu的相关曲线及其应用

第八节 偏心受压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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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受压构件的一般构造要求

2. 知识要点

轴心受压短柱的破坏过程及特征、长柱的侧向挠度与附加弯矩、稳定系数、

普通箍筋柱和螺旋箍筋柱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偏心受压构件正

截面受压破坏形态和破坏特征、p-δ效应、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公

式和适用条件、大小偏心受压破坏的判别、非对称和对称配筋偏心受压构件正截

面受压承载力计算、正截面承载力 Nu-Mu的相关曲线及其应用、偏心受压构件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3. 重点难点

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两类受压破坏形态和

破坏特征、p-δ效应、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公式及适用条件、大小偏心

受压破坏的判别、非对称和对称配筋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正截

面承载力 Nu-Mu的相关曲线及其应用。

4. 基本要求

（1）掌握轴心受压普通箍筋柱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

（2）掌握大、小偏心受压破坏的破坏特征和发生条件；

（3）理解偏心受压构的二阶效应；

（4）掌握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5）理解正截面承载力 Nu-Mu的相关曲线。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分析讨论，作业。

第六章 受拉构件的截面承载力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轴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第二节 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第三节 偏心受拉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2. 知识要点

轴心受拉构件的破坏特征、轴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偏心受

拉构件的两类破坏形态和破坏特征、两类偏心受拉破坏的判别、偏心受拉构件的

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偏心受拉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3.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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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受拉构件的破坏特征、轴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大偏心

受拉和小偏心受拉构件的破坏特征、偏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公式

及适用条件。

4. 基本要求

（1）轴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2）偏心受拉构件的破坏特征

（3）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5. 教学方法

自学为主，课堂讲授为辅。

第七章 受扭构件的扭曲截面承载力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纯扭构件的破坏形态和特征

第三节 纯扭构件的扭曲截面承载力

第四节 弯剪扭构件的扭曲截面承载力

第五节 受扭构件的构造要求

2. 知识要点

纯扭构件的试验研究，纯扭构件的开裂扭矩、纯扭构件三类受扭破坏的破坏

特征、受扭构件的配筋构造、变角度空间桁架模型、纯扭构件的扭曲截面承载力

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剪扭相关性的概念、弯剪扭构件的扭曲截面承载力。

3. 重点难点

受扭构件的配筋构造、变角度空间桁架模型、纯扭构件的扭曲截面承载力、

剪扭相关性、弯剪扭构件的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

4. 基本要求

（1）掌握受扭构件的配筋构造

（2）纯扭构件的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

（3）弯剪扭构件的配筋计算方法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讨论、自学相结合，作业。

第八章 变形、裂缝及延性和耐久性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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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验算

第三节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变形验算

第四节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第五节 混凝土构件的截面延性

2. 知识要点

裂缝控制等级、平均裂缝间距、平均裂缝宽度、最大裂缝宽度、减小裂缝宽

度的措施、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截面弯曲刚度及特点、短期及长期弯曲刚度、

最小刚度原则、受弯构件挠度验算、耐久性的概念、影响耐久性的主要因素、耐

久性设计、受弯构件截面曲率延性系数。

3. 重点难点

钢筋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计算方法、裂缝宽度计算公式、钢筋混凝土受弯构

件截面弯曲刚度及特点、最小刚度原则、受弯构件挠度计算方法、耐久性。

4. 基本要求

（1）掌握钢筋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计算方法及计算公式

（2）掌握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变形的计算方法

（3）掌握耐久性的概念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讨论、自学相结合，作业。

第九章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的设计计算

第三节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构造要求

2. 知识要点

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概念、张拉控制应力及预应力损失、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的应力分析、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的设计、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构造要求。

3. 重点难点

施加预应力的方法、预应力混凝土的材料、张拉控制应力的确定、各种预应

力损失的计算、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的应力分析、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

构件承载力计算、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抗裂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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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1）理解预应力的各种损失及预应力损失值的组合

（2）理解后张法预应力轴心受拉构件各阶段的应力分析，会做后张法预应

力轴心受拉构件的设计计算

（3）知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主要构造要求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自学、讨论相结合，作业。

第十章 混凝土结构设计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结构的功能要求和极限状态

第二节 按近似概率的极限状态设计法

第三节实用设计表达式

2. 知识要点

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结构的功能要求、结构的

极限状态、极限状态设计法、结构上的作用和环境影响、作用效应、结构抗力、

结构的功能函数、结构的可靠性与可靠度、结构的失效概率、结构的可靠指标、

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作用代表值、材料强度标准值、结构的设计状况、按近似

概率的极限状态设计法、荷载与材料强度的设计值。

3. 重点难点

结构的功能要求、结构的极限状态、结构的可靠度和失效概率、结构的可靠

指标、作用代表值、按近似概率的极限状态设计法实用设计表达式、荷载和材料

强度的标准值和设计值的关系。

4. 基本要求

（1）结构的功能要求：安全、适用、耐久；

（2）结构的极限状态：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正常适用极限状态、耐久性极

限状态；

（3）结构可靠度的概念；

（4）作用代表值：标准值、组合值、准永久值、频遇值；

（5）按近似概率的极限状态设计法实用设计表达式，荷载和材料的强度标

准值和设计值。

5.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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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作业。

第十一章 楼盖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现浇单向板肋梁楼盖

第三节 现浇双向板肋梁楼盖

第四节 楼梯和雨篷

2. 知识要点

楼盖结构及分类、单向板与双向板的概念、结构设计的步骤、现浇单向板肋

梁楼盖设计（结构布置、计算简图、按弹性和塑性理论计算内力、活荷载不利布

置、塑性铰、塑性内力重分布、弯矩调幅法、配筋设计和构造要求）、现浇双向

板肋梁楼盖设计（按弹性理论计算双向板内力、按塑性铰线法计算内力、双向板

的配筋及构造）、双向板支承梁的设计、梁式楼梯和板式楼梯的配筋设计。

3. 重点难点

单向板与双向板的概念、连续梁板的活荷载最不利布置、塑性铰、塑性内力

重分布、连续梁板按弯矩调幅法计算内力、双向板的受力特点、按弹性理论计算

双向板内力、按塑性绞线法计算双向板内力。

4. 基本要求

（1）单向板和双向板的概念；

（2）结构设计的步骤；

（3）单向板肋梁楼盖设计；

（4）按弹性理论计算双向板内力。

5.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分析讨论、自学。

十、课程思政设计

1. 对《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进行研究和设计，采用“专业课程”和“课

程思政”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激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学习动力。

2. 绪论部分介绍位于世界前列的“中国制造”钢筋混凝土超级工程，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大国情怀。

3. 教学过程中介绍绿色建筑，施工中的环境保护，训练创新创业能力，激发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励建设美丽中国的热情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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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建设领域的设计和施工等工作，与国家形象、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密切

相关。弘扬工匠精神，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绪论 2学时

第二章混凝土结构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6学时

第三章受弯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 8学时

第四章受弯构件的斜截面承载力 8学时

第五章受压构件的截面承载力 8学时

第六章受拉构件的截面承载力 2学时

第七章受扭构件的扭曲截面承载力 4学时

第八章钢筋混凝土的构件的变形、裂缝及延性和耐久性 6学时

第九章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6学时

第十章混凝土结构设计原则和方法 5学时

第十一章楼盖 9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课堂学习讨论及课后反馈表现（40%）+课程考试（60%）。

1．过程性考核（40%）

课堂学习研讨、课后反馈表现、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

2．结果性考核（60%）

考试（开卷或闭卷）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梁兴文、史庆轩，《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四版）[M]，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19.

叶列平，《混凝土结构》（第二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顾祥林，《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第三版）[M]，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蓝宗建，刘伟庆，梁书亭等，《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M]，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1.
沈蒲生，梁兴文，《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 4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徐中秋，《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第 2版）[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A%B7%C7%EC%D0%F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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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2015 年版）

（GB50010-2010）[S]，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S]，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S]，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DL/T5057-2009）

[S]，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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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马明 学 院 土木工程学院

课程名称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学 时 64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必修

教材分析

该课程是先修的力学课程和后续的设计类和施工类课程的重要过渡课程，需要将

力学理论知识用于解决工程实际应用问题。

教材综合性强、原理抽象、对先修高等数学、概论论、工程力学等基础课程大量

重现和综合应用，计算公式复杂繁多。

教学内容
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的受力特点

单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的三种破坏形态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树立学生团队合作的精神，培养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和社会责任感，

鼓励学生热爱土木专业，树立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

知识目标：使学生了解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的受力特点，掌握单筋矩形截面受

弯构件正截面受弯的三种破坏形态。

能力目标：引导学生增强对钢筋混凝土梁性能的深度认知，初步建立通过试验

解分析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思路，使学生能初步掌握分析工程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培

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引导学生考虑工程安全控制、法律及环境

等因素进行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并从建筑结构的核心本质方面，培养学生的国家

安全观和社会责任感，具体如下：

1.钢筋与混凝土共同工作构成钢筋混凝土构件，发挥出各自材料优势，进而达

到抵抗较大弯矩的能力，由此引出“团队协作”精神，呼吁同学们应该具备这种团

队精神，协同合作，融众人之长，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相互支持，众志成城。

2.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的延性破坏和延性设计概念对结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

作用，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由此引出“国家安全观”，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必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人民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生产生活环境。

3.结合本节延性破坏的重点内容，课外拓展新型“高延性混凝土”材料，引发

学生对科研的兴趣，鼓励学生投身到科学研究中去。

4.工程行业需要从业者，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面对新

一轮产业革命、科技革命，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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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与举措

通过学生自行讨论；运用所学知识建立工程案例中相应问题的理论模型，培养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应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结构工程中实际问题的能

力。

在教学方法上，合理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学习积极性。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有启发式教学、

小组讨论、工程案例教学和情景现场教学。

启发引导，从学生被告知到学生自己认知，每一步都启发学生思考，环环相扣，

使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具主动性。

通过设计试验、观察试验、分析试验、总结规律，了解试验对课程重要性，初

步建立通过试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思路。

培养学生初步掌握分析工程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和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教学实施

过程

教学实施过程分为三个步骤：课前自主预习、课中积极学习和课后主动巩固与

拓展。

1.课前预习通过在学习通上发布自主学习任务，同学自由分组，完成上节思考

题的分析讨论，选出小组代表进行课堂发言。

2.课中学习，学生需要在课堂中完成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的受力特点和单筋矩

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的三种破坏形态的学习，掌握少筋破坏、适筋破坏、超

筋破坏三种破坏形态特点及破坏机理，掌握三种破坏形态发生的条件，建立延性破

坏和脆性破坏的概念。通过设计试验、观察试验、分析试验、总结规律，了解试验

对课程重要性，初步建立通过试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思路。老师引入工程案例并

提出问题、学生分组发言，给出实际工程问题，学生分组课堂讨论。教师最后进行

点评、归纳和总结，并引入“团队精神”、“国家安全观”、“科研导向”和“工匠精

神”教育等课程思政元素。

3.课后巩固与拓展，要求所有学生完成课后作业及课后知识点拓展学习。教师

课后通过学习通或学习群，上传学习资料和课外学习视频，学生提交课后作业，并

在网上提交知识点拓展作业。

通过以上完整的教学实施过程，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到课程学习的各个环

节，让学生在达到课程所要求的专业目标的同时，让德育入脑入心，不只流于表面，

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教学反思

探讨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设计，使得学生在学好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能力的

同时，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混凝土结构在建筑行业发展

过程中乃至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树立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加强集体主意和

团队协作精神，具备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和“科技报国，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精

神，具备高尚职业道德、工程素养、科学精神、社会意识以及精益求精的学习作风；

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行，对同类设计课程具有积极的引领和实际的借鉴

作用。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1、混凝土结构（上册），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合编，第七版，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2、教学课件 PPT；
3、混凝土矩形截面构件受弯加载破坏试验视频；

4、线上国家精品课程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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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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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朱婷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80.12

照

片

职称 副教授 职务 无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
政治

面貌
群众 学位 硕士

院部 基础班理化教研室
高校

教龄
15

邮箱 zhutingly@160.com 手机 13955534137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大学物理

参赛

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

年级
23级机械、水利土木、电气类

学科

门类
基础课，必修课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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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3-2024第二学期 2024年 2月-4月 132 23级机械电气类 341

2 2023-2024第一学期 2023年 9月-12月 160 22级机械电气类 431

3 2022-2023第二学期 2023年 2月-6月 160 22级水利土木 430

4 2022-2023第一学期 2022年 9月-12月 160 21级水利土木 428

5 2021-2022第二学期 2022年 2月-6月 160 21级水利能动 438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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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课程思政项目研究报告

一、引言

2020年 5月 28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纲要

指出：要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

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理学类专业课程，

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

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

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

当。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

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切实发挥课堂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渠道作

用。不仅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尤为重要，并且对于具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育更为重要。

《大学物理学》是一门理工类高校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对于学生后续专

业课程的学习尤为重要。基于课程知识本身的基础性，在全国各类高校的人才培

养计划中，大学物理课程基本在大一阶段就开始讲授。对于大一阶段的大学生而

言，刚刚走出家门步入大学校园这个微型社会，此阶段的学生世界观尚未完全形

成。因此，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大学物理课堂教学，对于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如何进行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是每一位从事一线

教学的物理类教师必须深思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理工科各专业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2014年，上海市高校经课程改革探索，提出了课程思政的概念。课程思政是

依托、借助于专业课、通识课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随着科技和网络

信息的快速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教育实践中，较之

于传统的显性思想政治教育，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显然更具时代优势、更有益于具

有正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格人才的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曾精辟地提出了“空气”之喻、

“盐”之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概论”等思政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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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类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思

想政治课程建设一样，做好专业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同等重要。

三、大学物理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大学物理学》课程有很多思政元素可以挖掘。物理授课教师在进行课程思

政元素挖掘时，需要把握好以下几条基本原则：思政元素和案例的引入要服务于

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对于应用技术型本科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来说，

要符合本校的办学定位，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人才培养理

念，坚持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的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思路，突出能力核心、强化实

践育人、协同育人。

在思政课程建设中，我们要根据所讲授学科自身的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研

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尤其要深度挖掘提炼与授课专业知识体系相关的物理原

理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拓展大学物理课程的广度、深度和

温度。大学物理学思政元素的挖掘，也要从有助于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

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助于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等方

面着手，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一）大学物理学整体知识框架思政元素的剖析

大学物理学是理工类各专业必修的公共基础课，课程设置在大一阶段讲授。

对于大一的新生，刚刚接触物理课会有一定的难度。在教学设计中，首先要考虑

将学生日常比较熟悉的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思政元素的引入要像盐溶于汤中

会产生化学效应，不要物理焊接，更忌讳随意堆砌，要能够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让学生认为这是对物理知识的提炼升华，就是课程的一部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

的内动力，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与探索，提升整体科学素养。

我校大学物理学课程：主要包含力学、电学、磁学和热学四个部分。大学物

理学以掌握物质的基本结构和相互作用、掌握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为知识目标。

以掌握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

观、提升整体科学素养为能力和素养目标。

（二）大学物理学章节思政元素的剖析

在大学物理学章节中如何切入思政元素，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切入而不产生违

和感，易于学生接受和吸收。接下来，以大学物理学热力学基础章节知识点“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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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第一定律”为例进行说明。热力学第一定律指出，系统吸收的热量，一部分

转化成系统的内能；另一部分转化为系统对外所做的功。历史上曾有人试图制造

一种能对外不断自动做功，而不需要消耗任何燃料也不需要提供其他能量的机

器，人们称这样的机器为第一类永动机。然而，因违反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均告失

败。该物理事件告诉我们：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是永恒不变的科学原理。我们在

行动和做事时，要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基本准则，否则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三）大学物理学教学实践中思政案例的列举

1、课程思政理念下的大学物理教学实践

1.1在教学目标中渗透“思政元素”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培养学生具备必需的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

最终要让学生成为合格的应用技能型人才。在“课程思政”理念下的大学物理教

学实践中，把“育人”目标与知识、能力目标科学地融合，在知识与理论的的教

学设计中适度、合理地挖掘“思政元素”，把价值引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映

射到教学目标的每一个环节，使科学的哲学思想、正确的价值观渗透到整个教学

过程中。例如，在设置“静摩擦力增大到一定值（最大静摩擦力）变为滑动摩擦

力”这一知识目标时，渗透“量变”与“质变”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另外，准

备一些我国古代科学史料及当代科技发展前沿影像资料，让学生了解我国科技发

展历史与现状中的辉煌成就，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激发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感。

表一 教学目标中部分实例与“思政”元素对应关系

目标 哲学观点 “思政”元素

知

识

目

标

理想模型（质点、点电荷、

理想气体等）
主、次要矛盾的关系

辩证

唯物

主义

思想

临界变化（静摩擦与滑动摩

擦、晶体的熔化等）
量变和质变的关系

守恒思想（动量守恒、能量

守恒、电荷守恒等）
和谐统一的内在联系

能

力

目

标

知识迁移能力（利用物理知

识建立模型，分析与解决问

题能力）

实验操作能力（探究实验方

法、处理数据得出结论）

理论联系实际观点

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

性的统一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艰苦奋斗的精神

民族自豪感

质疑及不畏艰难探索科

学真理的精神



314

1.2在教学内容中彰显“思政功能”

在“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要求下的教学过程，运用思政理论教育的学科思

维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加工、在内容与知识的重组及优化过程中逐步彰显“思政

功能”。例如，在《绪论》教学中，选取相关教学内容来实现思政教育与大学物

理学科教学的融合。

表二 课程思政理念下大学物理《绪论》教学内容选取

教学内容 思政功能

物理学模块简

介

力、热、光、电与量子物理及其

之间的联系

利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宏观上了解大

学物理整体内容和详细分类

时间和空间尺

度
物理学研究的时空范围

从事物发展和矛盾的角度讲解“宏观”和“微

观”的关系

我国物理学的

发展历程及相

关科技领域中

的重大成就

力学《考工记》、光学《墨经》、

声学《水经注》

高铁技术、航天技术、量子通讯

等技术

了解古代和现代大学物理方面的成就，提升

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

我国物理学家

简介及其在物

理学方面的贡

献

钱学森、钱三强、严济慈等科学

家艰苦奋斗的精神

运用历史唯物观，说明科学家追求科学真理

的奉献精神，培养学生热爱工作，勇于奉献

的职业道德

1.3在实验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

在实验教学环节中，也需要针对性的融入“思政教育”。比如在探究“粘滞

系数与摩擦系数关系”的实验中，通过观看我国先进的高铁技术纪录片，引导学

生分析高铁技术中有关铁轨摩擦系数的物理原理，可增加实验趣味性，又实时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另外，在大学物理实验中需要进行实验数据的记录和处理，让

学生认真观察、客观真实的记录数据，认真分析实验结果，使学生明白科学严谨

的实验过程是大学物理理论的支撑，从而隐形渗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内容——“敬业、诚信”，进而教育学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诚实做人、认

真做事”。

1.4在教学评价中完善“思政教育”

围绕“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要求教师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要将服务于育人目

标的评价放在首位，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渗透到教学全过程并建立和完

善符合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教学评价体系。比如，在考核环节中给学生布置开放

性的论文题目，凭借学生提交的论文内容及其体现出的学习态度、思想觉悟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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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做出评价，以适当的比例作为平时成绩纳入学生总评成绩。同时在物理期末考

试卷中，编制一些物理知识点和“思政元素”相结合的试题，对学生物理知识掌

握情况做出评价的同时要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意志品质养成。

四、学生的反应

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引入思政元素对知识点进行拓展，不仅没有拖慢课程

的进度，反而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对此新颖的教学方式接受度非常

高，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这些“案例”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培养了学生积极探索、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不畏困难、

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的科学素质。

五、结论

通过对大学物理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课程教

学，充分发挥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对大学物理学进行课程思政改革

是实现“三全育人”的重要途径，符合教育要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育人要求；

符合高等学校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人才培养要求；符合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人

才培养要求。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改革”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趋势和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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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创新成果支撑材料目录

一、 物理思政元素在测试卷中的应用

二、 学生对物理课程思政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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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I（电气信息类）”教学大纲

一、课程名称及课程编号

大学物理 I（0000010） Physics I

二、学分学时

3 学分 / 48 学时（线下教学）+ 24 学时（线上学习）

三、使用主体教材

1．主体教材

大学物理上册，吴百诗，第 1 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

2．线上资源

大学物理 I ，王春霞，学习通：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880620.html
四、课程属性

公共基础课 必修

混合式课程

五、教学对象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

六、开课单位

基础部

七、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八、教学目标

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

通识性必修基础课。该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

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大学物理

课程在为学生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

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将来接受、应用和管理高新技术提供必要

的基础。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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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支撑毕业要求 2.1）

通过对经典物理学的系统学习，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相关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

基础.（支撑毕业要求 2.2）

教学目标 3：

大学物理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中，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支撑毕业要求 2.3）

教学目标 4：

大学物理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支撑

毕业要求 2.4，2.5）

教学目标 5：

通过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作风，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支撑毕业要求 2.6，

2.7，2.8，2.9，2.12）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第 1 章 质点运动学

1. 教学内容

1.1 确定质点位置的方法；

1.2 质点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1.3 用直角坐标系表示质点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1.4 用自然坐标系表示平面曲线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

1.5 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角量和线量之间的关系；

1.6 不同坐标系中的速度和加速度变换定理简介。

2. 知识要点

描写质点运动变化的物理量，常见的二维曲线运动，相对运动

3. 重点难点

理解质点运动方程的物理意义，理解圆周运动中的加速度，伽利略速度变换

4. 基本要求

（1）理解质点、刚体等模型和参照系、惯性系等概念。

（2）掌握位置矢量、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描述质点运动和运动变化的物

理量。能借 助于直角坐标系熟练地计算质点在平面内运动时的速度和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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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练地计算质点作圆周 运动时的角速度、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了解相

对运动，了解伽利略速度变换。

（3）理解各种物理现象蕴涵的物理原理，能把物理原理尽量用于学习和生

活中。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

（3）课后完成各节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案例教

学。

第 2 章 牛顿运动定律

1. 教学内容

2.1 牛顿运动三定律；

2.2 力学中常见的几种力；

2.3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2.4 牛顿运动定律的适用范围

2. 知识要点

牛顿三定律，牛顿运动定律的适用条件，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3. 重点难点

理解牛顿运动定律的意义及适用条件，会用牛顿定律解决问题

4. 基本要求

（1）掌握牛顿三定律的内容，理解牛顿定律的适用范围，会用牛顿定律解

决实际问题；

（2）理解各种物理现象蕴涵的物理原理，能把物理原理尽量用于学习和生

活中。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节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第 3 章 功和能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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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功的定义；

3.2 几种常见力的功；

3.3 动能定理；

3.4 势能，机械能守恒定律；

3.5 能量守恒定律。

2. 知识要点

变力的功，质点系动能定理，保守力作功，势能定义，机械能守恒定律

3. 重点难点

理解变力做功的定义；熟练地计算直线运动情况下变力的功；掌握保守力作

功的特点及 势能的概念；理解保守力做功和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关系。

4. 基本要求

（1）掌握功的概念。能熟练地计算直线运动情况下变力的功；

（2）掌握保守力作功的特点及势能的概念，会计算势能；

（3）掌握机械能守恒定律、以及它的适用条件。掌握运用守恒定律分析问

题的思想和 方法。

（4）能分析简单系统在平面内运动的力学问题。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节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第 4 章 冲量和动量

1. 教学内容

4.1 质点动量定理；

4.2 质点系动量定理；

4.3 质点系动量守恒定律；

4.4 质心运动定理

2. 知识要点

冲量，质点系动量定理微分，积分形式，动量守恒定律

3. 重点难点

动量定理的微分形式，积分形式；平均冲力的计算；能应用动量守恒定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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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简单系 统在平面内运动的力学问题。

4. 基本要求

（1）掌握动量定理的微分形式，积分形式；

（2）能用动量定理解决平均冲力的计算，并能用它们分析、解决质点在平

面内运动时的 简单力学问题；

（3）掌握动量守恒定律以及它的适用条件。运用守恒定律分析问题的思想

和方法分析简 单系统在平面内运动的力学问题。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章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第 5 章 刚体力学基础 动量矩

1. 教学内容

5.1 刚体和刚体点基本运动；

5.2 力矩 刚体定轴转动定律；

5.3 定轴转动刚体对的动能和动能定理；

5.4 动量矩和动量矩守恒定律。

2. 知识要点

刚体，转动惯量，刚体绕定轴转动定律，动量矩（角动量），动量矩守恒定

律及其适用条 件

3. 重点难点

理解刚体和质点区别；理解转动惯量概念，掌握刚体绕定轴转动定律；理解

动量矩守恒 定律及其适用条件；能动量矩守恒定律分析、计算有关刚体转动问

题。

4. 基本要求

（1）理解转动惯量概念，掌握刚体绕定轴转动定律。

（2）理解动量矩（角动量）概念，通过质点在平面内运动和刚体绕定轴转

动情况，理 解动量矩守恒定律及其适用条件。

（3）能应用刚体定轴转动定律，动量矩守恒定律分析、计算有关刚体转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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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节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第 6 章 机械振动基础

1. 教学内容

6.1 简谐振动；

6.2 谐振动的合成

2. 知识要点

简谐振动，旋转矢量法，弹簧振子或单摆谐振动，谐振动的合成

3. 重点难点

掌握简谐振动的动力学方程，运动方程；掌握旋转矢量法；理解两个同方向、

同频率 谐振动的合成规律。

4. 基本要求

（1）掌握描述简谐振动的各物理量（特别是相位）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

的相互关系。

（2）掌握旋转矢量法，并能用以分析有关问题。

（3）掌握谐振动的基本特征。能建立弹簧振子或单摆谐振动的微分方程。

（4）能根据给定的初始条件写出一维谐振动的运动方程，并理解其物理意

义。

（5）理解两个同方向、同频率谐振动的合成规律，以及合振动振幅极大和

极小的条件。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节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第 7 章 机械波

1. 教学内容

7.1 机械波的产生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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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平面简谐波；

7.3 波的能量；

7.4 惠更斯原理；

7.5 波的干涉；驻波。

2. 知识要点

机械波产生的条件，平面简谐波的波动方程，波的相干条件 ，驻波和行波

3. 重点难点

理解机械波产生的条件；理解平面简谐波的波动方程推导过程，理解波动方

程的物理 意义；理解波形图和振动曲线的区别和联系； 了解驻波和行波区别。

4. 基本要求

（1）理解机械波产生的条件。掌握根据已知质点的谐振动方程建立平面简

谐波的波动方 程的方法，以及波动方程的物理意义。理解波形图线。

（2）了解波的能量传播特征及能流，能流密度等概念。

（3）掌握波的相干条件。能应用相位差或波程差概念分析和确定相干波叠

加振幅加强和 减弱的条件。

（4）了解驻波及其形成条件。了解驻波和行波的区别。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章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第 8 章 热力学

1. 教学内容

8.1 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8.2 平衡态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8.3 功 热量 内能 热力学第一定律；

8.4 准静态过程中功和热量的计算；

8.5 理想气体的内能和定压摩尔热容、定容摩尔热容；

8.6 热力学第一定律对理想气体在典型 准静态过程中的应用；

8.7 绝热过程；

8.8 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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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热力学第二定律；

8.10 可逆与不可逆过程；

8.11 卡诺循环 卡诺定理

2. 知识要点

功，热量，热力学第一定律，定压摩尔热容、定容摩尔热容和内能，理想气

体各等值过 程和绝热过程，卡诺循环的效率，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热力学

第二定律的统计意义

3. 重点难点

熟练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热力学中的功，热量，内能；理解定压摩尔热

容、定容摩 尔热容的物理意义；掌握理想气体各等值过程和绝热过程，会计算

卡诺循环的效率；理解可 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意义。

4. 基本要求

（1）掌握功和热量的概念。理解平衡过程。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

（2）通过定理会计算理想气体的定压热容、定容热容和内能。

（3）能熟练地分析、计算理想气体各等值过程和绝热过程中的功、热量、内

能改变量及卡诺循环的效率。

（4）理解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两种叙述，了解

这两种叙述的等价性。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意义及无序性，了解熵的概念。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章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第 9 章 气体动理论

1. 教学内容

9.1 分子运动的基本概念；

9.2 气体分子的热运动；

9.3 统计规律的特征；

9.4 理想气体的压强公示；

9.5 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定律；

9.6 温度的微观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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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能量按照自由度均分定理；

9.8 玻尔兹曼分布律；

9.9 气体分子的平均自由程。

2. 知识要点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压强，温度，内能的微观解释，能量均分定理，分子运

动的统计速 率，分子平均自由程，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律

3. 重点难点

从宏观和统计意义上理解压强、温度、内能的概念；理解气体分子统计速率

的定义；理解气体分子平均能量按自由度均分定理；了解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律及

速率分布函数和速率分 布曲线的物理意义。

4. 基本要求

（1）理解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能从宏观和统计意义上理解压强、温度、内

能等概念。了解系统的宏观性质是微观运动的统计表现。

（2）了解气体分子热运动的图象。理解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和温度公式以

及它们的物理意义。通过推导气体压强公式了解从提出模型、进行统计平均、建

立宏观量与微观量的联 系到阐明宏观量微观本质的思想和方法。

（3）了解气体分子平均碰撞频率及平均自由程。

（4）了解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律及速率分布函数和速率分布曲线的物理意义。

了解气体 分子热运动的平均速率、方均根速率、最概然速率的求法和意义。

（5）理解气体分子平均能量按自由度均分定理.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章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十、课程思政设计

1. 第 1章质点运动学，引入运动学方程，建立物理模型等，穿插实例讲述中

国相应科技方 面的进步，比如中国自行开发的北斗系统，增加学生使命感，弘

扬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2. 第 2章牛顿运动定律，通过定律的介绍和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激励培养学

生严谨求实的 科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作风，激发学生为祖国科技进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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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

3. 第 3章 功和能，通过学习能量守恒定律指出其应用的广泛性，让学生体

会学以致用的过 程。

4. 第 4章冲量和动量，引导学生认识物理学原理应用到工程领域中的案例比

如火箭推进原 理，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5. 第 5章 刚体力学 动量矩，通过角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到航空航天领域的

案例，拓展学 生认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

6. 第 6章机械振动，通过振动方程的建立过程，让学生认识到物理方程演绎

的逻辑思维过 程，培养学生科学探索问题的能力。

7. 第 7章机械波，通过简谐波的推导建立过程，让学生体会科学的推导，演

绎过程在科学 探索中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科学认知观。

8. 第 8章热力学，通过热力学第一定律逻辑演绎，热力学第二定律及其卡诺

定理的介绍，让学体会物理原理如何应用于热机的设计，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9. 第 9章气体动理论，通过介绍分子热运动的统计学研究方法，让学生领会

物理科学的研 究方法，指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探

索精神。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 1 章 质点运动学 线下 6 学时+线下 3 学时

第 2 章 牛顿运动定律 线下 2 学时+线下 1 学时

第 3 章 功和能 线下 4 学时+线下 2 学时

第 4 章 冲量和动量 线下 4 学时+线下 2 学时

第 5 章 刚体力学 动量矩 线下 6 学时+线下 3 学时

第 6 章 机械振动 线下 6 学时+线下 3 学时

第 7 章 机械波 线下 4 学时+线下 2 学时

第 8 章 热力学 线下 10 学时+线下 5 学时

第 9 章 气体动理论 线下 6 学时+线下 3 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大学物理 I》（电气信息类）为必修课，

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课堂学习讨论（10%）+线上学习数据反馈（30%）+课

程考试（60%）。

1．过程性考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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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学习研讨、线上学习数据反馈、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

2．结果性考核（60%）

考试（闭卷）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张三慧等：《大学物理学简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9 月

马文蔚等：《大学物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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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II（电气信息类）”教学大纲

一、课程名称及课程编号

大学物理 II（0000011） Physics II

二、学分学时

3 学分 /48 学时（线下教学）+ 24 学时（线上学习）

三、使用主体教材

1．主体教材

大学物理下册，吴百诗，第 1 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

2．线上资源

大学物理 II（电气信息类），王春霞，

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ans/ps/227400856

四、课程属性

大类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 必修

混合式课程

五、教学对象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大学二年级上学生

六、开课单位

基础部

七、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八、教学目标

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

通识性必 修基础课. 该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

科学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大学物

理课程在为学生系统地打好 必要的物理基础，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增

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

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将来 接受、应用和管理高新技术提

供必要的基础。

教学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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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支撑毕业要求 2. 1）

教学目标 2：

通过对经典物理学的系统学习，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相关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

基础.（支撑毕业要求 2.2）

教学目标 3：

大学物理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中，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支撑毕业要求 2.3）

教学目标 4：

大学物理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支撑

毕业要求 2.4 ，2.5）

教学目标 5：

通过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作风，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支撑毕业要求 2.6，

2.7，2.8，2.9，2.12）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第 10 章 静电场

1. 教学内容

10.1 电荷 库仑定律；

10.2 电场 电场强度；

10.3 电通量 高斯定理；

10.4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电势能；

10.5 电势 电势差；

10.6 等势面 电势与电场强度的微分关系；

10.7 静电场中的导体 电容；

10.8 静电能

10.9 电介质的极化 束缚电荷

10.10 电介质的电场强度

10.11 电介质的高斯定理 电位移矢量

2. 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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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荷 库仑定律，电场强度，高斯定理，环路定理，电势，电势差，静电场

中的导体，电容，电场能量 电介质的高斯定理 电位移矢量

3. 重点难点

理解电场强度是描述静电场的基本物理量；掌握用高斯定理计算场强的条件

和方法；熟 练应用高斯定理解决电场问题；理解环路定理；会计算各种电荷体

系的电势，电势差。掌握 电介质的极化过程 理解电介质的高斯定理

4. 基本要求

（1）掌握静电场的电场强度和电势的概念以及场的叠加原理；

（2）掌握用高斯定理计算场强的条件和方法，并能熟练应用；

（3）理解静电场的规律：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

（4）掌握用高斯定理计算场强的条件和方法，并能熟练应用；

（5）掌握电介质的极化过程，理解电介质的高斯定理。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节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第 11 章 恒定电流的磁场

1. 教学内容

11.1 磁感应强度；

11.2 毕奥-萨伐尔定律；

11.3 磁通量 磁场的高斯定理；

11.4 安培环路定理；

11.5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11.6 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

11.7 磁介质

2. 知识要点

磁感应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磁场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

3. 重点难点

理解磁感应强度和毕奥萨伐尔定律，会用定理计算电流周围的磁感应强度；

掌握应用 安培环路定理计算磁感应强度的条件和方法；理解载流平面线圈在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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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所受的力和力矩；能够分析电荷在电磁场中运动的力学原理。

4. 基本要求

（1）掌握磁感应强度和概念及毕奥萨伐尔定律。能计算一些简单问题中的

磁感应强度。

（2）理解稳恒磁场的规律：磁场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掌握用安培环

路定理计算 磁感应强度的条件和方法，并能熟练应用。

（3）理解安培定律和洛伦兹力公式。理解电偶极矩和磁矩的概念。能计算

电偶极子在电场中、简单几何形状载流导体和载流平面线圈在磁场中所受的力和

力矩；

（4）能分析点电荷在均匀电磁场（包括纯电场、纯磁场）中受力运动的简

单情况。

5.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节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第 12 章 电磁感应与电磁场

1. 教学内容

12.1 电磁感应的基本定律

12.2 动生电动势与感生电动势

12.3 自感和互感

12.4 磁能

12.5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简介

2. 知识要点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势，电磁场，电磁波，麦克斯

韦方程组

3. 重点难点

理解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能利用定律计算系统的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势；

理解电 路中的自感现象和互感现象；了解麦克斯韦方程组在电磁场理论中的意

义。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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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理解动生电动势及感生电动热的概念和规

律；

（2）理解自感系数和互感系数的定义及其物理意义。

（3）理解电磁场的物质性。理解电能密度的概念。在一些简单的对称情况

下，能计算 电磁场里储存的场能，了解电磁波的性质。

（4）理解麦克斯韦方程组在电磁场理论中的意义。

5. 教学方法

（1）课前预习准备促进理解；

（2）课上结合多媒体课件，板书推导进行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案例教学；

（3）课后完成各节对应作业，同时针对学生作业情况进行习题课指导，加

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

十、课程思政设计

1. 第 10章静电场，通过库仑定律的介绍，静电场理论的建立过程 ，让学生

体会物理学中 重要的研究方法，实验和理论相互佐证过程，培养学生严谨求实

的科学态度，探索精神。

2. 第 11章恒定电流的磁场，通过定律的应用，介绍霍尔效应的应用价值，

让学生体会科学 改变生活的科学价值观，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从而建立科学

的价值观。

3. 第 12 章 电磁感应与电磁场，通过麦克斯韦方程组统一电磁场理论的介

绍，让学生感受 物理原理所具有的明快简洁、均衡对称，和谐统一等美学特征，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 10 章 静电场 线下 18 学时+ 线上 9 学时

第 11 章 恒定电流的磁场 线下 18 学时+线上 9 学时

第 12 章 电磁感应与电磁场 线下 12 学时+线上 6 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大学物理 II》（电气信息类）为必修课

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课堂学习讨论（10%）+线上学习反馈（30%）+课程考

试（60%）。

1．过程性考核（40%）

课堂学习研讨、线上学习数据、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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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性考核（60%）

考试（闭卷）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张三慧等：《大学物理学简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9 月

马文蔚等：《大学物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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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朱婷 学院 基础部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学时 1

课程类别 基础必修课

教材分析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结构、最普遍的相互作用、最一般的运动规

律及所使用的实验手段和思维方法的科学。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交叉与结

合特征更为突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物理基础是学好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

术科学的基础，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作用是任何学科都无法取代的。物理知识渗

透到生活中的各方面，科技的进步必会导致环境的变化。

教学内容 熵增加原理在生态环境中的应用

教学目标
1、 了解文章主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 了解人一生中熵的变化，提前规划才能拥有积极向上的人生。

“课程思政”教

育内容
熵与环境的关系；熵与生物的关系

教学方法

与举措

1、 讲授法：教师教授熵的定义和物理意义；

2、 举例法：通过举例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和定义。

教学实施过程

（说明：需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如何在每个环节落实其教学设计。）

一、通过图片显示目前地球环境的恶劣，反问“熵与环境的变化有何关系”，

作为本次课的导入。二、给出本次课具体的教学安排：1、熵的定义；2、熵的意

义；3、熵与生态环境，熵与生物。三、详细讲授教学内容：1、熵的两种定义；2、
熵的两种定义分别对应的物理意义；3、依据熵的意义，探讨熵与生态环境、熵与

生物的关系。四、以人一生中熵的变化作为总结：人的一生是抗熵增的过程。

教学反思

1、对基础知识的讲解要透彻，分析要细腻，否则直接导致学生的基础知识不

扎实，并为以后的继续学习埋下祸根；2、对重点、难点要把握准确，重点、难点

是教学活动的依据，是教学活动中所采取的教学方式方法的依据，也是教学活动

的中心和方向；3、教学过程中要随时观察学生的反应，有些知识教师自以为很容

易，讲解的很清晰，而忽视了学生的反馈，学生的理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课堂

上要随时获取学生反馈的信息，调整教学方式和思路，准确流畅的将知识传授给

学生，达到共识。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PPT课件，激光笔，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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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346



347

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杨丽雅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90.5

职称 副教授 职务 无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水利工程学院
高校

教龄
8年

邮箱 527615613@qq.com 手机 17375033107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名称 工程制图 参赛组别 课程思政组

开课年级 23级水工、港航 学科门类 工学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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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3-2024-2 第一周-第八周 32 23港航 115

2023-2024-1 第二周-第十三周 48 23水工 180

2
2022-2023-2 第一周-第八周 32 22水工、港航 240

2022-2023-1 第四周-第十五周 48 22水工、港航 240

3
2021-2022-2 第一周-第八周 32 21水工、港航 240

2021-2022-1 第四周-第十五周 48 21水工、港航 240

4
2020-2021-2 第一周-第八周 32 20水工、港航 240

2020-2021-1 第四周-第十五周 48 20水工、港航 240

5
2019-2020-2 第一周-第八周 32 19水工、港航 240

2019-2020-1 第四周-第十五周 48 19水工、港航 240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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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摘要：为适应新形势下立德树人、爱国教育为本质的政治思想，将思政课程有效融

入制图课程专业技能教学过程中，本文根据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的发展要求，结合工

程图学的发展，对制图课程中教学目标、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评价 等思政教育

形式进行探索，给出一些教学过程中的建议意见及教学过程中的具体案例，为当代大学

生课程思政教育及工科基础课学习实践及创新提供了参考。

关 键 词：制图课程；课程思政；工程图学

1 引言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高校设置的对大学生进行系统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的一系列课程的总称。2005年从国家提出思政课程进课堂的概念到如今已

实施近 20 年。在提高思想教育的新形势下，各高校从提高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

质量入手，逐步提高思想政治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但思想政治课的教学

又面临一些新的困境，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

目前课程思想政治研究在全国高校开展正盛，具有良好的的响应度和渗透

度。教学课程思想政治研究正在全面自由的发展。高校为提高思想政治课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正在逐步完善教学要求等一系列方法手段。在许多大学，把地方历史

和红色文化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大学的教、学、思、行、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思政课程体系。

2 工程制图课程的发展

工程图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并伴随科学技术水平的

发展而逐步完善并走向现代化。房屋的建造以及工具的制造又促进了图学技术的

发展。我国现存得具有正投影法规则的工程详图可以追溯到在河北平山县出土的

战国中山王墓建筑平面图。宋代著名建筑家李诫于公元 1100年编著成一本《营

造法式》，其中有 6卷概括了我国古代建筑技术上的成绩和经验。工程图学的产

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生产实践密切相关，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逐步走向完

善和现代化。

1795年法国著名数学家蒙日出版的《画法几何学》为后期的工程制图奠定了

理论基础。200多年来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的广泛应用和工程制图标准的研究与

制定，使工程图样逐渐走向规范化，成为当今世界通用的“工程技术语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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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5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广泛应用，

推动着工程图学的发展，使工程图学成为一门集图学理论、制图标准和现代绘图

技术于一体的综合学科。进入 21 世纪后，工程建设、生产技术、制造业等方面

的快速革新，工程图学的应用领域渗透到各个行业。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 BIM技

术，将图的应用立体化、多元化、综合化，其通过对工程项目全过程的维度形象

展示，使设计、施工、运维等工作能够更有效地开展。

3 思政课与工程制图课程的结合

课程思政与图学课程的结合，就是将工科专业课与思政专业课之间的联系建

立的更为深刻、更为紧密。作为教师，要能够拓宽学生的思维方式，启发学生自

主学习的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思想平直，构造学生高素质的工程素养。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教育方向的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的核心

环节。在制图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课程设计与教学目标方

面。课程设计包括了课前、课中以及课后三个准备阶段。教学过程中需要明确学

生需在课堂中掌握的哪些方法、原理、基础知识及实用技能；需锻炼学生什么绘

图能力、动手能力、图解能力、空间想象力及思维创造力等；需培养学生怎样的

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怎样的观念意识以及怎样的科技热情及家国情怀。

课程思政将道德修养、家国情怀、科技创造等政治思想要素进行凝练体现在

制图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例如在工程图学概论、《制图国家标准》、投影理论等内

容的教学中可结合家国情怀及政治认同。组合体视图阅读部分由图变成立体和由

立体构想视图可以看出分析问题时要全面，多角度判断实物的本质。以工程图样

的尺寸标注为切入点，教育学生做人做事精益求精，要有工匠精神。

4具体结合示例

4.1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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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图片是在 1937 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中国营造学社助手前往

山西寻访的唐代木构建筑——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被称为“中国建筑第一瑰

宝”，它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要看中国的唐代建筑，只能到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体现中国的辉煌历史和伟

大建筑。梁思成的父亲是梁启超，他在沈阳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

一个建筑学系，后又创建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古城和北京古建

筑做出了突出贡献。

前往寻找佛光寺大殿的过程中，他们的状况并不好：梁思成拖着一条伤腿，

林徽因患着肺病。他们找到了寂静深山之中的佛光寺，发现了唐代建筑、唐代雕

塑、唐代壁画，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建筑大师的为建筑发展的奉献精神。

4.2案例二

追根溯源地观察世界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三维形体，根据三维形体在实际

中的应用有不同的名称。从能源大国到能源强国，十二个强国目标的制造强国提

供了有力的奋斗目标。如图所示的采矿机器人的制造加工，结合前面知识进行图

学分析。由基本形体经过切割后然后截交体相交形成简单的相贯体。多个相贯体

进行综合截交相贯叠加就形成了满足安全生产采矿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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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交和相贯是这门课的两大难点。截交体的绘制已经让相当一部分同学叫苦

不迭，相贯体绘制的任务又接踵而至是师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相贯体和相贯线

概念的引入就从无处不在的三通接头开始，首先让学生找找教室里连接暖气管道

的三通接头。现场找三通接头能让学生明白此刻的学习是为了后面更好的致用。

结合下图告诉学生现实的三通管件在学习初期的数学建模。

教学模型的展示让学生分析出相贯线的共有性、分界性和封闭性。国赛课件

里面的动画展示可以得出相贯线的作图实质是找出相贯两立体表面若干共有点

的投影的结论。

面对学生的畏难情绪，老师和学生一起解构相贯线的作图方法（积聚性法（表

面取点法）/辅助平面法）让学生明白规律都有其适用的范围。

1.积聚性法（表面取点法）——当两个圆柱相贯，只要有一个圆柱的投影是

圆。两圆柱的相贯线一定积聚在圆周上。当两个两相交回转体中有一个是圆柱且

轴线垂直于某一投影面时，可采用积聚性法求解相贯线。

2.辅助平面法—当两相交的回转体表面有一个投影无积聚性或均无积聚性

时，可采用辅助平面法求作相贯线的投影。此处利用柱锥垂直正交的例子先采用

表面取点发求解相贯线，再次利用辅助平面法求解相贯线。通过两种方法的对比

应用比较，旁敲侧击的引导正确对待人生发展中的顺境与逆境，培养学生知难而

进的意志和毅力。用革命的理论解决革命的问题。相贯线的绘制步骤同样以五词

十字规律（分析、标点、找点、连线、检查）构想生成相贯体的绘制。截交体的

绘制方法同样适用于相贯体的绘制。截交相贯的有机统一可以形成工程领域的万

物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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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相贯线的特殊情况之前，通过辅助球面法求相贯线的例题让学生明白

学无止境的道理。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永攀科学高峰。接下来通过介绍 “画法

几何之父”——法国数学家加斯帕尔·蒙日伟大的科学生平来引入蒙日定理的探究

与分析。通过蒙日定理和伟大科学家蒙日的分析让学生以史为鉴，以人为本地树

立刻苦钻研、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给学生留一个思考题。当柱柱正交时，相贯

线的简化画法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和启发？这个问题有

助于学生辩证地区别理想绘图和工程实际用图。

5结论建议

课程思政与制图课程的有效几势必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起到一定的提升

作用，为有效的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融入到制图课程中去。

课程思政结合工程制图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改革如下：修订大纲，确立德育目标，

提出思政元素，与知识点融合度更内容更丰富；建立思政案例库，将家国情怀、

价值引领与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几何构形、绘图技能、规范意识、专业绘图等

有机结合起来。

1）理论与教学相结合，加入学术前沿、工程实践等案例，在理论教学中融

入责任意识、诚信与大国工匠精神，培养担当意识、卓越精神等；融入国内机械设计、

加工领域以及发展瓶颈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增强学生的危机意识，激发学生的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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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为我国科技水平的自己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2）结合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自觉树立规范意识，在培养爱党爱国情感的同时，

深化道德修养。教学中可以通过党旗、国旗的绘制，例如在组合体教学中加入轴

承、闸墩、水电站、大坝坝体等工程元素，塑造学生正确的科学观、价值观，提

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工程素养、科学探索精

神等方面的内容。

3）创新实践教学方式运用思政内容设计命题，通过团队协作完成，将思政

与课程潜移默化地融为一体，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意识意识。如在创新实践教学

中，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科技的不断进度带动着图学课程快速发展，制图课程也适应着时代的变化，

制图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使学生在掌握扎实的专业能力后仍然

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和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合二为一的教

学效果有待提高。教师除了要掌握基本的课程教学内容，还需要认真备课，抓好

课堂教学，结合翻转课堂、微课等将时政思政元素高效融入专业课程教育。教师

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教师不仅要在学生的学习中成为受人尊

敬的老师，而且要在学生的生活中成为受人尊敬的老师。此外，教师应该更多地

了解民族文化，这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了充分的了解，学生才会受到影响。最后，教师要多渠道收集政治思想要素，

开阔视野，利用课余时间了解在校学生感兴趣的政治热点，同时通过报纸、网站、

电视、领导讲话和广泛收集的政治资料了解往届学生的学习感受。制图课程与课

程思政结合的教学模式需要专业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得以实施，以便及时改进教

学。可以以学习通等线上教学平台作为载体，分析统计数据，制定评价标准，改

进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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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024.4
第十五届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斯维

尔杯”BIM-CIM创新大赛一等奖
B类/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1

2 2023.8

第十六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

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二等奖

B类/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

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组委会

1

3 2023.8

第十六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

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三等奖

B类/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

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组委会

1

4 2022.8

第十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

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二等奖

B类/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

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组委会

1

5 2022.8

第十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

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三等奖

B类/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

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组委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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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第十五届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BIM-CIM创新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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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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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 I（水利类）”教学大纲（2021 版）

一、课程名称

工程制图 I （0301001）
Graphing of Engineering

二、学分学时

3学分 / 48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1．主体教材

《画法几何及水利工程制图》，殷佩生、吕秋灵，第 6版，高等教育出版，

2015年

《画法几何及水利工程制图习题集》，吕秋灵，第 6版，高等教育出版，2015年

四、课程属性

专业基础课

必修

五、教学对象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本科生

港口及海岸工程专业本科生

交通工程专业本科生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基础部

七、先修课程

无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工程制图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制图基本训练的一门独立的必修基础课程，是

学生进入大学后接受系统的制图学习的开端。通过学习工程制图知识、方法和技

能，使学生了解制图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方法，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培养

和提高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素质和能力。

教学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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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基本技能的掌握。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通过查阅文献和国家标准手册，可独

立完成工程图形的设计和绘制，包括运用手工绘图。（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独立

完成设计及绘图）

教学目标 2：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掌握绘制和阅读本专业工程图样的基本能

力；对产品构形设计和工程设计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空间逻辑思维能力、形象

思维能力和多向思维能力。

教学目标 3：

引导教师教学的方向。有助于使教学活动自觉地进行，及时了解目标达成的

情况，看到学生的发展变化和不断进步，有助于教师及时地肯定自我，增强前进

的信心。

教学目标 4：

检测教学的效果。及时发现问题，诊断问题的成因，并对教学过程进行有针

对性地调控，从而保证教学活动顺利地开展，取得实际的成效。

教学目标 5：

注重师生情感交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教师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教学目标 6：

以工程实际案例为背景，开展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团队合作与交流能力等。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一章 制图基本知识

1. 教学内容

基本制图标准、制图工具及其使用、几何做图、平面图形的分析、画图步骤

和方法

2. 知识要点

基本制图标准、制图工具及其使用

3. 重点难点

工具的正确使用，几何做图，平面图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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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了解基本制图标准，正确掌握制图工具的使用及维护方法；掌握平面多边形、

椭圆及圆弧连接的正确画法；能够对所给平面图形的尺寸进行分类、线段进行分

析，并且能够抄绘所给的平面图形；掌握正确的画图步骤和方法。

5. 教学方法

1）授课时要注重强调对于基本制图标准中的内容该记的要记，该练的一定

要练。在练习几何作图的过程中，要注意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从开始就养成一

个好的习惯。

2）3学时

第二章 投影原理

1. 教学内容

投影法、平行投影的基本性质、工程上常用的投影法

2. 知识要点

投影法、平行投影的基本性质

3. 重点难点

平行投影的基本性质、多面正投影法

4. 基本要求

了解中心投影的形成和平行投影的形成；掌握平行投影的基本性质；了解工

程上常用的投影法（多面正投影法、轴测投影法、透视投影法、标高投影法）。

掌握有关投影的概念和投影规律，并能利用学到的投影规律作出点的投影。

5. 教学方法

1）讲授时，充分演示投影体系的建立过程和空间分角的划分、点的投影的

产生及展开过程，由此总结出投影规律。并示范：利用三角板作平行线、垂直线，

以保证投影特性及其准确性。

2）3学时

第三章 点、线、面

1. 教学内容

点的投影、直线的投影、平面的投影、相交问题、平行和垂直问题、辅助投影

2. 知识要点

点的投影、直线的投影、平面的投影、相交、平行和垂直

3.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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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点、判断两直线相对位置、特殊情况下直线与平面相交求交点、判断两

直线相对位置关系

4. 基本要求

掌握点的三面投影及重影点，掌握直线的投影特性、会作三面投影图。灵活

运用从属性和定比性作图和判断，掌握判断两直线相对位置的方法、点和直线的

投影变换方法和规律。掌握平面的表示方法，熟悉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特性，掌

握用迹线表示特殊位置平面，能根据条件判别点或直线是否位于平面内，或在平

面上求作一点或直线。

5. 教学方法

1）分析各种情况投影特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解题步骤。

2）8学时

第四章 立体

1. 教学内容

平面体及面上取点与线、平面截平面体、曲面体及面上取点与线、平面截曲

面体

2. 知识要点

平面截平面体、平面截曲面体

3. 重点难点

截交线的性质和作图方法

4. 基本要求

掌握平面立体的投影，及其表面上点和线段的投影，并能对其投影的可见性

正确判别，掌握曲面立体的投影，及其表面上点和线段的投影，并能对其投影的

可见性正确判别，掌握截交线的性质和作图方法。

5. 教学方法

1）分析立体的性质和特点、截平面的性质、截平面与立体的位置关系、截

交线的性质、截交线的投影、选择求截交线的方法

2）6学时

第五章 立体表面相交

1. 教学内容

两平面立体相交、平面体与曲面体相交、两曲面体相交、常见曲面体相贯线

的讨论、多立体表面相交



362

2. 知识要点

两曲面体相交

3. 重点难点

面上取点法和辅助平面法求任意两种形式立体相交的相贯线，辅助平面法求

任意两种形式立体相交的相贯线。

4. 基本要求

掌握任意两种形式的立体相交其相贯线的性质及作图方法

5. 教学方法

1）讲解表面取点法时，要讲清楚所适用的条件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其

中至少有一个回转体必须为轴线垂直与投影面的圆柱，然后利用圆柱面投影的积

聚性，将求相贯线的问题转化为在另一回转体表面上取点的问题。

2）6学时

第六章 组合体

1. 教学内容

组合体的构成分析、组合体视图的画法、组合体的尺寸标注、组合体视图的

阅读

2. 知识要点

组合体视图的阅读

3. 重点难点

组合体视图的绘制、尺寸标注和阅读、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组合体视

图的绘制

4. 基本要求

掌握和遵循三视图特性，对两个分析方法要求初步了解，并在以后的讲课中

再深入体会理解，对形体分析法有更深的理解，能按步骤画出简单组合体三视图，

结合教材中较丰富的图例讲解，使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读图的要领和读图步骤。

5. 教学方法

1）在画图中，做到表达正确、完整，则是学习的难点。解决的方法，是要

求学生必须树立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按讲授的方法步骤作图，否则会错误百出，

事与愿违。在讲解过程中，着重讲解读图的基本要领。

2）12学时

第七章 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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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基本概念、常用的轴测图、轴测图的画法、平行于坐标面的圆及回转体的画法

2. 知识要点

轴测图的画法

3. 重点难点

轴测投影图的作图方法

4. 基本要求

了解轴测投影的形成、掌握轴测图的投影特性和作图方法，会选用正等测和

斜二测绘制简单组合体的轴测图。

5. 教学方法

1）讲授时，利用模型介绍轴测图的投影特性和作图方法。

2）6学时

第十章 标高投影

1. 教学内容

标高投影的概念及特点、点直线平面的标高投影、曲面的标高投影、标高投

影在工程中的应用

2. 知识要点

点、直线、平面、曲面的标高投影、标高投影在工程中的应用

3. 重点难点

标高投影在工程中的应用

4. 基本要求

了解标高投影的有关概念以及利用标高投影知识解决实际工程建筑物交线

问题。

5.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与研讨。利用教学动画、图片、结合工程实例进行讲解

2）4课时

十、课程思政设计

第一章 工程制图基本知识介绍教学过程中，结合我国已建成的世界最大规

模水电站、树立坚定的责任意识，激发自豪感和现身水电事业的热忱；

第二章 教导学生分清对错、诚信制图；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等方面，充分

地将责任感、讲诚信和大国工匠意识等融入到工程图学的教学当中，引入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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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第三至五章 将“工匠精神”作为主线贯穿整个授课过程中，要求同学们在

绘图、标注上注重细节，一丝不苟，做到精益求精；

第六章 在标注尺寸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诚实守信、严谨负责的职

业道德观；

第七章 机件的表达方法部分，引导学生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第八章 工程形体的表达方法部分，引导学生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第九章 将近些年国内机械设计、加工领域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中存在的瓶

颈，国内外差距等融会贯通地加入到教学内容中；

第十章 领悟习总书记“关键技术要不来，求不来，讨不来”的讲话，激发

学生努力学习，为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

贡献。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3线下学时

第二章 3线下学时

第三章 8线下学时

第四章 6线下学时

第五章 6线下学时

第六章 12线下学时

第七章 6线下学时

第十章 4线下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工程制图 I”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课堂学习中互动表现、

出勤率、课后答疑、完成作业质量（30%）+课程期末闭卷考试成绩（70%）。

1．过程性考核（30%）

课堂学习中互动表现、出勤率、课后答疑、完成作业质量

2．结果性考核（70%）

考试（闭卷）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殷佩生，吕秋灵.画法几何及水利工程制图（教材第 6版），北京：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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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5

吕秋灵.画法几何及水利工程制图习题集（教材第 6版），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5殷佩生、吕秋灵，沈丽宁.AutoCAD2010中文版土建工程应用教程（教

材第 1版），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

2．参考文献

[1] Environmental Intellect LLC; Patent Issued for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Data Integration With Data-Driven Engineering Drawings
（USPTO 10，599，307）[J]. Computer Technology Journal，2020.

[2] 杨万理，王宁，王广俊.土木工程计算机绘图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J/OL].

图学学报:1-6[2020-04-2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0.1034.T.20200401.1337.
008.html.

[3] Mathematics - Computational Geometry; Researchers from Roma Tre
University Detail New Studies and Findings in theArea of Computational Geometry （On

Planar Greedy Drawings of 3-Connected Planar Graphs）[J]. News of Science，2020.
[4] Lorenat Jemma. Drawing on the imagination: The limits of illustrated figure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ometry[J]. Pergamon，2020（prepublish）.

[5] Mike Tooley，Lloyd Dingle. Engineering Science[M].CRC Press:2020-03-26.
[6] Bernd-Stephan Palm. Introduction to AutoCAD 2020[M].CRC

Press:2020-03-25.
[7] 王颜辉，樊彩转，穆丽娟.机械类专业《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课程教学

改革的探索[J].机械管理开发，2020，35（02）:210-212+233.

[8]朱珠，陈超.新疆高校水利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教育现代化，

2018，5（27）:81-82+103.

[9]温宝琴，罗昕，高广娣，吴杰，刘姣娣，彭霞，袁昌富.水利工程制图网

络课件的设计与开发 [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5

（S1）:121-122.

3．网络资源

1）中国大学MOOC
http://www.icourse163.org/learn/HHU-1207120802?tid=1207457203#/

大纲撰写人：杨丽雅

大纲撰写时间：2021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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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杨丽雅 学 院 水利院

课程名称 工程制图 I 学 时 48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教材分析

本教学课程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由河海大学工程 CAD 与图学教研室编写的

《画法几何及水利工程制图》第七版，本教材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内容体系相对完

善，适用专业面向明确，是国内涉及水利类专业图内容最广泛，最全面的教材之一。

在本校建校初使用至今，受到学生一致好评。

教学内容

选取《工程制图》中重要章节——常见水工建筑物中不可展曲面为教学对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建筑形态美、实用性强的追求，在工程实践中，曲面设计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曲面形体。通过对该章节的学习，对培养学

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至关重要。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学习曲面的概念，分类、形成及投影，重点掌握双曲抛物面与单页

回转双曲面的形成原理、方法及投影特性。

2、能力目标：获得多种曲面构成的知识储备，具备曲面构型能力、创造性思维能

力、培养工程思维、技术素养和探究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目标：学习古今中外工程师的科学探索、工匠精神和人文素养；

明确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激发学生认同感与责任感。

“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一、了解中华建筑的成就，增强文化自信

举例天坛、大兴国际机场、佛子岭水库连拱坝等著名建筑物，展现曲面在建筑

工程构型方面的成功应用。

引导学生思考不同曲面的设计应用达成不同的建筑功能及艺术价值。

二、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介绍曲面定义，介绍双曲抛物面经常在水闸、船闸、渡槽等水流断面形状变化

处出现。目的是解决水流在建筑物直立墙到斜坡平滑过渡问题。

强调任何事物都应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纸上谈兵，空想政策，实践才

能出真理。工程人应当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三、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阐述双曲抛物面神奇的力学特征，例举其典型的工程案例——“鸟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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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体育馆，分析其构型特点，总结出传统与现代设计表达并举的优势，又例举了薯

片的形状特点，指出双曲抛物面的应用范围和价值。

鼓励学生在工程制图中发挥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通过案例分析，

让学生了解创新思维在解决工程问题中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引导学生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意识

举例单页回转双曲面常见建筑物冷却塔的例子，强调工程师在制图过程中应考

虑社会、环境等因素，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意识。通过介绍环保、节

能等方面的知识，让学生了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

五、激发学生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

引入星海音乐厅和广州塔，指出广州塔外观为外国设计师完成，结合国家重大

工程建设案例，激发学生的责任与担当。强调民族精神在工程制图中的体现，培养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通过将以上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工程制图课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团

队协作精神、创新能力、社会责任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等多方面的素质，为他们成为

优秀的工程师奠定坚实的基础。

教学方法

与举措

1、采用讲解、示范、讨论、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2、利用多媒体教学辅助手段，展示相关图片、视频等资料，增强学生的视觉体验。

3、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操作，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教学实施

过程

一、教学准备阶段

教学目标明确：在学期开始前，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明确将思政教育融入工

程制图课程的具体目标，包括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

教材内容整合：选择合适的教材，并结合思政教育要求，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

和优化，确保既包含必要的工程制图知识，又能体现思政教育的元素。

教学资源准备：收集和整理与思政教育相关的教学资源，如案例、图片、视频

等，以便在教学过程中使用。

二、教学实施阶段

课程导入：在课程开始时，简要介绍工程制图的重要性和应用领域，同时引出

思政教育的主题，为学生设定学习的总体框架和方向。

知识讲授：结合工程制图的知识点，穿插介绍相关的思政教育内容。例如，在

讲解绘图规范时，强调诚信和责任的重要性；在介绍制图工具时，强调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实践教学：组织学生进行绘图实践，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体验工程制图的严谨

性和挑战性，同时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案例分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工程制图案例，分析其中的思政教育元素，让学

生在案例分析中深化对思政教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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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讨论：鼓励学生就工程制图中的思政问题进行讨论，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观点和态度。

课程总结：在课程结束时，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强调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并鼓励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继续践行思政教育的要求。

三、教学评价阶段

过程评价：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评估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和接受

程度。

结果评价：通过考试、作业等方式评估学生对工程制图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

考察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和应用。

反馈与改进：根据学生的评价结果，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和总结，及时调整教

学策略，以提高教学效果。

教学反思

随着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思政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工程制图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承载着对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在过去的教学中，我尝试将思政元素融入工程制图课程，

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工程制图不仅是一门技术课

程，更是一门人文课程。它要求学生具备严谨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这些品质与

思政教育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在教学中，我始终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

程中，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

然而，在实践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如何巧妙地将思政元素与工程制

图知识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到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需要不

断探索的问题。其次，如何激发学生对思政教育的兴趣，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主动

接受思政教育，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进。首先，可以进一步挖掘工

程制图课程中的思政教育资源，寻找与专业知识紧密相关的思政教育案例，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思政教育。其次，可以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

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和困惑点，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最后，可以不

断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如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提高思政

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通过这次教学反思，我深刻认识到思政教育在工程制图课程中的重要性。在未

来的教学中，我将继续努力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

学服务，培养更多具有高尚品德和专业素养的优秀人才。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课件；工程案例资源；CAD 绘图软件 ；习题集

制图标准；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画法几何及水利工程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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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吴静妹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88.01

照

片

职称 副教授 职务
电工电子教

研室主任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电信工程学院
高校

教龄
10年

邮箱 61918723@qq.com 手机 18055505829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乔晓华 男 1960.07 教授 本科/学士 皖江工学院 课程主讲

孟倩文 女 1989.11 讲师 研究生/硕士 皖江工学院 课程主讲

胡瑜 女 1994.09 助教 研究生/硕士 皖江工学院 仿真研究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电路

参赛

组别
课程思政

开课

年级
大二

学科

门类
工学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产教融

合组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产

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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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3-2024-1 2023.9-2024.12 64学时 22通信工程 40

2 2022-2023-1 2022.9-2023.12 64学时 21通信工程 38

3 2021-2022-1 2021.9-2022.12 64学时 20通信工程 40

4 2020-2021-1 2020.9-2021.12 64学时 19通信工程 39

5 2019-2020-1 2019.9-2020.12 64学时 18通信工程 37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375

《电路》课程思政创新报告

摘要：课程思政是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育人任务而提出的一种教学改革模式。通

过提高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充分挖掘《电路》课程思政元素，合理安排课程

思政切入点，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实现教学与育人的有机融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一、课程思政的概述

教育部于 2022年 5月 28日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

要求：“要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人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构建类

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

能够掌握树立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见地、塑造意志品格，应

当着重从课程思政教育内容创新人手，从庞大的教学体系中梳理挖掘、筛选出立

德树人的相关思政元素。基于此，以课程内容和思政元素之间的逻辑性、关联点

和契合度为切人点，以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为遵循，从认知维度对如何

界定课程思政中的思政元素，即对课程思政理念价值和思政元素内涵范畴做出纵

深解读；从逻辑维度对课程思政怎样挖掘思政元素，即对知识传递和价值塑造之

间的精准对接原理做出本质探析；从实操维度对课程思政挖掘哪些思政元素，即

对不同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进行深

度挖掘和梳理凝练，并形成相应的通用思政元素和特色思政元素案例示范。本课

题主要讨论如何挖掘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中的思政因素。《电路》基础课程是皖江

工学院电信工程学院电类专业重要的基础课，是一门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能

力及核心素养的课程。在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知识，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

也需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培养出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大学生。

二、目前课程思政内涵存在的问题

目前课程思政在开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 课程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有待加强

目前大部分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的内涵了解的还不够深入，在意识上明确了要

做到由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但是从意识到能力，再到完美的融合课程和思政还

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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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思政的德育内涵和元素还有待深入

挖掘如何把家国情怀、科学素质、工匠精神渗透到电路分析基础的课程的知

识点当中去，如何多层次、多角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如何把每一个案例，每一

个细节有机地融人到相关的知识点中，进一步使得课程思政内容更精进是目前课

题组深入推进课程思政接下来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3. 课程思政还不成体系

各个思政点有待打磨，每位老师的认知不同，理解角度不同，切人的方式也

不同，如何集大众之所长，电路分析课程思政体系化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针对以上问题，为了提高授课教师课程思政意识、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和

使得电路分析课程思政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课题组对电路分析基础课程的思

政推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实践。《电路》是我院电气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专

业知识内容较多，理论性较强，以往教师大多以传授知识为主，往往忽视了课堂

上立德育人的功能。要实现全方位育人，必须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从专业培养

目标开始到课程的实施，同时也需要提高每位教师自身的德育能力，能够在课堂

上润物无声的影响学生达到德育的目的。电信工程学院各专业的培养方案中明确

指出通过系统学习，学生应达到“认同我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人善良诚信，

做事精益求精”的目标。

1. 电路分析基础课程目标的改革

学院在 2022 年针对电路分析基础课程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把课程思政的

要求加入到了课程教学目标中。《电路》教学大纲里在相应的教学内容中加人了

课程思政的目标：确定让学生了解电工技术发展，培养科学探索的精神；了解我

国电子技术发展历程，鼓励学生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贡献；了解我国电力系统发

展现状，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弘扬学生爱国主义精神；了解我国制造工艺现状，

引导学生树立了大国工匠精神等。

2. 教师实践课程思政能力的提升

为了提高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能力，课题组就《电路》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先

进行了挖掘和梳理，然后课题组以定期开展讨论的方式进行，每 2周课题组教师

集中共同讨论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每节课的思政融入点。对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

挖掘和梳理。思政元素的挖掘梳理结合了课程的性质、教学内容和本校特色等内

容。从课程的理论专业知识中挖掘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大师的成长支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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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出榜样力量、分析国家的电工、电力发展现状、国家大事与专业前沿热点问题

中挖掘学生成长方向，从课程实践知识中挖掘职业素养的培育等。每 2到 3周课

题组教师的集中讨论，需要大家从自己认知的角度出发，提出自己的思政元素融

人课程内容相关的点进行讨论。

四、电路分析课程思政实施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为师者必须以德为先。在高校思政体系化建设

的进程中深入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工作，既需要广大教师具有高度的主体自觉，

也需要注重增强教师的课程思政实践能力。增强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自觉。

在课程思政的实施上，思想决定行动。首先从思想上深化课程教师的教师行业的

神圣与重要性，引导教师坚持言传身教和教书育人，定期组织课题组教师参加师

德师风建设，向优秀教师学习，跟优秀教师交流。注重教师德育主体自觉的同时

也要注重教师课程思政实践能力的提升。《电路》是专业基础课，作为专业课教

师在了解课程内容的同时也需要提升教师教学研究能力，保持对社会新闻的敏感

度，时刻关注行业最前沿的信息等。课题组的教师的作为高校专业教师定期参加

行业师资培训，引导教师在德育实践活动中学习，从而提升师德素养和育德能力。

通过对教师的德育能力的增强使其更好的担起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的责任。

五、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采用一流课程体系的特点，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实现电路分析课程思政

的目标。

1. 线上资源：随着在线课程开放以及“金课”的建设，网上有大量的优质教

学资源，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多元化，因此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在课前环节让学生

了解知识是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爱国情怀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线上资源了解

我国的国情，我国专业领域发展状况等，增强工程伦理教育，引导学生思考一些

基于我国国情的科技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使

命感；了解国内外专业领域内科技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了解国内外专业行业内相

关技能的要求和标准，培养学生科学素质。

2. 线下环节：课堂授课过程中坚持翻转课堂，做到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

心，教师通过一个个工程实例，让大家在掌握理论基础知识的同时也培养辩证的

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大国工匠精神。让他们了解任何一种分析方法有优点，也有

缺点，在实际的工程中应当结合具体的电路来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法。线下理论环

节：课程的讲授过程中，通过加人中国元素，如分析我国电工领域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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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通过课堂上电路的综合分析和解题过程，教会学生用哲学辩证的思维方式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帮助学生养成积极探索的治学态度，形成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结合相关教学内容，介绍思政

案例如国内外科学家不断钻研的典型事例、国际知名企业的发展等，引导学生向

业界前辈们学习，培养学生的敬业、奉献精神。通过电路中的动态电路和交流电

路的分析过程讲解，帮助学生建立工程意识，帮助学生建立利用数学思维模式描

述和解决工程问题的意识。线下实践环节：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实施分组进行，每

组同学之间取长补短共同完成一个题目，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

与人为善的良好品格。

六、结语

高校课程思政的核心要旨是抓住教师队伍这支“主力军”，课程实施是“主

战场”，“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课程思政建设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规划、循序渐进，以点带面的实施，不断提高教学效

果。需要结合本校的特色和不同课程的特点建设课程思政，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

努力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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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教学大纲（2021 版）

一、课程名称及课程编号

电路（2103010）
Electric Circuits

二、学分学时

4学分 / 64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包伯成，乔晓华主编.《工程电路分析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四、课程属性

专业基础课

必修

五、教学对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自动化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七、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电路课程理论严密、逻辑性强、有广阔的工程背景，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的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课程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强调工程应用的背景，

主要包括：电路理论的基础知识，电路分析的基本方法，为进一步学习该专业的

后续课程准备必要的电路知识。通过该课程学习，学生可掌握基本的计算分析方

法，能够对工程问题中的电路工作状态进行正确的识别，并能够正确地利用方法

及工具，建立电路模型，进一步进行计算和分析，以培养学生识别并分析单元电路的

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分析计算能力、实验研究能力及工程应用能力。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理解电路的基本概念、定律以及电路元件的工作原理和性能参数，掌握电阻

电路的等效变换法，电路的网络方程分析法等基本计算分析方法；（支撑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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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1.1、1.2）

教学目标 2：

掌握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以及串、并联谐振电路的变换域的基本电

路分析与工程计算方法，能够对工程问题中的交流电路的工作状态进行正确的识

别，并能够正确地利用变换域的方法，建立电路模型进行计算和分析；（支撑本

专业毕业要求 1.2、2.1）

教学目标 3：

能够运用电路相关基础知识，正确识别具有互感的电路和磁路以及动态电

路，理解三要素法在动态电路时域分析和计算中的重要意义，培养学生识别并分

析单元电路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2.1、2.2、4.1）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第一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定律

1．教学内容

（1）电路与模型；（2）集中参数电路；（3）电路中的基本物理量；（4）基

尔霍夫定律；（5）电阻元件、电容元件、电感元件；（6）电压源、电流源及受控源。

2．知识要点

（1）电路及电路模型；（2）集中参数的概念；（3）电流、电压、电功率级

能量的概念及理解；（4）电阻、电容和电感元件的特性；（5）掌握电压源、电流

源及受控电源的特性；（6）掌握基尔霍夫定律的内容及应用。

3．重点难点

（1）集中参数电路概念；（2）参考方向概念；（3）基尔霍夫定律。

4．基本要求

（1）了解电路的组成，了解电路模型和额定值的意义；（2）熟练掌握电流、

电压的参考方向和数值正负的意义及在分析计算电路时的应用；（3）熟练掌握运

用关联参考方向概念正确计算电路问题；（4）掌握电压源、电流源的概念以及含

受控源的复杂直流电路的计算；（5）熟练掌握基尔霍夫定律；（6）掌握电阻、电

容、电感元件伏安关系，电容、电感元件储能及电容电压、电感电流的连续性质；

（7）掌握电路中电位的计算。

5．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板书与课件结合）；（2）布置课后习题或课堂练习考查

基尔霍夫定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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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

1．教学内容

（1）两类约束与电路方程；（2）支路电流法；（3）网孔电流法；（4）节点

电压法。

2．知识要点

（1）两类约束与电路方程；（2）电路的分析方法的应用，包括：支路电流

法、网孔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

3．重点难点

（1）网孔电流法；（2）节点电压法。

4．基本要求

（1）掌握支路法的应用；（2）掌握网孔法和节点法中网孔电流方程与节点

电压方程的列写。

5．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板书与课件结合）；（2）布置课后习题或课堂练习考查

任一种电路的分析方法的应用。

第三章 电路叠加与等效变换

1．教学内容

（1）线性电路叠加；（2）单口网络等效的概念；（3）单口电阻网络的等效

变换；（4）有源单口网络的等效变换；（5）替代定理；（6）戴维宁定理和诺顿定

理；（7）最大功率传输定理。

2．知识要点

（1）叠加定理的内容及应用；（2）电路的等效变换概念；（3）单口电阻网

络的等效变换，包括串并联等效及电阻的 Y-Δ连接的等效变换；（4）实际电压源

和实际电流源的特性；（5）有源单口网络的等效变换；（6）一端口电路的输入电

阻的求法；（7）替代定理的内容及应用；（8）掌握戴维宁定理及诺顿定理的内容

及应用；（9）最大功率传输定理的内容及应用。

3．重点难点

（1）叠加原理；（2）等效变换概念；（3）戴维宁定理和诺顿定理。

4．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并应用叠加原理分析电路；（2）掌握单口网络的分解方法以

及求解单口网络伏安关系的方法；（3）理解等效概念；（4）掌握单口电阻网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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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单口网络的等效变换方法；（5）掌握替代定理；（6）熟练掌握并应用戴维宁

及诺顿定理、最大功率传递定理分析化简典型电路；（7）了解 T形和π形等典型

电阻网络的等效变换及等值电阻的计算。

5．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板书与课件结合）；（2）课堂小练习：电路定理的应用。

第四章 正弦稳态电路分析

1．教学内容

（1）正弦量的基本概念；（2）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3）基尔霍夫定律的

相量形式；（4）电路元件 VCR 的相量形式；（5）阻抗与导纳；（6）正弦稳态电

路的相量分析；（7）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8）最大功率传递定理。

2．知识要点

（1）复数的四种表示方式及其转化；（2）正弦量的表达式及其三要素，正

弦量的相位差及有效值的求解；（3）相量与正弦量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4）电

路定律的相量形式；（5）阻抗和导纳，学会电路相量图的画法；（6）正弦稳态电

路的分析；（7）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复功率；（8）正弦稳态电路的最大功率传输。

3．重点难点

（1）阻抗与导纳；（2）正弦稳态电路的相量分析与功率计算。

4．基本要求

（1）掌握正弦量的三要素；掌握复数的四则运算；（2）掌握阻抗、导纳、

感抗、容抗的概念和计算方法；（3）理解并掌握正弦量的相量图和相量表示法；

（4）理解基尔霍夫定律的相量形式和元件伏安关系的相量形式，能画出电路相

量模型，用相量法分析正弦稳态混联电路；（5）掌握有效值相量和相量图法；（6）

掌握正弦稳态电路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复功率、功率因数的概念

及其分析计算方法；（7）了解提高功率因数的经济意义；（8）掌握提高功率因数

的方法及并联电容的电容值计算；（9）掌握最大功率传递定理的相量法计算。

5．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板书与课件结合）；（2）布置课后作业巩固所学内容。

第五章 三相电路

1．教学内容

（1）对称三相电源及联结；（2）对称三相负载及其联结；（3）三相电路的

计算；（4）三相电路的功率及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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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要点

（1）三相电路的基本概念；（2）三相电路的联结；（3）三相电路线电压（电

流）与相电压（电流）的关系；（4）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5）三相电路的功率

及其测量。

3．重点难点

（1）对称三相电路负载的联结方式；（2）三相电路电压、电流的关系。

4．基本要求

（1）掌握负载星形连接和三角形连接时三相电路中线电压与相电压，线电

流与相电流之间的关系，计算方法及相量图；（2）了解三相四线制中线的作用和

负载的正确接法；（3）掌握对称三相电路功率的计算，了解三表法和二表法。

5．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板书与课件结合）（2）布置课后作业巩固所学内容。。

第六章 频率特性与谐振电路

1．教学内容

（1）网络函数与频率特性；（2）RLC串联谐振电路；（3）GLC并联谐振电路。

2．知识要点

（1）网络函数与频率特性的概念；（2）RLC串联谐振电路特性与计算；（3）

GLC并联谐振电路特性。

3．重点难点

RLC串联谐振特性与计算。

4．基本要求

（1）理解正弦稳态网络函数概念，并能做出电路幅频、相频特性曲线；（2）

理解 RLC串联、并联电路的电压、电流关系及其谐振特性。

5．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板书与课件结合）（2）课堂小练习巩固相关知识。

第七章 耦合电感、变压器

1．教学内容

（1）耦合电感；（2）耦合电感电路分析；（3）理想变压器。

2．知识要点

（1）耦合电感的概念；（2）耦合电感电路分析与计算；（3）理想变压器的

特性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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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难点

（1）耦合电感电路分析与计算；（2）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及功能（变电压、

变电流、电阻抗）

4．基本要求

（1）了解自感现象和互感现象；理解耦合电感的同名端和异名端及伏安关

系；（2）掌握耦合电感的串联、并联分析及去耦等效方法；（3）掌握耦合电感电

路及变压器电路的分析计算方法；（4）掌握理想变压器伏安关系（电压和电流关

系）和阻抗变换性质。

5．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板书与课件结合）（2）课堂小练习巩固相关知识。（3）

实际案例应用。

第八章 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1．教学内容

（1）动态电路的过渡过程；（2）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3）一阶电路的

零状态响应；（4）一阶电路的全响应。

2．知识要点

（1）动态电路的特点；（2）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概念及分析计算；（3）

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概念及分析计算；（4）一阶电路的全响应概念及三要素法

计算。

3．重点难点

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和三要素法。

4．基本要求

（1）理解电路的暂态和稳态，激励和响应及时间常数的物理意义；（2）掌

握一阶电路零输入、零状态和全响应求解方法；（3）掌握直流一阶电路三要素法；

5．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板书与课件结合）（2）课堂小练习：三要素法的应用

十、课程思政设计

1．总体目标：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挖掘本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本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

2．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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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路知识广泛地应用于电视、雷达、通信、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

航天等科学技术领域。在介绍专业知识背景、电路的发展历程时，要让学生知道

作为当代中国新青年要学好这门基础课，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积

极主动地培养科研精神，成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

（2）在学习电路分析方法、电路定理时，间接地教育学生要辩证对待人生

矛盾的点睛，告诫学生，同一问题往往有各种解决方法，遇事不钻牛角尖，辩证

地对待人生环境，学会缓解压力，积极乐观对待各种事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

（3）在学习三相电路、耦合电感及变压器时，讲述变压器种类时，介绍我

国的“特高压”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让同学们从内心为中国创新感到骄傲，

让同学们树立创新精神。

（4）电路课还安排了实验课程，鼓励学生实践和创新，了解我国电力行业

的优秀成果，使他们对自己未来从事的职业产生自豪感。与此同时，不仅锻炼学

生实际动手能力，提高相应的分析计算能力、文字和图表的表达能力，还培养了

学生科学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创新精神，增强有效沟通和合作能力，

以及电子多媒体的交流能力。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10学时

第二章 8学时

第三章 10学时

第四章 14学时

第五章 6学时

第六章 4学时

第七章 4学时

第八章 8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电路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40%）+结果性考核

（60%）。

1．过程性考核（40%）

课堂学习研讨、课后反馈表现、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

2．结果性考核（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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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闭卷）

十三、教学参考

1. 参考教材

[1]《工程电路分析基础》，包伯成，乔晓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电路分析基础（第 4版）》李瀚荪，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电路原理》（第六版），邱光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电路分析》（第 2版），胡翔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电路原理》，于歆杰，朱桂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参考文献

[1]刘崇新，电路（第 4版）学习指导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2]朱桂萍、 刘秀成，电路原理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 2版），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2年

[3]范世贵，电路考研教案（第 4版）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4]陈燕，电路考研精要与典型题解析.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3．网络资源

[1]中国集成电路：https：//www.cicmag.com/

[2]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http：//www.cpca.org.cn/

[3]慕课教学-电路课程：http：//www.mooc.cn/?s=电路&cat=5

http://192.168.24.5:8080/opac/item.php?marc_no=0000312605
http://www.amazon.cn/%E7%94%B5%E8%B7%AF%E5%8E%9F%E7%90%86%E5%AD%A6%E4%B9%A0%E6%8C%87%E5%AF%BC%E4%B8%8E%E4%B9%A0%E9%A2%98%E9%9B%86-%E6%9C%B1%E6%A1%82%E8%90%8D/dp/B0081Y0PXY/ref=sr_1_3?s=books&ie=UTF8&qid=1437445401&sr=1-3&keywords=%E7%94%B5%E8%B7%AF%E5%8E%9F%E7%90%86
http://www.mooc.cn/?s=电路&ca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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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吴静妹 学 院 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名称 电路 学 时 64学时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教材分析

1. 选用教材：“工程电路分析基础”，包伯成，乔晓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十一五”规划教材。

2. 内容分析：

（1）内容全面性：电路教材通常涵盖了电路的基本概念、定律和定理，如

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等；还包括电阻、电容、电感等元件的特性及分

析方法；以及直流电路、交流电路、三相电路、耦合电感、变压器的分析

与计算等。

（2）系统性：教材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逐步深入地介绍电路知识，使学

生能够系统地掌握电路理论和分析方法。

（3）理论与实践结合：许多电路教材会配有大量的例题、习题和实验内容，

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4）适应性：不同的电路教材可能适用于不同的专业和学习阶段，有的注

重基础理论，有的则更强调工程应用。

教学内容

单相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引入：

通过变压器在实际中的应用，如以疫情期间“火神山医院”架设 24
台变压器，保证医疗设备正常运行，为疫情阻击战提供“力量”，引导学生

认识自己对社会的重要责任，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讲述我国在电力

领域的发展成就，如“特高压”自主创新技术，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

爱国情怀，同时让他们明白科技进步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鼓励学生勇

于探索、创新；结合变压器在“远距离输电系统”中的作用，引导学生树

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了解电子线路中变压器

的类型，让学生知道变压器由很多类型，不关是哪种变压器都是由铁芯和

绕组构成，引出变压器结构。

1. 变压器基本结构

变压器主要是由铁心和绕组两部分组成。接在交流电源的绕组称为一次

绕组或原边绕组，接有负载的绕组称为二次绕组或副边绕组。图 1a所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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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式变压器，其特点是绕组包围着铁心。这种变压器结构简单，绕组的安

装和绝缘比较容易，多用于容量较大的变压器中。图 1b所示是壳式变压器，

其特点是铁心包围绕组。这种变压器用铜量较少，多用于小容量变压器中。

a)心式变压器 b)壳式变压器

图 1 变压器结构示意图

2. 变压器工作原理

变压器仿真实例如图 2引入，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转化成 100V交流

电提供给电灯，使得电灯正常发光。引发学生思考：“变压器两边互不相接

是如何实现电压的变化？”，从而引出变压器工作原理。

图 2 变压器仿真实例

变压器工作原理：它是通过电磁感应的作用，将一种电压等级的交流电

转变成另一种同频率的另一种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能。

电能 磁场能 电能

变压器示意图如下图 3所示。

图 3 变压器示意图

视频（见 PPT）引入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变压器的变压和变压器一次

和二次的绕组匝数有关，引出变压器具体的变压关系。

3. 变压器变压关系

如下图 4 所示，一次绕组接入交流电源 u1，会产生交流电流 i1，交变

电流在铁心中产生交变磁通Փ，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交变磁通Փ在两边绕

组中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e1和 e2。由分析可得具体数量关系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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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变压器变压原理图 图 5 变压器变压关系

由变压关系得出
��
��

= ��
��

= �（变比）。当 K>1称为降压变压器；K<1称为

升压变压器。引入仿真实验验证理论正确性，如图 6所示。

图 6 变压器仿真实验

将 20V交流电通过变压器输入给负载，对变压器的匝数比进行设置，设

置为 10:20；20:10，根据理论可知，输出应该为 40V 和 10V。利用虚拟电

压检测器进行检测后得出数据和理论一至，继而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4. 变压器变压实例应用

电压变换的实际应用--电弧点火器（等离子打火机）如图 7所示。等离子

打火机就是利用变压器的变压关系，将低电压转化成上万伏的电压击穿空

气实现点火功能，引入视频（见 PPT讲解）。

图 7 电压变换的实际应用--电弧点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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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总结本节内容，变压器除了变压功能还有变阻抗和变电流功能，引出学

生预习内容，即课后作业。

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了解单相变压器的基本结构；理解单相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掌握变压器的变压功能、变流和变阻抗功能；理解变压器在实际应用中的

价值。

2.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运用变压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根据

要求计算变压器绕组匝数比；具有分析变压器电磁特性、变换特性能力；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能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工程问题。

3. 价值目标：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的热爱，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

神，培养学生工程思维方式。

“ 课 程 思

政”教育内

容

1. 责任感与使命感：以疫情期间“火神山医院”架设 24台变压器，保证医

疗设备正常运行，为疫情阻击战提供“力量”，引导学生认识自己对社会的

重要责任，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3. 国家发展与创新意识：讲述我国在电力领域的发展成就，如“特高压”

自主创新技术，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同时让他们明白科技

进步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创新。

4. 资源节约与可持续发展：结合变压器在“远距离输电系统”中的作用，

引导学生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

教学方法

与举措

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方法应既包括理论知识的传授，又包括实践操

作的训练。理论知识包括变压器的基本原理、结构、参数计算等，实践操

作则包括变压器的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等。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

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单相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2. 案例教学法：通过分析具体的单相变压器案例“等离子打火机”，让学生

了解单相变压器在实际中如何应用。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

用到实际中，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互动式教学：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例

如，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或者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

论，分享彼此的观点和见解。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单相变

压器的工作原理，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合作精神。

4. 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如 PPT、动画、视频等，形象生动

地展示单相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单相变压器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过程，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

5. 实验仿真教学：如变压器仿真实例，让学生通过实验直观感受变压器的

变压功能。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单相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同时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391

教学实施

过程

1. 应用导入

通过展示变压器应用场景（如“火神山”医院、远距离输电系统、电子

线路中应用等）及中国创新“特高压”变压器引领世界，激发学生的兴趣。

2. 讲解原理

（1）详细讲解电磁感应现象，并利用视频形象描述电磁感应过程。

（2）说明单相变压器的结构，包括铁芯和绕组。

（3）逐步分析当一次绕组有电流通过时，铁芯中磁通的变化，以及如何在

二次绕组中感应出电动势，如何实现变压功能。

3. 实验仿真、案例演示

对单相变压器的变压功能进行简单实验仿真验证及案例（等离子打火机）

演示，让学生观察现象，加深理解。

4. 互动讨论

组织学生讨论单相变压器在实际中的应用，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5. 总结归纳

再次强调单相变压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变压功能，帮助学生巩固知识。

6. 作业布置

布置一些与单相变压器原理相关的作业，让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内容。

教学反思

1. 学生理解程度：是否学生都能清晰理解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对于理解困

难的学生，如何改进教学方法。

2. 实验仿真效果：实验仿真环节是否有助于学生直观感受变压器的工作过

程，实验设计是否合理。

3. 联系实际：如何更好地将变压器原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让学生感受到

其重要性。

4. 教学节奏：教学节奏是否适中，是否给学生足够的思考和理解时间。

5. 互动与参与：如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互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1. 挂图或幻灯片：展示变压器的结构、原理图等。

2. 多媒体资源：如动画、视频，演示电磁感应过程及应用案例。

3. 仿真实验：如变压器仿真实例，让学生通过实验直观感受变压器的变压

功能。

4. 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和互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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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DIO工程育人理念下

《装饰材料与构造》课程产教融合教学设计

摘要：《装饰材料与构造》是环境设计专业课程体系核心专业课程。课程改革历经

了“构建数字化教学平台-以项目串联法改革教学内容-产教融合双向育人”三个发展阶

段，产学、工学、校企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依托多家设计企业，构建以设计实训室

为纽带的校企合作共同体，以服务校园环境及地方建设。本课程以项目驱动并通过线上

理论结合，提高教学效率，提升师生实践能力，以思政引领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观，培

养高质量应用性人才。该报告分析了课程培养模式单一，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校

企合作共赢点提炼不足等诸多问题，提出了以 CDIO 工程育人理念为主要教学方法，打

破高校与企业间壁垒，引企入校共建产教融合工作室进行课程共建、双师培养、项目共

建，以保证该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产教融合;教学设计;工学结合;校企合作;CDIO 工程育人;“双师”培养

1.《装饰材料与构造》课程概述

1.1 课程概况

本课程是艺术设计学科下的环境设计专业核心课程，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对

常见材料性能和施工工艺的认知力和创造力，课程体系既要体现艺术学创意性又

须具有工学的科学严谨性，既要对中国传统技艺了解，又要对现代工艺进行掌握，

还要树立正确的环境生态理念，其多学科交叉性很明显。在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正确职业观和工匠精神，以具备设计创新力及可行力。

课程为 3个学分，实践比重占 50%。课程内容与设计企业深度合作，以实验

室为依托，将课程与项目结合，将真实项目引入教学，将学生引入工地，将企业

引入课堂。共同培育学生同时进行双师型教师培养，深化推进应用型教育产教融

合。

1.2 课程目标

1.2.1 知识目标

了解常用装饰材料的性能及构造原理，掌握材料的选择、工艺的应用及维护

方法，同时熟悉室内外环境设计工程的施工工艺与技术规范，为职业生涯奠定坚

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1.2.2 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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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在设计中融入创新元素，培养学生设计创新能力，满足社会对绿色、

智能装饰的需求。通过实验室操作、项目模拟及企业实习，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其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应对各种挑战。

1.2.3 价值引领目标

通过传统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了解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和

创新创业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设计人的“匠心”品质。通过具体项目相关

的规范增强学生的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

1.3 课程思路

该课程依托校企合作平台，深度融合行业实践，构建了一条以学生为中心、

以职业为导向的特色教学路径。课程设计紧密结合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能、施工工

艺规范与实际项目应用，旨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

首先，课程聚焦装饰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直观理解

材料特性，为后续设计与施工打下坚实基础。其次，深入解析施工工艺标准与规

范，邀请行业专家指导，确保学生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要求与安全规范。再者，依

托真实项目案例，组织学生参与从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整个教学过程，始终贯穿产教融合的理念，既注重知识传授，更强调能力培

养，确保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岗位需求，成为行业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图 1 产教融合课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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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产教融合现状分析

2.1 培养模式单一

培养模式既包括学生培养模式，也包括教师培养模式。在学生培养模式方面，

当前部分高校仍然按照原有的“教一学” 模式开展教学，学生缺少与企业实际

生产相关的动手实践能力。在教师培养模式方面，高校教师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研

究型高校的博士毕业生，这些教师一直延续研究型思维，很难开展应用型教学。

2.2 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

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未能及时反映行业新兴材料和技术；缺乏足够的实践环

节，学生动手能力与实际施工需求有差距；行业标准与规范的教育不足，学生对

最新行业规定不熟悉。这些问题导致学生毕业时面临知识与技能的实用性不高，

难以立即胜任岗位要求，降低了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为解决这一问题，需加强校

企合作，引入行业专家，更新课程内容，增加实践教学，确保教育与产业无缝对

接。

2.3 校企合作共赢点提炼不足

当前，企业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活动的形式相对单一，未能充分发挥企业资

源的优势，特别是在实践基地建设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实训条件与行业

实际操作环境的差距限制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全方位提升，而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

的渠道不畅，影响了合作效益的最大化。此外，人才培养方案与企业需求的精准

对接不足，定制化、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尚待加强，导致学生毕业后与岗

位需求的契合度不高，直接反映在教学效果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上，学生技能与行

业期望存在落差，亟需深化合作，精准对接，提升教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3.《装饰材料与构造》深化产教融合课程改革途径

3.1 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企业

根据上述课程问题，对本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改进，将企业市场与教学相结合，

构建学生理论知识与职业能力螺旋上升的培养能力，企业理念植入教学思想，形

成产教融合共同体。课程内容紧密结合行业需求，将与教学有关的各要素有机地

联系起来，设计出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策略及教学实施过程的方案。打造一

门具有模块化、项目化的《装饰材料与构造》课程。课程内容如图 2所示，共分

为八个模块，每个模块平均分为 6课时，课程主线由实践（以项目驱动）→理论

学习→实践（与行业接轨）→理论→实践（与实验室结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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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程教学内容

3.2 教学方法创新

3.2.1 教学方法选择遵循以学生为中心（SC）

此课程有专业应用性强，专业范围广的特点，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

需要有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理念，应提高学生对材料与工艺的趣味性，循序渐

进引导至专业图纸绘制。学生是课程教学的主体，教师是主导，为实现教学目标，

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

3.2.2 行动导向型项目教学手段（OBE）

行动导向教学法实施包括资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价。每个环节

都有教学目标要求、能力培养要求、工作方法要求和完成时间要求。在行动教学

中，教师可联合企业导师，将项目分成若干个任务，每个任务可以作为一个教学

小单元，每个教学模块都按照这 6个环节展开教学。

3.2.3 校企合作，在 CDIO工程育人理念下采用多层次的教学手段

开展多层次的教学手段，课程不局限于课程知识，结合相关专业竞赛，相关

实际项目，相关职业技能考试证书进行教学和联系，与企业合作，全方面的，多

元化的进行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3.2.4 采用启发性及延伸性教学方法

采用启发性教学方法，便于学生思考，让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有机地结合起

来，教师绘出图纸，学生对图纸进行错误查找及修改绘制，将课程延续到其他专

业的课程要求中，利用本课程所学内容，协助完成其他课程的学习。

3.3 创建多元化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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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实践项目评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实践项目评估是产教融合的直接体现。通过与企业合作，将真实的工程项目

引入课堂，学生需全程模拟行业标准流程。项目完成后，由企业导师和课程教师

组成的评审团进行综合评估，重点考察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问

题解决技巧。

3.3.2行业专家评审：接轨行业标准

行业专家评审则是将外部视角引入评估过程，确保课程内容和评估标准与行

业需求高度一致。邀请装饰行业资深专家、设计师和项目经理等，参与学生作品

的评审，提供专业反馈和建议。专家们根据行业最新趋势、材料特性、施工规范

等方面进行评判，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前沿，修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偏差。

3.3.3拓展评估维度：综合能力的全面考量

为了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评估机制还需涵盖更多维度。例如，引入行业认

证考试，鼓励学生考取相关资质证书，如室内设计师资格证、材料采购员证等，

作为评估的一部分，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同时，开展技能竞赛，如材料辨识大赛、

构造创意设计比赛等，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能的深度融合。

3.4 产教融合平台建设

3.4.1 企：携手企业，共创共赢

携手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引入企业项目案例，邀请企业

专家定期入校，分享行业前沿技术与管理经验，实现教育资源与行业需求的精准

对接。

3.4.2 训：实训室与人居环境工程中心

高标准打造装饰材料实训室及人居环境工程中心，配备先进设备，模拟行业

真实工作场景，通过项目导向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材料识别、构造设计及施工

技术，强化实践操作与问题解决能力。

3.4.3 验：材料与工艺实验室

投资建设材料与工艺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深入研究装饰材料性能、构造细节

的场所。实验室配备各类检测仪器，如硬度计、耐候性测试仪等，学生可在指导

下进行材料测试、样品制作，深入了解材料特性及其在不同环境下的应用效果，

为创新设计和工艺优化奠定坚实基础。

3.4.4 网：开放课程 CAD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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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发《装饰材料与构造》系列开放课程，如 CAD 软件应

用教程，通过在线视频、互动问答等方式，实现自主学习与即时反馈，鼓励学生

在线分享设计心得，促进知识交流与技能提升，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智慧学习

生态。

图 3 课程平台建设

3.5校企合作共赢点提炼

通过定期行业需求调研，与企业共建课程内容，确保教学与行业动态同步；

设立校内外实训基地，提供真实工作场景，强化学生实践能力；聘请行业专家为

兼职教师，分享实战经验，提升教学实效；开展科研合作，推动技术创新与成果

转化；构建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助力学生职业规划。以此构建开放、高效的产教

融合生态，精准对接行业需求，培养装饰行业所需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3.6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定期赴行业企业挂职，积累实战经验；鼓励教师获取专业认证，提升材

料科学与构造设计的理论水平；建立校企人才交流机制，邀请企业专家入校授课，

同时教师参与企业项目，共享行业前沿知识；支持教学法创新，探索案例教学、

项目导向学习等模式，提高教学效果；完善评价体系，将产教融合成果纳入绩效

考核，激励教师积极性。通过这些措施，打造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师资队伍，提升

课程质量，为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4.教学成果与推广价值

4.1 教学成果

4.1.1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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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utoCAD及应用》.省级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示范项目.2万

【2019mooc569】二且主要负责人.2019-2022年（已结项）

2）《信息化环境下应用型高校“翻转实验室”创新设计研究》.省级一般教

学研究项目.0.5万.【2020jyxm2063】.主持.2020-2022.（已结项）

3）《计算机制图及 CAD》.省级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2021xsxxkc307】.2

万.第二且主要负责人.2022年-2024年（已结项）

4.1.2 教学研究论文

1）《培养学生创意思维对提升环境艺术设计教育质量的重要性》.创新创业

理论研究与实践.金花.第一作者.2020年 3月.第 3卷第 52期.第 166-167页.

2）《Using computer-aided design software in teaching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EI 源刊论文.JA 检索）（一类）.Computer-Aided Design & Applications.第一作

者.19（（S1）.2022，173-183.（代表作 1）

4.1.3 教学获奖

1）2019年，获得校优秀指导老师奖（校级）；

2）2021年，获得校优秀指导老师奖（校级）；

3）2022年，获得“安徽省环境设计大赛”优秀指导老师（省级）；

4）2023年，获得校优秀指导老师奖（校级）。

4.1.4 主编教材

省级规划教材《数字影视短片创作》.南京大学出版社.本人承撰 8万字.主编

4.1.5 实践项目

1）2020年，完成设计及施工芜湖滨江派出所室内空间改造设计；

2）2021年，完成设计及施工海鹰科技办公楼室内空间设计；

3）2022年，完成设计及施工水情基地设计；

4）2023年，完成设计及施工东方城附小文化长廊设计；

5）2024年，马鞍山主城区孪生地图项目。

4.2 推广价值

4.2.1 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深度融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倡导使用绿色装饰材料，响应全球绿色建

筑潮流，是发展我国材料与构造设计的必由之路，体现了教育对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责任与担当。

4.2.2 培养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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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紧密对接行业需求，通过校企合作，搭建实践平台，旨在培养一批既

懂理论又具实践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为装饰行业注入新的活力，推动行业向更高

层次发展。

4.2.3 提升就业竞争力

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学习，这种实战化

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使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职场，成为

行业急需的人才。

5.结语

产教融合课程设计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循环的过程，如何能紧跟市场和行

业发展脚步，培养出满足时代要求的学生，是每一个环境设计教师的终生课题，

唯有不断的探索、发掘创造，并进行完善的教学设计，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适应

企业、适应社会。《装饰材料与构造》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其

教学改革离不开实践的指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装饰材料真正为设计而用，才

能让学生的每一套设计方案具有可行性价值，最终为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的专业

设计人才奠定基础。

1．指导互联网+学科竞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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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徽省大学生环境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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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14 周年精英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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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3 第 15 届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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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大赛 国家级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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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互联网+学科竞赛获奖



408

2．安徽省大学生环境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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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徽省大学生环境设计大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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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14 周年精英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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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材料与构造”教学大纲

一、课程名称

装饰材料与构造（0900010A）
The interior material and structure

二、学分学时

3学分 / 48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无

四、课程属性

专业主干课

必修

五、教学对象

环境设计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艺术设计学院

七、先修课程

计算机辅助设计 3D、计算机制图及 CAD、工程制图基础、中外建筑史、室

内设计概论、手绘表现技法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本课程支撑毕业要求 1、3、9、12 项，以产教融合为背景，

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及实践环节使学生掌握景观和室内设计中常用装饰材料的种

类，构造原理和施工工艺，了解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能、质量标准及选用原则，以

及材料与空间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具有较强的材料的综合设计能力和实践能力，

能独立完成中小型空间装饰材料的选择及工艺设计；能熟练运用计算机软件绘制

施工图纸规范的表现出施工工艺及材料；具有一定的现场实践操作能力和施工监

理能力。具备一定的装饰材料及工艺的创意设计能力，为将来的岗位工作打下良

好的基础。

教学分目标：将企业项目融入到教学中，材料构造的理论讲授及实践操作指

导能够达到以下几点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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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为驱动，在项目案例中熟悉常用装饰材料与构造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

识，掌握各项工程的专业术语和基本概念；

（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1）

教学目标 2：

对相关市场（工地）调研，熟悉各种装饰构造的施工工艺、施工流程、施工

标准；（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3）

教学目标 3：

通过课程学习，与行业接轨，了解设计施工的可行性，掌握规范的设计方法，

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储备。

（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9，12）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模块一 装饰材料与构造的基本理论

1. 教学内容

1）装饰材料与构造的基本概念：

材料与构造的内涵关系，材料与构造的分类，材料与构造的学科特性；

2）材料与构造的独特属性：

科技属性，创新属性以及在案例中对属性进行解析；

3）材料与构造的基本原则：

系统原则，人本原则，经济原则，生态原则；

4）课程任务安排及考核方式、装饰材料与构造发展趋势：

模型制作过程及要点，理论知识试卷考核，施工图纸表现材料与工艺的重要

性。

2. 知识要点

1）装饰材料与构造概念、定义与范围；

2）现代装饰材料与构造设计特征；

3）如何运用生态理念获得材料与构造设计的技术美、材质美和色彩美。

3. 重点难点

1）装饰材料的作用、装饰材料的发展趋势；

2）装饰材料的选择方式的依据；

3）装饰材料与构造的模型制作设计性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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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1）了解材料与构造的相互关系及其特性；

2）熟练掌握材料的生态原理。

5. 教学方法

本章采取校企合作进行教学理论讲授，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

模块二 核心知识与研究范畴——墙体的装饰材料与构造

1. 教学内容

1）装饰材料的分类：

外墙装饰材料：如天然木材、石材、建筑陶瓷、玻璃制品、水泥（白水泥、

彩色水泥）；

内墙装饰材料：如天然木材、石材、人造大理石、建筑陶瓷、内墙涂料、墙

纸、墙布；

2）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质：

外墙及内墙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质、物理性质：材料的密度；材料的亲水性；

材料的吸水性与吸湿性；材料的耐水性。外墙及内墙装饰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质：

材料的强度、弹性与塑性、脆性与韧性等。材料的加工性能。

2. 知识要点

1）外墙及内墙装饰材料的基本分类有几种；

2）外墙及内墙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能要求有哪些；

3）外墙及内墙装饰材料的功能作用和健康与技术标准都有哪些。

3. 重点难点

1）了解材料不同方法的分类，重点掌握按部位分类；

2）掌握材料的吸水性与吸湿性。掌握材料的强度、弹性与塑性。

4. 基本要求

了解外墙及内墙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质、物理性质，了解装饰材料的基本力学

性质，掌握掌握建筑装饰材料知识、正确选择与合理使用外墙及内墙装饰材料。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讲授常见材料基本性质及工艺方法，利用实物讲解介绍材料吸水受

潮的影响，引入行业专家对材料使用方法给予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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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核心知识与研究范畴——地面装饰材料与构造

1. 教学内容

地面装饰材料：如地毯类、塑料地板、陶瓷地砖、石材、木地板、地面涂料；

2. 知识要点

1）塑料地板的分类；

2）陶瓷地砖性能及其优缺点；

3）石材性能及其优缺点；

4）木质地板的基本种类以及材料适用范围。

3. 重点难点

1）掌握地面装饰材料种类、特性、用途、选用、装饰方法。

2）掌握地面装饰材料的吸水性与吸湿性。掌握材料的强度、弹性与塑性。

4. 基本要求

了解地面装饰材料（地毯类、塑料地板、陶瓷地砖、石材、木地板、地面涂

料）的种类及其特征，熟悉现浇水磨石、大理石、花岗石的种类、施工构造和施

工工艺流程。掌握正确选择与合理使用。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讲授常见材料基本性质及工艺方法，利用实物讲解法，引入行业专

家对材料使用方法给予讲解。

模块四 核心知识与研究范畴——屋顶与顶棚装饰材料与构造

1. 教学内容

1）屋顶与顶棚装饰材料：如石膏板、壁纸装饰天花板、贴塑矿（岩）棉装

饰板等。

2）吊顶施工：了解不同类型吊顶材料，以及它们的施工准备、施工要求和

一般施工构造，木龙骨，金属龙骨构件，石膏板吊顶，金属板吊顶的施工准备和

施工流程，能识别和绘制相关施工节点大样图。

2. 知识要点

1）屋顶与顶棚装饰材料；

2）吊顶施工的材料与施工准备；

3）能识别和绘制相关吊顶施工节点大样图。

3.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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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直接式顶棚的装修构造。掌握吊顶式顶棚的装修构造。

2）了解顶棚、地面与其它界面的接合。

3）可以绘制相关施工节点大样图。

4. 基本要求

了解屋顶与顶棚装饰材料：如石膏板、壁纸装饰天花板、贴塑矿（岩）棉装

饰板等；了解不同类型吊顶材料，以及它们的施工构造。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讲授常见材料基本性质及工艺方法，利用实物讲解，案例解析法，

实验室场地演示。

模块五 相关市场（工地）调研

1. 教学内容

1）对室内外装饰材料市场进行调研：了解常用室内外常见材料的品名，价

格，规格及优缺点；

2）对市场上公共室内外空间进行材料及工艺使用的调研及分析（室内餐饮

空间，娱乐空间，商业空间等，室外滨江公园，社区广场等）；

3）撰写材料调研报告：选择市场上了解到的三种材料，进行详细分析，并

提出对这类材料的应用改进及创新方案。

2. 知识要点

1） 了解材料的规格及价格；

2）了解材料的实际应用性。

3. 重点难点

1）对现有同类材料里的不同品名进行辨别；

2）工艺对材料使用的影响；

3）材料规格，工艺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4. 基本要求

了解常用装饰材料的种类和应用范围，熟悉常用材料的特点及施工构造。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主要采用市场调研研讨的方式，结合现场观摩教学形式进行教学课

程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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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六 特殊材料及设备安装要求

1. 教学内容

1）室内外相关电器类设备安装要求及施工工艺，制冷制暖设备的施工要求，

照明设备的施工要求

2）水池构造

室内外水池的分类，水池的形态及构造，游泳池的构造，游泳池的构造，汗

池与屋顶花园。

2. 知识要点

1）了解相关水池类的不同作用下的不同施工工艺；

2）了解施工图严谨规范的重要性。

3. 重点难点

水池与电器设备的关系及设计手法，施工图图纸的规范性。

4. 基本要求

掌握特殊设备的规格尺寸级安装要求。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主要运用多媒体软件讲解，及实际场景影像演示。

模块七 施工图纸的绘制

1. 教学内容

1）室内外施工图纸的作用及具体内容。

2）施工图纸绘制的规范性要求，临摹整套施工图。

3）对室内外某一设计方案进行相关施工图绘制。

2. 知识要点

1）对剖面图的结构理解；

2）了解施工图严谨规范的重要性。

3. 重点难点

装饰构造节点设计，施工图图纸的规范性。

4. 基本要求

能绘制整套施工图纸，并在图纸中体现中材料名称，工艺方法，材料规格。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主要运用绘图软件进行施工图纸操作，并通过多媒体讲解图纸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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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范要求。

模块八 工艺实验及评价

1.教学内容

1）构造模型的题材来源；

2）构造模型的题材要求；

3）构造模型的进程安排；

4）模型的制作

5）模型的评价

2. 知识要点

1）对模型结构的设计；

2）模型制作的创新性。

3. 重点难点

模型制作的正确性。

4. 基本要求

能通过资料搜集研究深入了解所用材料性能，并根据性能对材料进行工艺优

化，通过动手操作实现模型制作。

5. 教学方法

本章教学主要运用资料收集法，调研分析法，技能操作演示，以提升学生的

动手能力。

十、课程思政设计

第一章 介绍了材料与构造的概念、定义与范围和在环境设计中的重要性位

置。阐述了材料与构造的使用功能与艺术美感的关系及研究方法、目的要求。强

调发展绿色建材、 环保概念是发展我国装修材料与构造设计的必由之路；

第二章 通过对装饰材料的性质的认识以及分类的讲解，了解各区域传统材

料的特性以及现代科技发展对材料性质的影响。课程中对传统工艺及材料的学习

将中国传统的匠人精神，传统的职业精神传达给同学们，以加强学生的自信心，

以及民族自豪感；

第四章 通过对装饰构造设计的认识，讲解先进技术手段对促进行业发展的

重要作用。强化学生对职业的认识和素质培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思维和

职业道德，保证学生专业能力达标的情况下职业素养也符合岗位要求，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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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竞争力，提高其日后发展的优势。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模块一 6学时（理论及实践）

模块二 6学时（理论及实践）

模块三 6学时（理论及实践）

模块四 6学时（理论及实践）

模块五 6学时（实践）

模块六 6学时（实践）

模块七 6学时（实践）

模块八 6学时（实践）

十二、考核方式

装饰材料与构造课程为专业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为考试。本课程为实践性

强的专业必修课程，也是环境设计专业室内和景观设计方向的核心课程，根据其

课程特点，结合前期开设课程的内容，本课程的教学以理论结合实践进行设计为

主，再锻炼设计的过程中，亲临市场讲述和调整材料选择及工艺设计的经验及技

巧，并结合市场的实际操作模式，进行模拟操作，走进市场选择材料，走进工地

分析结构设计。

本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试卷考核（40%）+材料与工艺实践（30%）+综合性

考核（30%）

1．试卷考核（40%）

考试（闭卷）

2．材料与工艺实践（30%）

施工图纸绘制的技能表现

3. 综合性考核（30%）

完整度（10%）+表现的规范性（15%）+用材的可行力（40%）+工艺的创新

力（15%）+沟通力（10%）+学生评分（10%）

十三、教学参考

1． 参考教材

[1]《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王葆华，田晓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2
[2]《造型基础.形式与材料》．应放天．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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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材料及加工工艺》．江湘芸．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4]《造型材料与工艺》．王玉林、苏全忠．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

2． 参考文献

[1]张绮曼，郑曙炀．室内设计原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许亮、董万里.室内环境设计[M]．重庆大学 2003.

[3]荆其敏，荆宇辰，张丽安．建筑空间设计[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7

[4]顾琬明.浅谈古建筑与现代建筑的融合[M]．装饰装修天地，2019年 23期.

[5]胡鑫．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当代建筑的融合[D]．江西师范大学

[6]后藤武，佐木正人，深泽直人．设计的生态学[M]．黄友枚【译】．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5

[7]李孙霞．榫卯结构在现代实木家具中的应用研究[D]．中国美术学院，1998

3． 网络资源

[1] http://www.civilcn.com/土木工程网

[2]http://www.shigongjishu.cn/施工技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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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嵌入式课程立体化建设

与改革探索

摘要：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电气相关工程师在技术创新和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嵌入式课程在培养学生工程创新和实践能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嵌入

式课程存在的问题，并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形式、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改革

方案。实践表明，改革效果明显，提高了教学效果。

关键词：嵌入式；工程创新；教学改革

I. 引言

工程创新人才的培养对本科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1]。嵌入式课程作为一

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在电类相关专业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的改

革意义。然而，目前嵌入式教学中存在着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实验枯

燥、课程评价片面等问题。因此，许多教育工作者开始探索嵌入式教学改革[2]-[8]，

以提高教学效果。例如，Pazilai Mahemu 提出了虚拟仿真平台与 Proteus 和 Keil

uVision5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增强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可视化[2]，张鑫等提出

了基于“能力导向、知行耦合、多维互动”的嵌入式教学新模式[3]；高焕兵等提

出了基于袖珍实验箱的嵌入式教学，改善了理论与实验教学不同步的问题[4]；此

外，许多学者将项目与竞赛[5]、项目任务驱动[6]、项目与竞赛驱动[7]、“教、赛、

创”融合[8]等引入嵌入式教学。

本文提出了面向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嵌入式课程立体化建设与改革探索方

法。以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形式、评价体系

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教学改革。

Ⅱ.立体化建设与改革

2.1优化教学内容

随着嵌入式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师需要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融

入新技术、新理念，以保证课程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1）以 STM32单片机为对象。

目前，STM32系列 32位单片机以其高性能、丰富的外设和低功耗在单片机

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为了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市场应用，选择 STM32 系

列单片机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但 STM32的原理比 8051复杂，为了让学生能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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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上手，教师需要通过对 STM32 单片机复杂理论的归纳、整理和简化，降低学

习难度。

2） 采用 STM32CubeMX设计。

STM32CubeMX 是一款优秀的 STM32 微控制器辅助设计软件，它提供了一

个图形界面来配置 STM32的参数，可自动生成初始 C语言代码框架。在课程中

加入 STM32CubeMX的使用方法的讲解，可以达到快速上手、提高学习效率、缩

短开发周期的目的。

3） 用 HAL库函数编程。

HAL库是 ST公司开发的成熟函数库，可以实现对片上外设的复杂控制。采

用 HAL库函数编程时，学生不需要过多关注寄存器的控制，只需要考虑程序的

控制逻辑。通过合理调用相关库函数，完成程序的功能设计，提升编程效率、降

低学习难度。

在 STM32教学中使用 STM32CubeMX和 HAL库函数，有利于简化理论学习

的难度，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课程目标。然后，他们能够快速参与到实际

项目中，并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实际应用和创新实践中。这种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能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更符合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

2.2创新教学方法。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学习环境，教师需要采用新颖的教学方法和

技巧来提高教学效果。

1）口袋实验室与翻转课堂相结合。

嵌入式课程中所使用的口袋实验室是一款小巧便携的 STM32 开发板，其中

的资源可以覆盖教学中的所有基本内容。学生随时随地可以利用口袋实验室和个

人电脑进行课程的学习和从事各种创新活动。同时，依托口袋实验室的翻转课堂

才能够给课下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便利。这种将口袋实验室与翻转课堂模式相结

合，充分发挥了二者的优势，大大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

图 1.图口袋实验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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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师制与导生制相结合。

本文的导师制是指用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培养本科生，需要老师主持一个竞赛

实验室，每年从新生中招收优秀学生。这些学生经过培训和参加相关学科竞赛后，

能力会有很大提升，他们可以担任导生，指导同年级的普通学生和实验室的低年

级学生。导生制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改善学习氛围，帮助和带动其

他学生。导师制与导生制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从而形成教学梯队。

这有利于营造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环境，有效促进周围学生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

高。

3）MOOC与第二课堂的结合。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是一种新兴的网络教学方式，资源丰

富，能够为学生提供系统的学习环境。学生可以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和节奏，满足

不同的学习风格和需求。与 MOOC 相比，第二课堂形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开

放，氛围更加轻松。它可以作为 MOOC 的重要补充形式，也是导师培养导生的

重要途径。我校嵌入式课程的第二课堂以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在课程直播中，

学生可以互动提问，极大地消除了师生之间的沟通障碍。此外，第二课堂还可以

邀请企业专家、资深技术人员进行线上授课，为学生提供更多实际案例和应用场

景。MOOC与第二课堂的结合，延伸了课程的时空尺度，大大提高了课程学习效

果，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提高了学习效果和兴趣。

2.3重构课程构成.

目前，我校嵌入式课程的教学根据学生的特点和课程的需要，在多个年级采

用多种方式进行。本门课程包括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其中，理论课 2学分，MOOC

和第二课堂是对理论课程内容的补充。实践课程共 5学分，在理论课课堂上直接

开展 1学分随堂实验。在实验室中开展 2学分提高实验和 2学分综合实践。如表

1所示。

表 1 课程构成

嵌入式课程构成

理论 实践

2学分理论课程 1学分随堂实验

MOOC课程 2学分提高性实验课

第二课堂直播 2学分综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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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在课程在内容设计上也注重延续性和递进性，课程设定以制作智

能汽车的课程目标，并开始有目的地、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如图 2所示。

图 2 理论到实验实践递进图

1）随堂实验——提高理解力

为了缩短理论与实践在时空上的距离，课程要求学生带上电脑和口袋实验室

参加理论课，并在基本理论知识点教学后立即开始课堂实验。课堂实验利用口袋

实验室提供的硬件资源，实验内容设计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在实验过程中，教

师首先进行实验任务分解，然后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点进行充分的分析与讨论，

再组织学生进行程序编写与验证。最后，教师针对实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

案，引出下一个知识点。随堂实验大大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时间间隔，便于学生

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理解。此外，还可以锻炼学生熟悉编程环境和代码编写规范，

培养学生的编程思维，提高编程能力。

2）提高性实验——强化实际应用能力

改进型实验是对课内实验的拓展和提升。所有的电路模块都以备件的形式提

供给学生。学生需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并获取这些电路模块的原理图、用户手册和

使用案例等信息。在了解各个模块的功能和接口特点后，需要独立规划和利用单

片机的引脚和片上资源进行电路布线和程序设计。每个改进实验都是对基础理论

的灵活应用，使学生基本掌握常用电路模块的使用方法，更加系统地理解理论知

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综合实践——培养工程实践能力

提高性实验为智能小车提供了功能组件，学生在接下来的综合实践中可以将

各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智能小车的设计包括需求分析、机械机构设计、电路设

计、运动学分析、运动策略规划、控制算法设计、综合测试和优化。在制作智能

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432

图 3.智能汽车

2.4 设计评价体系

嵌入式课程考核旨在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包括理论知识、实践技能、

创新思维和工程应用能力。为此，设计了以考查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为重点的评价

方法，如表 2所示。

表 2 评价方式表

课程类型 平时成绩构成 期末成绩构成

理论课 随堂实验（40） 导生（10） 开卷考试（60）

提高实验 实验效果（60） 导生（10） 实验报告（20） 答辩（20）

综合实践 成果展示（40） 导生（10） 实践报告（20） 答辩（40） 创新（10）

1）理论课平时成绩

理论课平时成绩以完成随堂实验为主。通过记录当堂实验，可以检查学生的

基本编程能力和知识点掌握情况，还可以兼顾考勤。期末采取开卷考试，主要考

察学生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

2）改进实验的平时成绩

改进实验的平时成绩以实验成绩为主，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完成情

况。期末考核分为报告和答辩两部分。报告主要考查学生对实验所用方法的总结

及存在的问题，答辩主要考查学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

3）综合实践平时成绩

综合实践平时成绩以学生作品的实际运行效果为主。期末要求学生提交包括

作品设计和调试过程记录的报告，同时也对答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导生奖励和创新奖励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有利于学生工程创新

能力的培养。这种注重培养学生设计能力的考察方式能更客观地评价学生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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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5师资队伍建设

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具有理论

教学和实践能力双重素质的教师。

1） 依托政府提供的产教融合平台，定期选派专业老师去企业跟班学习。马

鞍山人社局已针对工程师学院建设推出相关政策，通过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养，

提供定期的专业培训和实践机会，鼓励教师参与行业实践，提升其专业技能和实

践教学能力。

2） 通过在组织学生学科竞赛过程中培养，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带领教师团队

指导学生，通过竞赛课题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使其能够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案例，

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6协同办学机制

1）政府在协同办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我校是工程师评审试点单位，

政府每年投入 5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我校的工程师学院建设。通过调整培养方案，

制定转向政策保证工程师培养的有序进行。

2）依托我校的工程师培养政策，积极联系企业，与企业合作办学。通过共

建实践基地、工程师定制班等长效的合作机制，解决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

间的结构性矛盾，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和就业率。

Ⅲ.改革效果

随着嵌入式 MOOC 的不断完善和第二课堂的定期开展，嵌入式课程已经从

大一到大三全面开展，如图 5所示。2021年以来，通过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嵌入

式课程立体化建设与改革，学生培养的效果得到显著提高，如图 6所示。

图 4 MOOC 和第二课堂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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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改革效果

教学过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竞赛实验室并最终成为导生。在培养

中，导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然后将实物制作出来申请专利、参

加学术竞赛。2023年 12月，皖江工学院开展中初级工程系列职称评审，其中 63

名应届毕业学被授予工程系列职称，其中助理工程师 15人，技术员 48人。

Ⅳ、总结:

本文提出了面向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嵌入式课程立体化建设与改革方法。该

方法以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为目标，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形式和评价体

系四个方面进行了细化改革。这种教学改革不仅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效果，也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使他们不仅掌握了嵌入式课程的理论知识，而且

提高了动手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助于培养工程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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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课程思政、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

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023.1 ICAN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省级 ICAN组委会 第一

2 2023.9
安徽省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优秀指导

老师
省级 安徽省教育厅 第一

3 2023.5
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大赛安徽赛区优秀指

导老师
省级

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

大赛安徽赛区组委会
第一

4 2023.4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机械设计大赛安徽赛区

优秀指导老师
省级 安徽省教育厅 第一

5 2023.5
第九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优秀指导老师
省级 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 第一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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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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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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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陶彬彬 学 院 电信工程学院

课程名称 嵌入式课程设计 学 时 16

课程类别 集中实践教学/必修课

教材分析

所使用的教材是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梁晶作者的《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它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内容覆盖全、结构清晰

教材全面覆盖了嵌入式系统课程设计所需要的所有的基本原理，详细介绍了嵌入式

系统的应用技术，包括常用的片内外设的使用方法。

2. 可读性好、易理解

教材的语言通俗易懂，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理解。教材中的图表、流程图清晰，能

够有效辅助解释复杂概念。教材中的例子和练习丰富，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3. 内容先进性好

教材包含了最新的 HAL库编程方式和 STM32CubeMX辅助设计软件的使用方法

4. 适用性强

教材提供了与外部资源的链接，如在线资料、社区论坛等，以便教师和学生扩展学习

教学内容 基于 STM32的智能巡线小车设计

教学目标

1.掌握 STM32微控制器的基本知识和编程技巧。通过实际操作，学习 STM32的硬

件结构、功能配置、中断管理等基本知识，以及 C语言编程、Keil软件、STM32CubeMX
的使用等技能。

2.学习电机驱动和控制原理。通过实际搭建电路和编写程序，了解电机的工作原理、

驱动方式（如 PWM控制），以及如何通过编程实现对电机的精确控制。

3.学习传感器原理及应用。通过使用灰度巡线传感器进行线路检测，学习传感器的

工作原理、信号处理和数据读取方法，以及如何将传感器数据应用于小车的自主导航。

4.培养嵌入式系统设计和调试能力。通过实际搭建智能巡线小车，学习嵌入式系统

的设计和调试方法，包括硬件电路设计、软件编程、系统联调等方面。

5.培养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学生需要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小

车的搭建和调试任务，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6.提高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际动手制作智能巡线小车，学生可

以锻炼自己的创新能力，学会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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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1.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通过分析“芯片卡脖子”问题，让学生了解核心科技自

主掌握的重要性，以及依赖进口芯片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讨论中国在芯片设计和制

造方面的进展，如国产替代芯片的发展，鼓励学生关注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战略布局和政

策导向。

2.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结合智能巡线小车项目，讨论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提升学生对工程技术实践的兴趣和能力。

分析国内外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发展趋势，让学生认识到这些技术在

未来社会中的应用前景。

3.激发爱国情怀和责任感。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中国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

的成就和挑战，激发学生的国家自豪感和责任感。讨论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做出贡献。

4.融入团结协作的教育。强调在科技创新中团队协作的重要性，通过小组合作完成

智能巡线小车的设计、制作和调试，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分析国家在科技

创新中的集体力量，如“两弹一星”、“嫦娥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让学生认识

到团结协作的力量。

5.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在讨论人工智能的应用时，引入人工智能伦理和社会影响的

讨论，如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问题，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分析科技进步对社会就

业的影响，讨论如何在科技创新中兼顾人的发展和社会公平。

6.结合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讲解国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

发展战略，如“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政策，让学生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引

导学生关注国家在人工智能、芯片产业等领域的政策支持和投资，理解国家战略意图和

个人发展的关系。

教学方法

与举措

 1.口袋实验室与翻转课堂相结合。单片机课程中所使用的口袋实验室是一款小巧

便携的 STM32开发板，其中的资源可以覆盖教学中的所有基本内容。学生随时随地可

以利用口袋实验室和个人电脑进行课程的学习和从事各种创新活动。同时，依托口袋实

验室的翻转课堂才能够给课下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便利。这种将口袋实验室与翻转课堂

模式相结合，充分发挥了二者的优势，大大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

 2.导师制与导生制相结合。本文的导师制是指用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培养本科生，

需要老师主持一个竞赛实验室，每年从新生中招收优秀学生。这些学生经过培训和参加

相关学科竞赛后，能力会有很大提升，他们可以担任导生，指导同年级的普通学生和实

验室的低年级学生。导生制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改善学习氛围，帮助和带

动其他学生。导师制与导生制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从而形成教学梯队。

这有利于营造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环境，有效促进周围学生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高。

 3.MOOC与第二课堂的结合。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是一种新

兴的网络教学方式，资源丰富，能够为学生提供系统的学习环境。学生可以自主安排学

习时间和节奏，满足不同的学习风格和需求。与MOOC相比，第二课堂形式更加灵活，

内容更加开放，氛围更加轻松。它可以作为MOOC的重要补充形式，也是导师培养导

生的重要途径。我校单片机课程的第二课堂以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在课程直播中，学



441

生可以互动提问，极大地消除了师生之间的沟通障碍。此外，第二课堂还可以邀请企业

专家、资深技术人员进行线上授课，为学生提供更多实际案例和应用场景。MOOC与

第二课堂的结合，延伸了课程的时空尺度，大大提高了课程学习效果，为学生提供学习

平台，提高了学习效果和兴趣。

教学实施

过程

基于 STM32的智能巡线小车课程的教学实施过程中，可以将整个课程分为几个

关键阶段，并在每个阶段详细规划教学活动和实施步骤。以下是一个可能的实施方案：

第一阶段：导入与基础概念讲解

 1.目标：介绍课程背景、目标和基础知识。

 2.课程介绍：

讲解课程的目的、意义和预期成果。

强调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当前社会的重要性。

 3.基础知识讲解：

 STM32微控制器基础：架构、编程模型、开发环境。

电机原理：PWM控制、电机驱动电路。

传感器原理：灰度传感器工作原理和应用。

 4.思政元素融入：

讨论芯片技术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分析国内外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状况。

第二阶段：实践操作与技能训练

 1.目标：通过实践操作，让学生掌握 STM32编程和电路设计。

 2.环境搭建：

指导学生安装必要的软件工具。

讲解如何搭建电路原型板，包括焊接技巧和注意事项。

 3.编程实践：

指导学生编写简单的 STM32程序，如 LED闪烁、按键控制等。

逐步引导学生实现更复杂的功能，如 PWM输出、ADC读取等。

 4.电路设计与调试：

学生动手设计电机驱动电路和传感器接口电路。

指导学生进行电路调试，解决实际问题。

 5.思政元素融入：

强调实践中的问题解决和创新思维。

讨论科技创新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阶段：系统集成与项目实施

 1.目标：将所学知识综合运用到智能巡线小车的设计和制作中。

 2.项目规划：

小组讨论确定项目需求、功能和设计方案。

分配任务，准备项目实施计划。

 3.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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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根据项目需求完成系统设计，包括硬件选择、软件架构等。

指导学生绘制系统原理图和 PCB布局。

 4编码与调试：

学生编写控制代码，实现巡线算法。

进行系统联调，测试小车的性能和稳定性。

 5项目展示与评估：

组织学生进行项目展示，评价小车的设计和技术实现。

对项目进行总结，讨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案。

 6.思政元素融入：

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和集体协作精神。

讨论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和科技人才的社会责任。

第四阶段：反思与提升

 1.目标：回顾整个学习过程，总结经验，提出改进措施。

 2.经验分享：

组织学生分享学习经验和心得。

教师总结课程中的亮点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

 3.技术拓展：

讨论智能巡线小车技术的拓展应用，如自动驾驶、智能物流等。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进一步优化小车设计。

 4.思政教育深化：

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讨论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通过上述教学实施过程，不仅能够确保学生掌握基于 STM32的智能巡线小车的

设计和制作技能，还能在每个环节中融入课程思政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

会责任感。

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教师在课程结束后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和评价的活动，旨

在发现教学中的问题，总结经验，改进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基于 STM32的智能

巡线小车课程的教学反思，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教学内容的反思

理论与实践结合：分析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是否紧密结合，学生是否能够将理论

知识有效应用于实践中。

课程难度：评估课程内容难度是否适中，学生是否能够跟上教学进度，理解并掌

握知识点。

课程更新：思考课程内容是否与时俱进，反映最新的技术动态和市场需求。

 2. 教学方法的反思

教学手段：评价所使用的教学手段（如 PPT、实验设备、在线资源）是否有效，

是否有助于学生学习。

互动与参与：反思课堂上师生互动的频率和质量，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

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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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培养：分析教学过程中是否鼓励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是否提供了足够的

创新空间。

 3. 学生学习的反思

学习效果：评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学习目标。

学习态度：观察学生的学习态度，是否积极主动，是否存在懈怠或消极情绪。

学习差异：分析不同基础和能力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是否有针对性的辅

导和帮助。

 4. 思政教育的反思

价值观引导：评价在课程中是否有效地融入了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学生是否能够

理解和接受。

社会责任培养：反思是否成功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生是否意识到技术对社

会的影响。

爱国主义教育：思考爱国主义教育是否自然地贯穿于教学中，学生是否受到积极

影响。

 5. 教学管理的反思

时间管理：回顾课程的时间分配是否合理，各个环节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完成。

资源利用：分析教学资源的使用情况，是否充分利用了实验室设备、工具和材料。

安全教育：评估在实验操作中是否重视安全教育，学生是否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6. 改进措施的提出

根据上述反思，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如调整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增强师

生互动、改善教学资源等。

设计实施改进计划，明确下一步的教学目标和策略。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在基于 STM32的智能巡线小车课程中，使用的教学资源主要包括：

 1.STM32开发板：作为核心控制器，用于编写和执行控制小车的代码。

 2.灰度循迹模块：用于检测赛道上的黑线，确定小车的转向方向。

 3.L298N电机模块：用于控制小车的运动，包括前进、后退和转向。

 4.电池及稳压模块：为开发板和电机模块提供电力。

 5.连接线和焊接工具：用于连接电路和组件。

 6.编程软件：如 Keil、STM32CubeMX等，用于编写、编译和烧写程序到 STM32
开发板。

 7.指导书：提供详细的步骤说明和理论知识，帮助学生理解智能巡线小车的工作

原理和制作方法。

 8.自己录制的并上传到学习通嵌入式原理与应用的MOOC：
https://mooc1.chaoxing.com/mooc-ans/course/206615350.html
9. 自 己 录 制 的 并 上 传 到 哔 哩 哔 哩 的 嵌 入 式 培 训 视 频 ：

https://space.bilibili.com/60989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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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综合实践”教学大纲

一、课程名称及课程编号

嵌入式系统课程设计

二、学分学时

1学分 /16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1．主体教材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梁晶主编，第 1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四、课程属性

实践性质

必修

五、教学对象

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六、开课单位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七、先修课程

C语言程序设计、数字电路技术、模拟电路技术、嵌入式原理与应用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嵌入式系统综合实践是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实践性质课

程，具有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很强的实践性。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小车底盘基本

原理、电机 PID控制方法、综合调试四大模块。小车底盘基本原理包括常见车轮

与底盘布局；电机测速方式与实现包括编码器原理、定时器实现测速的方法；电

机 PID控制方法包括 PID的原理与实现；综合调试包括软硬件联合调试。课程内

容比较全面地并详细阐述了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流程和开发方法。通过本课程的理

论学习和实践学习之后，可以使学生全面掌握嵌入式系统原理的知识，具备硬件

和软件两个方面的设计与实现能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工程学生的工程实践的能力、创新

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具体而言，能够达到以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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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综合利用各科知识解决某些

具体问题的能力。（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1）

教学目标 2：

培养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工程问题，以获得

有效结论。（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2.1）

教学目标 3：

培养能够设计针对电气工程领域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

系统或技术方案，能够在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并体现出创新意

识（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3.1）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课程内容一：灰度寻模块原理与应用

1.教学内容

1）循迹模块的基本原理；2）循迹模块的使用方法。

2. 知识要点

1）循迹模块的安装与使用；2）循迹模块的编程方法。

3. 重点难点

重点：循迹模块的工作方法。

难点：循迹模块的逻辑判断。

4. 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循迹模块的使用方法；2）掌握循迹模块的逻辑判断；3）掌握

编程方法。

5.教学方法

1、板书推导、多媒体课件展示、设计应用演示、在线学习

课程内容二：电机的 PID控制方法

1.教学内容

1）电机驱动方法；2）电机测速方法；3）增量式 PID的原理与实现。

2. 知识要点

1）L298N的驱动方法；2）编码器原理与使用；3）增量式 PID的原理与实

现。

3.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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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电机的基本控制与速度测量；

难点：PID的实现方法与参数调节。

4. 基本要求

1）掌握 PID的基本原理；2）掌握 PID的实现方法与参数调节。

5.教学方法

1、板书推导、多媒体课件展示、设计应用演示、在线学习

课程内容三：系统综合调试

1.教学内容

1）系统资源规划与分配；2）模块间功能整合与协调；3）软硬件联合调试；

4）系统联调。

2. 知识要点

1）系统资源规划与分配；2）模块间功能整合与协调；3）软硬件联合调试；

4）系统联调。

3. 重点难点

重点：软硬件联合调试；

难点：系统联调与容错。

4. 基本要求

1）掌握系统资源规划与分配方法；2）掌握软硬件联合调试方法；3）掌握

系统联调方法。

5.教学方法

1、板书推导、多媒体课件展示、设计应用演示、在线学习

十、课程思政设计

1．结合课程内容，引入案例分析，培养创新意识。在学习过程中，讲解嵌

入式在国防工业中的应用，讲解国内外芯片制造的差距，讲解国产芯片替代趋势。

引导学生关注我国电子技术科学人员在电子领域的贡献，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民族自豪感。

2．综合专业知识，面对未来发展，培养钻研意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注

重专业基础知识在电子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引导学生关注国际国内电子领域科技

进展动态。如结合学习强国中的科技专题讨论，科技强国大家谈中的基础研究篇，

培养学生潜心钻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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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课程内容一 1天

课程内容二 3天

课程内容三 4天

十二、考核方式

嵌入式系统综合实践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课内表现及作品完成度

等（70%）+作品报告（30%）。

1．过程性考核（70%）

课内表现及作品完成度等

2．结果性考核（30%）

作品报告

十三、教学参考

1． 参考教材

《嵌入式系统原理、设计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张大波主编.2008.

《嵌入式系统技术与设计》（第二版）.人民邮电出版社.刘洪涛等主编.2012.

2．参考文献

[1]皖江工学院培养方案（2021版）

3．网络资源

[1] 电子发烧友论坛 http://bbs.elecfans.com/

[2]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http://bbs.21ic.com

[3] 中国大学MOOC：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nudt-206001#/info

[4] 器件资料查询：http://www.ti.com，http://www.datasheet5.com/

大纲撰写人：陶彬彬

大纲撰写时间：20210731

http://bbs.21ic.com/user/zhuce.htm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nudt-2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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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张利庭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86.1

职称 高级工程师 职务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教研

室主任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
政治

面貌
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
高校

教龄
8年

邮箱 307763967@qq.com 手机 18505551600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的

教学任务

王若贤 女 1984.3 讲师 研究生/硕士 皖江工学院
题库建设；批阅作业，

答疑

杨金扬 男 1996.6 高工 本科/学士
安徽兰智大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

线上平台建设；实验操

作指导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名称 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 参赛组别 产教融合

开课年级 大三 学科门类 08-工学

参与课程企

业名称（产

教融合组填

写）

安徽兰智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教融

合组填写）

91340100MA2RCC5T2E

教学情况

（限 1000 字，

产教融合组填写）

（写团队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承担学校本科生

教学任务 、开展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一、参赛课程开展情况

近年来，课程团队积极组织学生参与课程相关学科竞赛，并取得了以下成

果：

1.2021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安徽省赛，获省二等奖 3项，省三等奖 2

项。

2.2022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安徽省赛，获省一等奖 1项，省二等奖 3

项，省三等 3项。

3.2023年安徽省网络与分布式创新竞赛，获省二等奖 2项，获“优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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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荣誉称号。

4. 2023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安徽省赛，获省一等奖 3项，省二等奖

3项，省三等 3项，获“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号。

展现出团队的教学质量与指导学生创新实践的能力。

二、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情况

团队非常重视与企业的合作，近五年来的主要合作成果包括：

1.校企合作实践基地：与南京传智播客有限公司、南京千峰有限公司，安

徽兰智大数据有限科技公司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

增强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采用“嵌入式课堂”手段，邀请企业导师驻校以

项目化教学手段教授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拓展学生的视野。

2.教师能力提升：组织老师参与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分别有 15名、5名教

师通过了“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中级、高级认证考试，提高了教师的教学

水平和专业技能。

三、承担学校本科生教学任务

团队近五年在学校本科教学任务方面承担了以下工作：

1.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负责制定并实施《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课程的

教学计划，确保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紧密相连。

2.多专业教学覆盖：所授课程不仅针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还覆盖电

气工程、自动化等多个本科专业，每年授课学生达数百人。

3.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实验、

项目实践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4.在线资源建设：于 2022年在学习通平台成功建成了《计算机网络与互联

网》课程，目前其中拥有多媒体资源达到 10GB左右，为学生提供更灵活的学

习方式。

四、教学研究开展情况

近五年，我们团队在教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1.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不断探索创新性、实践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优化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

2.教学研究项目：积极开展各类教学研究项目，团队当前正在申报 2023年

教育部“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项目”，探索教学改革的新路径，以提升教学

质量和效果，并积极发表相关教研论文。

[1]张利庭.网络管理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构建[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20，037（006）:124-125

综上所述，《计算机网络》课程团队近五年在参赛课程、行业企业合作、本

科教学任务以及教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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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23-2024-2 2023-03至 2024-05 96 21级计科 1-4班 207

2 2022-2023-2 2022-03至 2023-05 96 20级计科 1-4班 195

3 2021-2022-2 2021-03至 2022-05 192 19级计科 1-8班 365

4 2020-2021-2 2020-03至 2021-05 96 18级计科 5-8班 174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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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022.12 教学成果奖 校级/特等 皖江工学院 9

2

3

4

5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学科竞赛中成果丰硕。

2021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安徽省赛省二等奖 3项，省三奖 2项。

2022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安徽省赛省一等奖 1项，省二奖 4项，省三

等奖 3项。

2023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安徽省赛省一等奖 3项，省二等奖 3项，省

三等奖 4项。获“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号。

2023年安徽省网络与分布式竞赛省二等奖 2项。获“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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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生参与职业资格认证，提升教学能力

2023年 11月组织教学团队中的老师，去往安徽省人力资源中心参加职业技

能等级考试，科目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部分同学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组织的“含金量”较高行业认证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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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成效显著，部分同学高质量就业

（1）刘子效，男，为 18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目前就 职于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工作内容为网络安全相关，年薪待遇范围约为 15W。

（2）姓名：张永，性别：男，专业年级：19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班，目

前工作单位：国网安徽继远软件有限公司，主要工作内容：java后端研发及安全

运维，年薪 12W。

（3）姓名：吕杨，性别：男，专业年级：2020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目前工作单位：安恒信息 主要工作内容：网络安全相关。年薪 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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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张利庭 学 院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

课程名称 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 学 时 48

课程类别 专业教育必修课

教材分析

一、教材内容概览

谢希仁的《计算机网络》第 8版是一本全面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体系

结构、协议以及网络管理的教材。全书内容涵盖了计算机网络的定义、分类、功能、

结构以及各个层次的基本知识、协议和技术。此外，书中还通过实际案例介绍了计

算机网络的相关应用和网络故障排除方法。

二、教材特点分析

内容全面且更新完善：第 8版在之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和完善，

新增了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案例、实验教案、对策案例以及故障排除案例。这些

新增内容使得教材更加贴近实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和故障排除方法。

实践案例丰富：本书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来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应用和故障排除

方法，这些案例不仅丰富了教材内容，还能够帮助读者提升实际操作技能。

知识结构清晰：本书的内容具有清晰的层次性，从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到各

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再到实际应用案例，逐步深入，使读者能够循序渐进地掌握计

算机网络的知识。

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本书不仅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还重

点强调了实际应用和可操作性。通过大量的实验教案和故障排除案例，可以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提升实际应用能力。

三、教材优缺点评价

（1）优点：

知识全面：涵盖了计算机网络的各个层次和相关的技术知识，为读者提供了全

面的计算机网络知识体系。

实用性强：通过丰富的实践案例和实验教案，提升了教材的实用性，有助于读

者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技能。

结构清晰：教材内容层次分明，逻辑清晰，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

（2）缺点：

对于某些高级主题或深入的技术细节，可能没有足够的深入探讨；

尽管有大量的实践案例，但可能仍然需要更多的交互式学习材料或在线资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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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习效果。

《计算机网络》第 8版适合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从事网络工程、

网络技术研究的专业人员阅读参考。其全面的内容、清晰的结构和丰富的实践案例

使得它成为学习和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的优选教材。

教学内容

要教学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计算机网络概述：

（1）介绍了计算机网络在信息时代中的作用。

（2）阐述了计算机网络的定义、分类和功能。

（3）描述了互联网的构成，包括边缘部分和核心部分，以及它们各自的作用。

（4）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详细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包括五层协议的体系结构：应用层、运输

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对每一层的功能、协议和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讲

解。

2.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1）物理层：讨论了数据的传输媒体、信道复用技术等基础知识。

（2）数据链路层：讲解了数据链路层的基本概念、差错控制、流量控制以及

广域网中的数据链路层协议等。

3.网络层：

（1）介绍了网络层提供的两种服务：虚电路服务和数据报服务。

（2）详细阐述了网络层的拥塞控制、路由选择算法等关键技术。

着重讲解了 IP协议、ICMP协议、IGMP协议以及下一代网际协议 IPv6等。

4.运输层：

解释了运输层的功能和提供的服务，包括 TCP和UDP两种主要的运输层协议。

对 TCP的流量控制、拥塞控制以及连接管理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5.应用层：

介绍了应用层的主要协议，如 DNS、FTP、SMTP、HTTP等，并详细说明了

这些协议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场景。

教学目标 掌握计算机网络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常用技术。

“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1.爱国主义情怀教育：通过介绍国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重大成就，激发学生的爱

国自豪感和自信心。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还能引导他们认识到技术

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2.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融合：在传授计算机网络专业知识的同时，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职业道德等元素。例如，在讲解网络互联和网络技术时，

可以强调团队合作、诚信守法等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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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实践与应用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如网络实验、项目设计等，

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提升他们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这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

4.网络安全与法律意识：在课程中引入网络安全的相关内容，提高学生的网络

安全意识，并教导他们如何防范网络攻击。同时，强调遵守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培

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5.培养创新精神：通过讲解计算机网络的前沿技术和创新案例，激发学生的创

新精神。教师可以提供创新性课题，鼓励学生进行探索和研究，培养他们的独立思

考和解决问题能力。

教学方法

与举措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实验教学法；

教学举措：启发式教学、多媒体和动画演示、知识点归纳与总结、及时反馈与

评价

教学实施

过程

1. 课前准备阶段

深入研读教材，明确教学目标和重难点。收集相关的案例、实验素材和多媒体

教学资源。设计课堂讲授内容、实验安排、小组讨论话题等。制定课程评价标准和

考核方式。

2. 课堂教学阶段

（1）导入新课：

通过提问、讨论或展示相关案例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简要介绍本节课的学

习目标和主要内容。

（2）知识讲授：

系统讲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术。结合多媒体和动画演示，帮助

学生理解抽象的网络知识。穿插提问和讨论，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参与。

（3）案例分析：

选择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案例进行分析。让学生参与讨论，提出解决方案，

并对其进行点评和指导。

（4）实验操作：

安排适当的实验环节，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网络配置、协议分析等实验操作。

教师在实验过程中提供指导和帮助，确保学生正确掌握操作技能。

3. 课后巩固阶段

（1）作业布置：

布置相关习题和思考题，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鼓励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共

同解决问题。

（2）答疑解惑：

提供在线或线下的答疑服务，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针对学生的反馈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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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续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4. 课程总结与反馈阶段

（1）课程总结：

在课程结束时进行总结，回顾所学内容，强调重点和难点。引导学生形成系统

化的知识框架，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

（2）学生反馈：

收集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包括教学内容、方法、节奏等方面。针对学生的

反馈进行课程改进，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满足学生需求。

教学反思

1．教学内容反思

在《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始终注重基础知识的讲解，力求让学生

能够扎实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术。然而，也意识到，在内容的选

择上，可能需要更加注重实用性和前沿性，以适应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

未来的教学中，会适当引入更多与实际应用密切相关的案例和技术动态，以保持课

程内容的时效性和实用性。

2．教学方法反思

在教学方法上，尝试了多种教学手段，如讲授、案例分析、实验操作等，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然而，也发现，在某些环节上，学生的

参与度不高，可能是由于教学方法不够灵活或未能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教学，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引导学

生主动思考和参与，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

3．学生互动与反馈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与学生的互动，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和反馈。然而，也意识到，在某些时候，可能过于依赖单一的互动方式，如课堂

提问，而忽视了其他形式的交流，如小组讨论、在线交流等。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

的需求和反馈，需要进一步拓展互动渠道，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以便更全面地掌

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问题。

4．教学评估与改进反思

在教学评估方面，采用了作业、测验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然而，

也认识到，这些评价方式可能过于单一，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需

要进一步完善教学评估体系，引入更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项目报告、口头报告等，

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水平。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计算机网络》湖南科技大学_中国大学MOOC（慕课）（icourse163.org）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NKJ-146181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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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课程产教融合创新成果报告

摘要：本报告旨在总结《计算机网络》课程在产教融合方面的创新成果。通过与行

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本课程在教学内容、方法、环境、评价及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改革，实现了高校教学与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通过重构课程内容，引入行业前沿技

术；创新教学方法，实施案例教学与项目驱动；创设真实的教学环境，建立实训基地；

改革教学评价，注重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考核；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行业认

知与教学能力；建立协同办学机制，共同培养人才。这些创新举措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关键词：产教融合；计算机网络；教学改革；人才培养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对人才的需求也日趋

多样化。为了更好地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计算机网络人才，本校计算机网络课程

团队积极响应国家产教融合的政策号召，与行业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探索计

算机网络课程的教学改革之路。本报告将详细介绍在产教融合方面的创新实践及

其成效。

二、产教融合的背景与意义

产教融合是指产业界与教育界之间的深度合作，旨在共同培养符合产业发展

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产教融合对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产教融合，高校可以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和技术

前沿，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使人才培养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同时，企业也可以

借助高校的教学资源和研究能力，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三、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

（一）课程内容的重构

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同分析当前计算机网络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技术需求，对

课程内容进行了重构。新的课程内容更加注重实践性和前沿性，引入了最新的网

络技术知识和应用案例，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并掌握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二）教学方法的创新

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

养。创新教学方法，引入案例教学和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通过分析真实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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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所学知识，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同

时，还鼓励学生参与真实的网络项目，通过项目驱动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团队协

作和问题解决能力。

（三）教学环境的创设

为了更好地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与行业企业合作建立了实训基地。实训基

地配备了先进的网络设备和软件工具，可以模拟真实的网络环境和业务场景。学

生在实训基地中可以接触到最新的网络技术和设备，进行实践操作，从而提升他

们的实战能力。

（四）教学评价的改革

改革了传统的教学评价方式，将单一的笔试转变为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新的

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实验操作、项目报告、团队

协作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这种评价方式更能反映学生的真实能力和

水平，也更符合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五）师资队伍的建设

为了提高教师的行业认知和教学能力，加强了与企业的交流合作。一方面，

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来校授课或举办讲座，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行业

信息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了解行业发展的最新

动态和技术需求，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

（六）协同办学的机制

与行业企业建立了协同办学的机制，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实

践教学内容。通过校企合作，能够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和技术前沿，调整教学策略

和方向。同时，企业也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形成良性的人才培养循

环。

四、产教融合的教学成效及推广价值

通过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他们在各类网络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同时，的毕业生也

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得到了行业的认可。

此外，我们的产教融合模式还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通过与行业企业的深度

合作，可以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和技术前沿，使教学更加贴近实际需求。这种模式

不仅可以应用于计算机网络课程，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工科专业和课程的教学中。

同时，产教融合也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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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成功地将高校教学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提

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未来，将继续深化产教融合，拓展合作领域和方式，

探索更多符合行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相信，随着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和

发展，将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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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证明材料

目 录

一、签订实践实习基地协议与挂牌 ······················································ 462

二、学生深入实践实习基地 ······························································· 463

三、企业老师指导毕业设计与来校授课 ················································ 464

四、老师参与企业开展的技术培训 ······················································ 465

五、共同指导学生参与学科竞赛 ························································· 466

一、 签订实践实习基地协议与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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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基地的铜牌在安徽省兰智科技大数据有限公司的实习实践基地里面进

行了上墙“挂牌”。

二、 学生深入实践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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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计科专业的学生在实践实习基地里面，进行项目化实习。

三、 企业老师指导毕业设计与来校授课

企业老师作为学生毕业设计的第二指导老师与校内老师合作共同指导学生

毕业设计，实现真题真做，提升学生毕业设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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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老师来校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讲授大数据方向的相关课程。

四、 老师参与企业开展的技术培训

部分老师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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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共同指导学生参与学科竞赛

部分获奖证书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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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教学大纲（2021 版）

一、课程名称

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0300052）
Computer Networks & Internets

二、学分学时

3学分 / 48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和线上资源

《计算机网络》，谢希仁，第 8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06

四、课程属性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

课程性质：必修

五、教学对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七、先修课程

计算机导论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重要的专业教育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计算机网络运行的原理，具备对计算机网络协议原理进行

分析的基本能力，并具备对应用层协议进行开发的基本能力。在上述基础上，引

导学生将网络技术与社会发展和生活现实结合，思考网络技术尤其是网络空间安

全对社会，法律，文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意识。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

理解计算机网络的协议架构和应用工作原理，并具有工程应用能力。（支撑

本专业毕业要求 1.1，1.2，6.1）

教学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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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网络研究的方法。（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4.1）

教学目标 3：

探讨本领域的创新技术。（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2.1，12.2）

教学目标 4：

理解网络空间安全、开放、合作的重要意义，国家主权自治在网络空间的实

现。（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6.2，7.1）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一章 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概述

1．教学内容

互联网概述；

互联网的组成；

计算机网络的类别；

计算机网络的性能；

计算机网络和体系结构。

2．知识要点

OSI 模型与 TCP/IP 模型，网络协议的概念和功能，互联网的组成（核心部

分与边缘部分），协议、层次、接口与网络体系结构的基本概念，网络中不同类

型延迟产生的原因和丢包原因，网络的发展历史。

3．重点难点

网络协议的概念和体系结构的层次划分。

4．基本要求

能够解释本课程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对计算机网络组成及协议分层体系结

构有初步认识。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第二章 物理层

1．教学内容

物理层的概念；

数据通信的基础知识；

物理层下的传输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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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复用技术；

宽带接入技术。

2．知识要点

物理层的几个基本概念；有关信道的几个基本概念；信道的极限容量；导向

传输媒体基本知识；频分多路复用技术的基本原理；时分多路复用技术的基本原

理；波分多路复用技术的基本原理；码分多路复用技术的基本原理；FTTx技术。

3．重点难点

频分多路复用技术的基本原理；波分多路复用技术的基本原理；码分多路复

用技术的基本原理；ADSL技术。

4．基本要求

能够掌握物理层的基本任务，对数据通信系统的模型及传输媒体、常见的复

用技术、宽带接入技术有初步认识。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第三章 数据链路层

1．教学内容

数据链路层的基本概念；

点对点协议 PPP；

使用广播信道的数据链接层；

扩展的以太网；

高速以太网。

2．知识要点

数据链路层的三个基本问题；PPP协议帧格式；局域网的特点；共享信道的

媒体共享技术；以太网的两个标准；CSMA\CD协议；二进制指数退避算法；以

太网的MAC层的MAC地址；以太网的MAC帧格式；利用集线器在物理层扩展

以太网的方法；利用网桥在数据链路层扩展以太网的方法。

3．重点难点

CRC检错技术；二进制指数退避算法；以太网的MAC 层的MAC地址；以

太网的自学习原理，VLAN的原理。

4．基本要求

能够认识链路层多路访问的基本实现方法，分析以太网 CSMA/CD 协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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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原理，区分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和链路层各层地址的差异及相互转换关系，

集线器、交换机和路由器所对应的网络层次及其功能。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第四章 网络层

1．教学内容

网络层服务模型；

网际协议 IP；

IP层转发分组的过程；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ICMP；

互联网中的路由协议 RIP、OSPF 和 BGP；

虚拟专用网 VPN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IPv6 协议及软件定义网络 SDN。

2．知识要点

网络层的主要功能，网络层与网络互联的基本概念，IPv4 协议的基本内容，

数据报和虚电路的区别，路由器的基本功能，了解路由表的基本构成，理解静态

路由与动态路由的原理和作用，NAT 与 DHCP 的原理，IPv6 协议的基本内容，

掌握 IPv4 协议到 IPv6协议过渡的方法。

3．重点难点

链路状态路由算法（OSPF）和距离矢量路由算法（RIP）的工作原理，CIDR

编址方法，IP数据包的转发原理。

4．基本要求

能够认识网络层的主要任务；区分 IGP 和 EGP 路由协议的差异；能够按照

实际网络设计的要求，对网络地址、路由等进行简单地配置。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第五章 运输层

1．教学内容

运输层服务和规范；

应用程序的多路复用和多路分解；

无连接的传输及 UDP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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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数据传输的原理；

面向连接的传输及 TCP 协议；

拥塞控制原理；

TCP的运输连接管理。

2．知识要点

网络环境中进程间通信的基本概念，可靠数据传输实现的基本原理，运输层

的基本功能与拥塞控制的基本概念，TCP 和 UDP 的基本内容。

3．重点难点

TCP 协议实现可靠数据传输的基本原理，TCP 拥塞控制机理。

4．基本要求

能够根据校验、确认、重传、序号及计时器这五个机制，分析可靠数据传输

的实现过程；能够区分 TCP 协议与 UDP 协议的共性与差异，认识不同的应用采

用不同的传输层协议的原因。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第六章 应用层

1．教学内容

应用层协议原理；

Web 和 HTTP 协议；

文件传输和 FTP 协议；

互联网中的电子邮件及协议；

域名解析系统 DNS；

应用进程跨越网络的通信；

P2P应用。

2．知识要点

TCP/IP 协议簇与应用层协议之间的关系，WEB、FTP、Email 等常用应用的

工作原理；域名解析服务 DNS 的工作机理；客户端/服务器模式及 P2P 模式。

3．重点难点

HTTP 协议的工作原理。

4．基本要求

能够解释应用层协议的作用与原理，掌握应用层协议的分析方法，了解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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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应用层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系统的方法。

5．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十、课程思政设计

思政融入 1：维护和平安全。应该共同努力，防范和反对利用网络空间进行

的恐怖、淫秽、贩毒、洗钱、赌博等犯罪活动。不论是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

络发起黑客攻击，都应该根据相关法律和国际公约予以坚决打击。维护网络安全

不应有双重标准，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

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思政融入 2：促进开放合作。应该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丰富开放内涵，

提高开放水平，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

赢新亮点，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

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思政融入 3：尊重网络主权。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

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

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4学时

第二章 4学时

第三章 8学时

第四章 12学时

第五章 12学时

第六章 8学时

十二、考核方式

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40%）

+结果性考核（60%）。

1．过程性考核（40%）

课堂学习研讨、课后反馈表现、作业测评等

2．结果性考核（60%）

考试（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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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Kurose，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5

2．参考文献

[1]张利庭. 网络管理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构建[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20，37（6）:2.

[2]马翔. 项目驱动式教学在应用型本科计算机网络教学中的应用[J]. 当代教

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20（09）:220-221.

3．网络资源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NKJ-1461816178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NKJ-146181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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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2023 ～2024 学年 第一学期

开 课 学 院 艺术设计学院

教研室（课程组） 数字媒体艺术教研室

课 程 名 称 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授 课 对 象 22级数字媒体艺术 1、2、3、4

主 讲 教 师 牛晓舟

职 称 助教

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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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首页）

2023 至 2024 学年 第一 学期

课程

名称
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学 分：40 总计：40 学时

理论：20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20 学时

上机: 学时

课程类别

（请打√）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教育课□

集中实践教学□

任课

教师
牛晓舟 职称 助教

授课

对象
专业班级：22级数字媒体艺术 共 4 个班

教学

目标

与要

求

《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是数媒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是学生进入专业学习

必须具备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又是一门动画专业的导入课程。本课程从易教易学

的实际目标出发，用丰富的经典影视案例，名词的通俗化讲解，理论的视听化解读，

启发学生了解剧本撰写的方式，人物原型和符号学应用，包括分镜脚本绘制的知识

点，如视线引导、画格的功能与应用、蒙太奇等。

此外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前理应具备一定的动画制作基础以及计算机应用基础，

如剪辑、绘制，此门课程应用性强，教学中要往往进行大量拉片、摹片练习，学练

结合，在掌握脚本制作的相关绘制技能的基础上，熟练掌握绘制规律，同时也必须

培养学生的影视思维和剧作原则，学习如何将文字脚本转换成分镜头画面脚本。

因此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理应充分认识到在影视相关学习中，脚本设计的

重要性，脚本与影视创作各层面的联系。另外，在课程学习中，应该提高影视思维

认知，消化影视（动画）创作中的各类蒙太奇、各类镜头结合的运用效果，了解构

图、取景和连贯的重要性，提高速写技术，适应不同风格，能够根据影视（动画）

剧本剧情，完成相关情节、场面、内容的分镜头创作与视听化剪辑，激发创作的热

情和潜力。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具备充分的镜头分析能力，有较强的影视思维，学习以影视语言、镜头语言专

业知识来分析影片。熟悉影视与动画分镜的概念界定、分镜头设计的分类、脚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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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重要性，脚本与影视创作各层面的联系；了解促使分镜头绘制形成的技术基础，

把握技术应用平台的基本框架。（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2）

教学目标 2：（能力目标）

实现镜头实现能力与分镜头脚本制作能力，掌握分镜在制作过程中的相关理论

知识，以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创作，为创作出优秀的分镜头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务

必学习如何提高速写技术、如何适应不同风格，学会构建完整的故事框架，学会设

计角色，学会设计镜头序列，合理处理长镜头短镜头的应用衔接，了解构图、取景

和连贯的重要性，注重声画。（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4）

教学目标 3：（鉴赏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动画专业的专业知识，进一步培养

学生对于专业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的思想理念和思想境界有一个提高，透过对镜头

画面各种技巧的使用，领会导演的艺术境界。（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1）

教材 [1] 李杰.分镜头脚本设计教程[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09

主要

参考

资料

[1]刘辉，孙文博.动画分镜头设计——经典动画片解析[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2]殷俊.动画分镜头脚本设计[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4]陈茂涛. 动画符号的艺术生产研究[D].山东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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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课程教案（1课次）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授课时间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学时安排

授课方式

（请打√）

课

内
4

课

外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第一章 剧作叙述理论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目的:本单元简单介绍了影视思维着重讲述亚里士多德的六元素以及构成分析，亚里士多德

辩证法，重点介绍经典九拍和三幕式分析法。

要求:了解镜头的概念，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六元素以及构成，能掌握三幕式分析法。

重点：影视（动画）创作文本过程的研读学习剧作相关原理、分类和构建方式，影视（动画）

创作中的影视思维训练。掌握语言的基本定义，影视语言产生的基础。

难点：学术化的专有名词和具体剧作的对应关系，能独立掌握影视（动画）作品中镜头语言

的表层能指和深层所指。

教学步骤：

课程引入→剧本的概念→案例分析→亚里士多德六元素→亚里士多德传统辩证法→三幕式

分析→案例分析→五种电影类型→案例分析→古希腊悲喜剧→课程总结→作业/任务布置

教具及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

解等）

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音像讲解、智慧教学工具使用相结合

作业和思考题：

课前预习任务:小说和剧本的区别

课后思考题:当文字隐藏到视听背后，而故事人物以及细节都要用视听语言来表达的时候，

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是减弱了还是会因为影像的独特表现力增强呢？

课后作业/任务:欣赏优秀影视作品，增强其审美情趣。

教 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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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板书或旁注

教学课程引入

本次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影视经典理论与经典剧作理论研习，使学生了解剧作

的重要意义，掌握剧作的基木方法，如影视思维方式、视听语言自觉运用、剧作

的基本方法：冲突率、三人两线、高潮、结局等。

影视意识与剧本

剧本与小说之间的区别是，在同样的语言表述系统下，减弱抒情的语境，加

强叙述的功能。且小说要求比喻精妙，心理描写细腻，景色优美；剧本要求语言

简洁准确，外部情景，具体细节。重点判定合格的剧本是文字是否可以直接转化

为影像画面和声音。（逐个镜头叙述人物的动作和行为；表现人物的某些想法与

感受时，需要用行为动作去展现；要把内部、抽象的事物，具体形象的展现。）

亚里士多德六元素

最早思考什么是“叙事”？强调故事细节和故事部分，剧情应该和表演一起

引发人们的忧虑和遗憾，亚里士多德认为角色的塑造与伦理道德相关。

1.事件的结构：最好的剧情应该是复杂的，包含着命运的转变，表演应该是

合乎逻辑的。

2.角色：个人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与剧情的因果关系链可以相关并且可以引

发观众的忧虑。

3.主题：角色的抉择反映了作者想要施加在观众身上的效果。

4.对话：听起来应该更像是真实生活的大杂烩。

5.颂歌：是整体的一部分，应该融入到表演中，具有戏剧趣味性。

6.布景：最小的艺术元素与最能和剧本相关联的元素。

亚里士多德传统辩证法

观点和对立的观点形成综合性的观点，这种逻辑质疑的方法与你设定的故事

结构有关。总结了概括故事的词：这个、但是那个、因此；首幕、中幕、终幕。

它可延伸至整个故事也可以压缩至某一特点场景。

三幕式分析

故事由「七大子系统」组成，分别是：角色、主题、故事世界、象征网络、

情节、场景编排、场景建构以及交响乐式的对白。劳拉.埃斯基韦尔（《巧克力情

人》的编剧）指出：经典戏剧式结构让其能将更多经历放到故事上。

传统三段式结构：首幕、中幕、终幕，如何构建故事框架，搭建人物性格和

行为动机，建立角色，立住人物——创造视点与视点的冲突，动作的生成隐藏着

所有线索。

五种电影的类型

问询你更适合写出哪些题材：逃避类型、宣传类型、娱乐类型、启迪类型、

生命真谛类型。核心公式：分离⇀ 启蒙⇀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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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悲喜剧

可以窥探出这两种戏剧传统的硬伤，悲剧走向了死亡湮灭，喜剧走上了承诺

羁绊，喜剧更像是话剧，但是对于是否可以界定为话剧需要商榷。

从帕索里尼的个人背景入手，帕索里尼具有诗人、编剧以及导演等多重身份，

他的成长环境和特殊经历是帕索里尼改编古希腊悲剧的缘由，这也是帕索里尼与

古希腊悲剧之间的关联性。其次，论述了关于古希腊悲剧的概述，对古希腊悲剧

观的流变发展进行概括，并且从艺术形式、创作内容及思想内涵三个方面总结了

古希腊悲剧的特点。最后针对本研究所需的电影改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

然后运用个案分析法，从帕索里尼改编的古希腊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入

手，对比古希腊悲剧文本和电影作品在故事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异，影片中反复出

现的俄狄浦 斯所特有的标志性动作，这是帕索里尼对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

斯“智者”形象的性 格重塑。其实，帕索里尼所塑造的俄狄浦斯就是对自己的

个人书写，帕索里尼和父亲紧 张的关系、对母亲极端的爱都与俄狄浦斯有着高

度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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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课程教案（2课次）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授课时间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学时安排

授课方式

（请打√）

课

内

课

外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第二章 剧作元素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目的:本单元介绍了故事撰写的结构、文学剧本，着重讲述了符号学，对剧作原理的有深入

性了解，

要求:学会根据文字简单分配，熟悉基础剧作的构建要点，了解符号学视域下的文本，掌握

对话编写与人物原型，能掌握电影的经典九拍。

重点：影视（动画）文学剧本的相关研读学习，对话编写与人物原型故事，弧光与符号学的

应用，电影的经典九拍。

难点：理解符号学和编写有意义的对话，符号学图表在其他形式的故事叙述应用。

教学步骤：

课程引入→符号学的认识→人物原型搭建→对话编写→案例分析→符号学的应用→人物弧

光的呈现→叙事弧→案例分析→电影九拍→课程总结→作业/任务布置

教具及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

解等）

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音像讲解、智慧教学工具使用相结合

作业和思考题：

课后思考题:分镜与漫画的最大不同点

课后作业/任务:欣赏优秀影视作品，增强其审美情趣。

教 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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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板书或旁注

教学课程引入

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对符号学的认识，使学生了解到剧作在符号学下的应用

下，是如何搭建对话和人物原型的，培养其搭建剧本时，具备赏析并实践故事弧

光的可能，掌握场景的绘制法则，提高对影视创作的能力。

符号学

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

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符号学的原理应用到各具体领域就产生了部门

符号学。符号学是一种研究符号和意义的学科，在电影理论中，符号学主要被用

来研究电影中的符号和意义，电影中的符号可以是视觉符号、语言符号或行为符

号等，这些符号可以帮助观众理解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和意义。符号学的一个核

心理念是符号的双重性，符号既有它们字面上的意义，也有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在电影中，这些象征意义可以通过电影中的符号和视觉元素来表达，例如，在《教

父》中，玫瑰花是符号学家 Roland Barthes提出了“意义的解构”的理念，意味

着意义可以被解构为更小的符号和符号的组合，通过这种方式，观众可以更深入

地理解电影中的意义和主题。

符号学在电影理论中的应用还包括“视觉语言”的研究，电影是一种视觉媒

介，电影中的画面、光影、色彩等元素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视觉语言，这种语言可

以通过符号和象征来表达主题和情感，观众可以通过这种语言理解电影中的意

义。

符号学是一种研究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学科，在电影中，符号通常指的是图像、

声音、动作和文字等元素。符号学认为这些元素都是一种符号，它们都有一个固

定的符号意义，因此，符号学可以用来分析电影中的各种符号元素，以及这些符

号元素所代表的意义。

人物原型搭建

创作剧本时，角色设计往往是最耗时耗力的工作之一，如何在节省力气之余

保证质量是一件颇为头痛的事，原型的相关理论则提供了相当实用的方法。

原型的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他认为原型以神话角色的形式在全人

类的集体潜意识中存在着。受此理论影响，神话学家坎贝尔进一步提出：神话传

说和现代故事总是包含了某些反复出现的角色典型。

简单来说，原型泛指拥有某些特质的人群样式，它们经由社会集体的经验总

结得来，如勇者原型往往与“勇气”“无私”一系列品格挂钩，或者每当提起魔

王，脑海里瞬间闪过“邪恶”等贬义词。

回到具体的叙事范畴，原型是编剧和策划设计角色可用的蓝图或雏形，在工

业化的制作环境下，它能方便创作者在敲定人设时迅速找到灵感参考和定位，然

后在此基础上延伸角色弧线，塑造令人深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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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怎样应用好原型工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将分享常规的

故事人物原型，以及它们基本使用方法和进阶思路。

1、 英雄

英雄原型通常以不完整的形态开始故事，包括性格、能力、地位等可能存在

一个方面的缺陷，其故事轨迹更加强调成长与变化。

2、反派

反派也承载了故事的整体质量，因为他是英雄塑造的锚点，越是生动形象、

让人深刻的实力型反派，越能代表英雄身份的含金量，设计得体的反派应该提供

有用的挑战。

3、信使

负责传达主要冲突、推动剧情或指引的工具人角色，可能是英雄旅途的契机。

4、导师

一般担任主角的老师或顾问的角色，或者是已退休的前英雄。功能包括：为

主角提供建议、知识和信息，这部分类似于信使的作用，

5、同伴

填充故事元素等多种功能，部分同伴甚至背上重要的感情内容，尤其是爱情

线。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同伴往往也有自身独特的故事线，他们也需要解决冲突获

得个人成长。

对话编写

1.代入式

在写作的时候，要有自己带入的感觉。就好像是第一次约会之前，要在脑海

中反复思考见面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然后想她会怎么应答，自己如何要回答

的幽默精彩，第一时刻博得他或她的好感。

简单的，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人物，自己跟自己来对话，如果不方便记忆，

可以在对话的同时，录下来，然后回头对自己说过的话进行处理。

2.塑造会说话的人物

如果觉得对话场景写的有问题，其实大多数时刻并不是对话本身的问题，而

是人物的问题。这个人物的塑造还不够鲜明，不够完善，不知道他应该说什么话。

3.别用自我来看待剧本中的人物

首先，还是要塑造人物。塑造什么人物，可以塑造一个自我式的人物，但是

不能满篇都是自己。

人物要形形色色，各具特点，这种特点是本质的，是心理的，是每个人物完

全不一样的心路历程带来的。

4.独白不轻松

独白是最难写的东西，一般来说，独白和场景叙述不能算是真正的对白。舞

台剧中富有张力的东西拿到影视剧里并不一定好使，如果再加上没有足够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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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和感情冲击，基本上开场就会遭人倒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段的独白拍出

来极为苍白不好看的原因。

5.对白写作的一些要和不要

角色的潜台词非常重要，能够铺垫后面的故事发展，发现他们的言下之意。

符号学的应用

剧本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英雄是结论性和决定性的角色，在叛逆和权威，道德和传统下形成

的对比，适用于信息铺陈设。

故事弧光

“人物弧光”是编剧、小说经常使用的一个技巧，具体来说“人物弧光”是

指人物本性的改变，包括好的变化和不好的变化，一个人物最能打动人心的时刻，

是他身上发生剧情“反转”时，观众看到的能让人物“升华”的东西。

美国顶级编剧理查德·沃尔特在《电影电视写作——艺术、技巧和商业》一书

中说道：“要创造出观众喜爱的人物性格有三个基本的原则需要掌握。第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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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陈规烂套；第二，要使所有性格的人，包括最愚蠢的人和最坏的恶棍都能产

生出同情心；第三，不要把剧中人物放置在平板上，停滞不前，而应当让他们在

故事中成长和发展、变化。”

到了电影被发明之后，电影人们不断旁征博引，从现有的叙事艺术——小说

和戏剧中，吸收可为之所用的框架和技巧，人物弧光就是其中之一。人物弧光最

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让人物性格处于动态之中，而不是静止孤立的；它的出现，

使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神到人的回归，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摆脱了

“情节附庸”的身份，成为独一无二的鲜明个体.

叙事弧

叙事弧是指连续的方式叙述情节起伏的弧线。叙事弧通常描述了故事价值尺

度随情节发展而变化趋势，通常也描述出故事的结构，但叙事弧的主要任务是描

述情节的形态，并帮助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了解如何讨论价值尺度的消长与起伏。

有了正确的叙事弧作为指导，也就有了一个平衡、有动力的情节。

叙事弧同时还指出了情节展开的顺序。情节必须按照合理的顺序展开，才能

在故事中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例如，剪裁衣服必须按照某种模式展开，不然就会

变得袖子不是袖子，领子不是领子。同样，一部小说、电影或动漫游戏脚本也要

经过预定的顺序，才能全心全意地吸引读者和观众。

电影的经典九拍

1.钩子：它可以作为电影的隐喻，或者与结尾形成对比的开场画面。

2激励事件：极地或者消极地影响主角的生活，伴随深厚、改变一生的影响。

3.转折点：迫使主角离开原有的安乐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设定一个

任务，并收集吸引人的问题。

4.进展纠葛：取决于前面几个步骤和情感的积累，可以是一个乐观的或者悲

观的，取决于激励事件。

5.逆转、中点：增加赌注，改变任务，修改了吸引人的问题——通常完全反

转（现在将会发生什么？）

6.进展纠葛：可能是乐观或者是悲观的，这取决于反转。

7.危机：尽管主角在第一场中被爱，在场 2A中学习，剧情反转，在场 2B中

耗尽所有家财，他的对手此时占据了上风，也许是通过奸计使得主角深陷危机，

处于故事的最低潮。

8.高潮：认识到内部的矛盾（主观的/情感的），主角认识到要如何解决，形

成最终方案并执行，达到高潮，克服外部的矛盾（客观的/身体上的），回答戏剧

问题（创建一个转折点，最终反转）。

9.结局：乍一看重建的新世界，一个选择性的“反转”就对整个事件给予了

全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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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课程教案（2课次）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授课时间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学时安排

授课方式

（请打√）

课

内

课

外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第三章 从图像叙事看脚本创作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目的:本单元介绍了图像叙事法、逻辑关系衔接的原则，着重讲述了人物视线引导，具体动

作、表情分析。

要求:学会根据文字简单分配，如何将静态分镜转为动态分镜；熟悉人物视线引导的方法，

了解图像叙事法，掌握镜头设置的功能性，掌握移动镜头。

重点：了解分镜头画面创作的步骤，漫画分镜与动画分镜的逻辑关系，掌握基本的故事连续

叙事手法。掌握镜头的基本定义，影视动画分镜中相关的镜头设置探究，能独立掌握影视（动画）

作品中镜头语言的表层能指和深层所指等镜头涵义，掌握形体绘制，把握比例。

难点：图像叙事法，动画分镜与漫画分镜的区别，看懂、明白经典片段和分镜脚本，理解镜

头拍摄设置的特有表达。

教学步骤：

课程引入→叙事学→图像叙事法看分镜→漫画与动画分镜的图像叙事比较研究→案例分析

→人物视线引导→案例分析→具体动作与表情分析→案例分析→课程总结→作业/任务布置

教具及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

解等）

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音像讲解、智慧教学工具使用相结合

作业和思考题：

课后思考题:动画分镜与漫画分镜的区别

课后作业/任务:欣赏优秀影视作品，增强其审美情趣。

教 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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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板书或旁注

教学课程引入

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对图像叙事学的认识，使学生了解到是如何搭建动态分

镜的各元素，运用视线引导法则，学会独立完成镜头内容设置的能力。

叙事学

叙事学理论未成为一门显学之前，名为叙事，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叙

事活动随着语言的诞生而开始，这也就是说，自人类诞生之际，叙事也随之产生，

换言之，有人类生活的领域就必存在叙事活动。

叙事成为显学后的研宄成果恢复了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了叙事作品的内 在

性和独立性，最为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不再趋于对叙事作品进行框架式 的粗糙描

写，而是更加有条理有深度的在大范畴中精确欣赏细节。任何处于历史发展中的

研宄都会有其局限性，而经典叙事学也不例外，具体表现在：过于注重作品的独

立性，从而忽略了作品与历史进程、社会文化语境的关联，被架空的作品是不能

够传达叙事的。于是，后经典叙事学 ，又称新叙事理论开始在西方兴起，它的出

现弥补了 “ 经典叙事学 ” 的局限性，更加重视读者，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作

用。

图像叙事法看分镜

隐喻是叙事文本的一种手法，但图像可以表达文字所能表达的，甚至可以表

达出文字所涵盖不住的，所以叙事文本中隐喻这一手法同样可以被应用于图像叙

事中。前文也提到，隐喻被广泛应用于摄影、绘画及电影艺术中，那么漫画作为

图像的重要构成，当 然也能将隐喻这一手法运用自如，不同于照 片和单幅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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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格在某一 时间点的非连续性叙事，漫画是一种表面静态的连续性叙事媒，

可以看成单幅图像，也可看成系列图像，隐喻手法在其 中有多样化的表现

隐喻的用法

1.能够以本喻两体同时存在于作品中的形态出现比如电 影 中 的 隐 喻 蒙

太奇。

2.能够以现实中的某位人物为本体创造漫画角色，如白胡子船长，能够以作

品中被艺术化处理的事件来隐喻现实中的一些引人深思的现象，如前文的种族关

系。

3.后两者往往会较多地带入作者个人情感，将自己现实中的一些想法和心情

利用漫画这种图像媒介推送出来，使得故事剧情的 发展更为饱满深刻。

漫画与动画分镜的图像叙事比较研究

相同点

1.图像元素相似

漫画分镜与动画分镜一样，为了清楚地表述故事，作者都需要多角度把控故

事的整体走向。无论是动画分 镜抑或漫画分镜，画面中都会包含角色表演、场景

调度等基本叙事元素。分镜包含角色所在的时间、地点、周 遭物体运动等细节，

再通过镜头将角色肢体表演和个性 魅力统统表现在分格中，如同舞台剧般一幕幕

呈现。

2.叙事信息相似

图像是内容元素，那么叙事信息就是作品的精神内 涵。漫画故事叙事由角色

表演结合场景、对话及叙述文 字，共同组成一幅又一幅连续画面。故事情节的呈

现就 基于分镜画面中的视觉信息和文字描述，读者通过解读 视觉信息体验故事。

只用单幅画面并不能完全理解叙事 的整体内容，所以漫画分镜与动画分镜都会引

导观者视 线由一幅向另一幅移动，用简洁画面将情节和幽默内核 直观地传递给

读者。

不同点

动画分镜与漫画分镜虽看似均为画面叙事的表现手 段，但本质上属于两种不

同领域的图像艺术形式，实质 上有许多差异之处。

1.分格形式的差异

分镜头脚本在动画创作甚至影视摄制领域，已经呈现规范表格化。导演需将

镜头画面、声音、景别等元素 详尽地容纳进表格固定范围，再利用镜头运动的符

号和 注解，让后续完成摄制、剪辑合成等后期创作人员理解 具体的工作内容。

为实现这一目的，分镜脚本应简洁、 清晰且具有展示整个创作流程的能力。因此

动画分镜脚 本的分格前后都是统一且固定的。而漫画不受限于庞大的各领域合作

创作的限制，更 注重图像叙事本身。漫画的分格既可以是规范统一的，如单幅、

四格等固定画格数量的漫画，也可以是大小 不一甚至不规则切割的分格漫画。若



495

动画镜头是根据 叙事和时长来展现主次，那漫画则是运用分格画面将情 节主次

和图像叙事思维展现得更为丰富。漫画作者按阅 读规律自由地摆放分格、图画、

对白、拟声词等元素的 位置。在动画分镜中需要注解详尽的拍摄方式、剪辑合 成、

音效后期等内容，但漫画并不需要详尽注释，而是 把它们直接展现在每个镜头画

面中。这也是漫画分镜显 得更具主观性的原因。

2.时空叙事的差异

动画属于影视艺术，是通过合成视听语言来建立多 维时空。在观看动画的过

程中，声画同时发出后观众才 即时获取了信息，帮助时空并置也让叙事表达更为

直接 明确。因此分镜头脚本作为动画视听语言的创作蓝图，也具备叙述情节和建

立影片时空的准确即时性。与动画不同的是，漫画的媒介最终呈现于静态的画 页

上，并不具备立体视听感受带来的即时性。但作者能 运用图文梳理叙事脉络，结

合读者能动的阅读顺序，从 图画空间内创造语境。漫画分镜中的时空感在声音的

传 递中有着更具趣味的表现，如将拟声词作为画面所叙述 的声音传递出来，此

时图画与文本也成了一个整体。听觉元素转化为叙事画面中的文本符号，被赋予

新视觉含 义也更突显以形表意的独特视觉效果。从时空维度上来 说，漫画分镜

中虽是静态页面承载剧情，却仍能做到让 读者身临其境般代入。除此之外，漫画

的阅读顺序一定层面上影响了叙事，且不同种类的漫画也有不同的阅读体系。常

见的从上至 下的阅读规律暂且不论，还有部分有着自身独特的顺序，如日式漫画

由左展开的阅读顺序。构图非平衡的方向力引导眼睛探查一个视觉景象，最终落

于观者的兴趣中心。

3.受众与功能的差异

动画分镜充分展现了镜头的运动与衔接关系，它的功能是导演向创作人员 交

流工作的镜头指南，而漫画作者更多运用分格和漫画 技法让读者意会镜头运动。

至于漫画分镜便是一场充满作者个人风格的拼图游戏，读者 跟随线索拼接出一个

个完整叙事的镜头。作者与读者之 间无形互动完成了信息传递，即漫画分镜在阅

读上更具趣味且便于理解。

人物视线引导

读者会自发地用从右到左的顺序看漫画，不过实际上，为了达成某些视觉效

果或感情体验，作者常会用视觉引导打破读者从右至左阅读习惯，也就是说，如

果视觉引导较为成功，读者会遵从引导的顺序阅读漫画，而不是遵从习惯。这里

我们先不细看内容，而是从画格的排列方式着眼。提取出 画格后，可以看到画面

整体的编排方式为中间。这里按正常的画格阅读顺序为 画框进行标号。但若按右

至左的顺序，视线的大致移动轨就会将变成红线所示，与 图 中标示的画格阅读

顺序相异。这之间的差异就是视线引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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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时再重新回到图，审视故事情节。可以看到这一页主要为文戏，画面

仅由两名角色的重复多切镜头构成，使得该页中台词（对话框）的存在感要 远大

于图像。不过，台词越多、信息量越大，越难让读者读下去——这是所有漫画家

都要 面临的问题。而在这一页漫画中，作者用视线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它。

现在来观察对话框。可以发现①格、③格与④格、⑤格中的对话框的相对位 置，

都形成了较水平的一条线。而我们在阅读这一页时，也在无意识中将于一条横线

上排列的对话框认知为了一组单元。

视线引导的目的

在国内，“视线引导”这一概念更常见于其他平 面艺术领域，比如摄影、版

式设计、交互设计等，设 计师会通过有效的视觉手段，来吸引或分散用户的注 意

力；这与漫画中的“视线引导”原理近似，但方法 与目的有着很大差异。日本漫

画作为以书本为载体的一种艺术形式，大 体还是遵循日本人从上至下、从右至左

的阅读习惯，作者会以此为基准设计画面元素。但漫画并不像小说，有着固定的

版面格式，画面一般也不似绘本这样简洁 明了。其组成以画格为单位，每页由多

画格组成，每 格大小不等，且其中的信息密度也不均等，读者在阅 读时，会发

现漫画不像小说及绘本般一目了然——视线在横跨画格时，可能会遇 到“不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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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该看哪一格”的窘境。让读者能按作者期望的那般阅读画面、接收所有信息，

这是视线引导的目的之一。例如左。按日本漫画右至左的阅读习惯，继①格之后，

无法确定读者会 向左读还是看下面一格；这时，就可以运用画面的元素，通过视

线引导，在不打破原有画格安排和构 图的基础上，让读者接按照正确的方向阅读。

图中是重新设置了对话框位置和画格出血后的画面。可以看到，增加了对话框后

画面的主次关系明显明晰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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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课程教案（1课次）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授课时间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学时安排

授课方式

（请打√）

课

内

课

外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第四章 练习规划和创建打斗场景 1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目的:本单元介绍了布局和人物与背景搭配的原则，着重讲述了布局的概念化和构思，选择

并组合背景和相机效果。

要求:学会根据文字简单分配，如何将静态分镜转为动态分镜学会创作动态分镜。

重点：结合案例与联系实践创作讲授。

难点：学习表达方法。

教学步骤：

课程引入→布局→层次和空间感→视角→示范→人物与背景的关系→案例分析→身体与力

学的调整→案例分析→课程总结→作业/任务布置

教具及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

解等）

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音像讲解、智慧教学工具使用相结合

作业和思考题：

课后作业/任务:练习

教 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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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板书或旁注

教学课程引入

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对动态分镜的认识，使学生了解到在软件应用

下，是如何搭建布局，培养其人物与背景的绘制联系，提高对动态分镜

创作的能力。

布局（示范）

分镜要符合时代大局。两角的镜头要合理安排，不要突兀地切换人

物的表情和动作。而且两个角度尽量要像过渡一样过渡到后面的对话

中，让整个画面自然连贯，人物动作要流畅并且表情分明，千万不要出

现僵硬的感觉。不能不动还要过度脸红手抖的情况。这些都会让人物变

得五官特别僵硬。

不要跟踪人物在对话中表情变化，或者在对话中无意识地添加表

情，可以利用转身、点头、招手等对话气氛的变化来衔接，这样会让画

面更有活力。其实分镜动作要是看起来自然流畅，而且没有特别夸张的

表情和动作才能做到。分镜表情要过渡流畅，如果是两个人物出场的话

不能动作太跳跃。做到动作流畅就要根据整个画面的要求将分镜逐渐延

伸变长，这样就可以使两个人物出场表情更自然。分镜要符合角色和场

景的定位，人物要有主次区分。身份定位，经过表情的传达和人物与场

景相互交融的契合，就能使分镜完成后画面具有整体性，让人感到流畅

不突兀。

层次和空间感

一个简单的平面图，通过通过远近、大小、虚实等方式，形成具有

层次的空间立体感。

视角（示范）

根据视角的方向，我们将人的视角分为三种。

在镜头中，不同的视角，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根据视角的方向，

我们将人的视角分为三种。

在镜头中，不同的视角，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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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视：给人高大、庄严的感觉。

平视：接近普通人视角，比较舒服角。

俯视：表示主体矮小、或者情绪低落。

仰视：给人高大、庄严的感觉。

平视：接近普通人视角，比较舒服角。

俯视：表示主体矮小、或者情绪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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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与背景的关系（示范）

1. 确立景别。画他的表情，可以用近景或者特写。

2. 镜头感。角色在分镜框占据多大的比例。

3. 表情塑造。

身体与力学的调整（示范）

1、将影响视觉动线的各种类型的节点作为“节奏点”与音乐形式

进行类比 的方法，可以作为一种分镜设计的思路，此外也可以类比其

他具有节奏感的艺术 形式，例如诗歌等。从漫画中表现出音乐的韵律

感，或者将漫画的情节通过接近 音乐的韵律感，从而提升漫画本身的

可读性和感染力。

2、根据节奏引发的情绪变化来布置条漫分镜节奏 阅读情绪主要来

自节奏本身的快慢，和节奏符合读者的心理期待与否。慢节 奏使人平

静，可以实践与抒情的桥段，快节奏使人兴奋，在表达冲突爆发的桥段，

可以运用符合读者期待的节奏点，使读者产生正性情绪，安排出振奋人

心的场面。在表达蓄力和铺垫的桥段，可以将符合读者期待的节奏点尽

可能向后拖延，使读 者产生负性情绪，起到提起读者“胃口”的作用，

适合安排在悬念的僵持桥段，鼓励读者继续阅读直到“阻力”排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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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满足感的一刻。

3、根据影响节奏程度的高低，从主到次的逻辑顺序对节奏进行分

级布置，比如先决定对阅读节奏控制程度最高的台词位置，再根据台词

之间所构架的视觉 动线，在视觉动线之间通过声效字，图片视觉中心，

细化节奏形态。根据情节中 期望表达的情绪布置具体节奏的轻重缓急，

对漫画设计进行调整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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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课程教案（2课次）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授课时间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学时安排

授课方式

（请打√）

课

内

课

外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第五章 无声的语言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目的:本单元介绍了表演的意识，角色形体表达情绪，人物动态分析。

要求:掌握动态分镜绘制，学会以专业影视语言知识分析影片（动画），要求掌握相关影视资

料的知识点，掌握角色体态、五官的细微变化产生的涵义基础分镜头绘制要点。

重点：根据形体设计准确表达内容与情绪独立。

教学难点：掌握形体绘制，把握比例。

教学步骤：

课程引入→表演意识→角色形体→案例分析→人物动态分析→案例分析→课程总结→作业/

任务布置

教具及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

解等）

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音像讲解、智慧教学工具使用相结合

作业和思考题：

课后作业/任务:了解镜头与角色的表演，并欣赏案例，练习。

教 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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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板书或旁注

教学课程引入

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对动态分镜的认识，使学生了解到在软件应用下，是如

何对角色形体表达情绪，培养表演的意识，对人物的动态分析，并应用到分镜设

计中，提高对动态分镜创作的能力。

表演的意识（示范）

行动是表演的基础。动作分为：心理动作、形体动作和语言动作，表演是以

视觉要素为第一位，所以形体动作在表演中有重要作用。形体动作的重要性

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在体验角色心理过程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个是在表

达角色外部特征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体验角色心理方面：首先松弛和形体训练是演员体验角色的基础，因为无

法支配的形体会减少角色魅力，而形体是演员塑造角色时最有力的工具，要认识

它的重要性；其次由形体动作入手接近角色是最有效的捷径这与斯坦尼的“心理

——形体动作方法”很相似，在刚接触到角色时，在熟读剧本的基础上从规定情

景出发认真的去执行角色的形体动作可以从中找到真实激起信念让演员唤起相

应的情感帮助演员去塑造角色；再次就是外部形体动作与内心体验的关系及对内

心体验的重要作用。形体动作重要是因为它的意义，形体动作是完成心理动作的

手段，它迫使演员的心理内容去补充和充实形体动作来达到从“人的形体生活的

真实到人的精神的真实”过渡的目的。在表达角色的外部特征方面：首先在塑造

角色的外部特征方面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物形象总体把握，另一个是具体

的人物的思想情感的揭示；我们要用形体动作这强有力的工具为表演带来光彩。

戏剧中的形体表达利用人类最为简单的表演方式——身体语言，来与戏剧进行融

合，形成了独特的戏剧美学风格。

角色的情感表达方式界定为：“面部表情表演的情感表达方式”、“形体动作

表演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声音语言表演的情感表达方式”。

究其因，拟人化的面部表情表演方式有着自身特有的优势，此种情感表达方

式更能展示角色细微的内心情感变化，更细腻的表演方式会更易打动观者

的心灵。符号化的面部表情表演方式虽然偏少数，但也有着自身特有的优势

与艺术表现力，它使得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更具简单性，使得艺术表演方式更加

趋于直白化，带给观者更加直观的观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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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形体表达情绪（示范）

形体动作表演的情感表达方式相比于其它两种情感表达方式而言，在角色表

演中运用了更多的元素协同来表达角色的情感，更多的元素表演势必会提升角色

情感表达的丰富性。角色形体动作表演的情感表达方式主要为影片的剧情服务，

其二是展示角色的个性特点。个性化的形体动作表演类型不断出现在荧幕之上，

可以发现角色形体动作表演的情感表达方式将朝着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演进着，从

而使得影片的剧情内容更为丰富。动画表演的特征，从动画表演特有的概念内涵

——设计过程和影像呈现出发，比较了动画表演、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等舞台表

演，进而总结出动画表演的特质。从动画创作过程来看，动画表演由动画师的集

体“群像”塑造、动画角色“独舞”登场。他们在细节上随心所欲”地修正动画

角色的表演，从整体到局部，专注于局部，进行碎片化的创作，声画分离、错位，

直到表演上没有遗憾。从动画的舞台视觉呈现来看，动画表演是“模仿”的“模

仿”，动画师们按照导演的意图和自身对角色的理解，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信

马由缰的夸张，创造出人性与物性统一的动画角色，全面立体地进行拟人化创作，

实现生命的幻像，开启一场潇洒驰骋的开放性的时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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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镜人物动态分析

由形体动作和心理动作的目的来看两者的相关作用：形体动作——为了达到

预定的目的，主要消耗形体（肌肉）的力量，也称外部动作；心理动作——

其目的是改变人的意识，（心理），也可以改变动作者本人的意识，如果演员是在

正确地做着他在剧中的规定情境中所找到的形体动作或简单的心理动作，那么他

就为他所扮演的角色奠定了创造基础。形体动作可以作为完成某种心理动作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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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带有从属性的形体动作是以心理任务为依据的，完成一个心理动作往往需

要完成一系列形体动作。因此，心理动作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做法，心理动作决

定形体动作的性质，而形体动作的执行也会对心理任务的完成有影响。所以说两

种动作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也会相互影响。

运用形体与语言去体现角色时，都存在着两个应该注意的问题：一个方面是

角色的人物形象的总体方面的形象塑造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则是具体的人物的思

想情感的揭示问题。

从形体方面来说，任何一个人物都会有他自己特有的形体方面的特点。由于

每个人物的出身、年龄、职业、经历等等不同，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

而这种性格特征，自然而然地会在人物的形体特点上反映出来。它反映在人物的

体态、步态、手势、习惯性的动作，以及动作的节奏和频率等等方面。比如一年

舞蹈演员无论是走路还是站立都是昂头挺胸，还会八字脚；在比如一个军人，他

走路会比平常人快，身体总是很挺拔。所以，演员在体现角色时，自然应该要能

创造出具有角色的性格特点的人物的形体特征来。

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个角色，由于年龄的跨度或者是他的经历上的变化，

也会出现不同状态。一个在年龄上有较大的跨度的角色，演员在角色的创造

上就不能不去考虑，由于年龄的变化，角色在形体上发生的变化。所以演员就不

能不在体现角色时，还要把角色的这些形体方面的特点变化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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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课程教案（2课次）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授课时间

理论课□ 讨论课□ 实践课□ 习题课□ 其他□

学时安排

授课方式

（请打√）

课

内

课

外

教学单元（教学章、节或主题）：第六章 练习规划和创建打斗场景 2

目的、要求（分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

目的:本单元介绍了身体与力学的调整原则，添加阴影，冲击框架，摇晃的凸轮。

要求:掌握动态分镜绘制，学会创作动态分镜。

教学重点：掌握影像内容、结构的省略，学习画面内部陈设的涵义。

教学难点：学习表达方法。

教学步骤：

课程引入→身体与力学的调整原则→案例分析→添加阴影→案例分析→冲击框架→案例分

析→摇晃的凸轮→案例分析→课程总结→作业/任务布置

教具及教学手段：（如：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

解等）

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音像讲解、智慧教学工具使用相结合

作业和思考题：

课后作业/任务:掌握动态分镜绘制，学会创作动态分镜。

教 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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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板书或旁注

教学课程引入

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对动态分镜的认识，使学生了解到在软件应用下，是如

何表达身体与力学的调整，掌握影像内容、结构的省略，学习画面内部陈设的涵

义，并应用到分镜设计中，提高对动态分镜创作的能力。

身体与力学的调整（示范）

分镜只是静态的，而动态分镜顾名思义就是动起来的分镜稿。把分镜输出剪

辑成动态版本，这个时候大部分就可以看出动画的雏形了，如果有错误的话，可

以发现并及时进行更正，所以制作分镜对于整个制作来说相当于是有一定的预防

作用。

动态分镜要清楚表现出每一个镜头的时间，很多动态分镜会简单的配音和

BGM，比如一个人模拟整个动画中出现的声音，这样基本上就可以把握所呈现的

故事节奏，方便于中期制作，也方便于查看是否需要修改剧情剧本等等。

前期制作一般包括构思、剧本、前期设定（地貌版图绘制、角色、道具、场

景设定）、分镜和动态分镜，而动态分镜正是整个前期流程的核心环节。动态分镜

是动画由静到动的关键一步：它把静态分镜图串联成序列，并渲染成视频，基本

确定后期的动画制作时间点和画面节奏。我们在完成了分镜剧本后，通过动态分

镜，能够很直观的看出景别太单一、使用了太多固定镜头等一系列缺点，在反复

修改的过程中，能够加深对分镜头意义的理解。

相比于传统分镜的固定画面，动态分镜是分镜设计师依据导演的要求和故事

节奏将每个镜头用动态画面表示，并将所有的镜头串联成一个预览短片。组员通

过反复观看动态分镜，可以更直接的看到镜头角度和衔接、动作的张力、演员机

位调度、布景、色调等信息，发现问题可以及时沟通并进行调整，可以说动态分

镜就是成片之前的一个预览小片，目的就是为了直观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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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阴影（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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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框架（示范）

运动镜头可以利用画面的运动来展现出时间的流转、空间的变换，借助这种

特殊形式，以求达到镜头的变换与客观的时空变换二者吻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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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晃的凸轮（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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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过 程 板书或旁注

教学课程引入

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对动态分镜的认识，使学生了解到在软件应用下，是如

何表达身体与力学的调整，掌握影像内容、结构的省略，学习画面内部陈设的涵

义，并应用到分镜设计中，提高对动态分镜创作的能力。

身体与力学的调整（示范）

分镜只是静态的，而动态分镜顾名思义就是动起来的分镜稿。把分镜输出剪

辑成动态版本，这个时候大部分就可以看出动画的雏形了，如果有错误的话，可

以发现并及时进行更正，所以制作分镜对于整个制作来说相当于是有一定的预防

作用。

动态分镜要清楚表现出每一个镜头的时间，很多动态分镜会简单的配音和

BGM，比如一个人模拟整个动画中出现的声音，这样基本上就可以把握所呈现的

故事节奏，方便于中期制作，也方便于查看是否需要修改剧情剧本等等。

前期制作一般包括构思、剧本、前期设定（地貌版图绘制、角色、道具、场

景设定）、分镜和动态分镜，而动态分镜正是整个前期流程的核心环节。动态分

镜是动画由静到动的关键一步：它把静态分镜图串联成序列，并渲染成视频，基

本确定后期的动画制作时间点和画面节奏。我们在完成了分镜剧本后，通过动态

分镜，能够很直观的看出景别太单一、使用了太多固定镜头等一系列缺点，在反

复修改的过程中，能够加深对分镜头意义的理解。

相比于传统分镜的固定画面，动态分镜是分镜设计师依据导演的要求和故事

节奏将每个镜头用动态画面表示，并将所有的镜头串联成一个预览短片。组员通

过反复观看动态分镜，可以更直接的看到镜头角度和衔接、动作的张力、演员机

位调度、布景、色调等信息，发现问题可以及时沟通并进行调整，可以说动态分

镜就是成片之前的一个预览小片，目的就是为了直观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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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阴影（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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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框架（示范）

运动镜头可以利用画面的运动来展现出时间的流转、空间的变换，借助这种

特殊形式，以求达到镜头的变换与客观的时空变换二者吻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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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晃的凸轮（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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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教学大纲（2023 版）

一、课程名称

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 （2109602）
Storyboard Design

二、学分学时

2.5学分/40学时（20学时（线下教学及研讨）+20学时（线上学时））

三、使用主体教材：

《分镜头脚本设计教程》，李杰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09月

四、课程属性：

专业基础课

必修

五、教学对象：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生

六、开课单位：

艺术设计学院

七、先修课程：

《美学基础》、《造型基础 I》、《数字媒体艺术概论》

八、教学目标

教学总目标：

《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是数媒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是学生进入专业学

习必须具备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又是一门动画专业的导入课程。本课程从易教

易学的实际目标出发，用丰富的经典影视案例，名词的通俗化讲解，理论的视听

化解读，启发学生了解剧本撰写的方式，人物原型和符号学应用，包括分镜脚本

绘制的知识点，如视线引导、画格的功能与应用、蒙太奇等。

此外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前理应具备一定的动画制作基础以及计算机应用基

础，如剪辑、绘制，此门课程应用性强，教学中要往往进行大量拉片、摹片练习，

学练结合，在掌握脚本制作的相关绘制技能的基础上，熟练掌握绘制规律，同时

也必须培养学生的影视思维和剧作原则，学习如何将文字脚本转换成分镜头画面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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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理应充分认识到在影视相关学习中，脚本设计

的重要性，脚本与影视创作各层面的联系。另外，在课程学习中，应该提高影视

思维认知，消化影视（动画）创作中的各类蒙太奇、各类镜头结合的运用效果，

了解构图、取景和连贯的重要性，提高速写技术，适应不同风格，能够根据影视

（动画）剧本剧情，完成相关情节、场面、内容的分镜头创作与视听化剪辑，激

发创作的热情和潜力。

教学分目标：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具备充分的镜头分析能力，有较强的影视思维，学习以影视语言、镜头语言

专业知识来分析影片。熟悉影视与动画分镜的概念界定、分镜头设计的分类、脚

本设计的重要性，脚本与影视创作各层面的联系；了解促使分镜头绘制形成的技

术基础，把握技术应用平台的基本框架。（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2）

教学目标 2：（能力目标）

实现镜头实现能力与分镜头脚本制作能力，掌握分镜在制作过程中的相关理

论知识，以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创作，为创作出优秀的分镜头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务必学习如何提高速写技术、如何适应不同风格，学会构建完整的故事框架，学

会设计角色，学会设计镜头序列，合理处理长镜头短镜头的应用衔接，了解构图、

取景和连贯的重要性，注重声画。（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4）

教学目标 3：（鉴赏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动画专业的专业知识，进一步培

养学生对于专业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的思想理念和思想境界有一个提高，透过对

镜头画面各种技巧的使用，领会导演的艺术境界。（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 11）

九、课程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内容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第一章 剧作叙述理论

1. 教学内容

1）亚里士多德的六元素；

2）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辩证法；

3）三幕式分析法；

4）古希腊的悲喜剧。

2. 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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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六元素以及构成分析；

2）掌握三幕式分析法；

3）帕索里尼；

4）古希腊悲剧。

3.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影视（动画）创作文本过程的研读学习剧作相关原理、分类和构

建方式掌握语言的基本定义，影视语言产生的基础。

教学难点：学术化的专有名词和具体剧作的对应关系，能独立掌握影视（动

画）作品中镜头语言的表层能指和深层所指。

4. 基本要求

对剧作原理的有基础性了解，学会以专业影视语言知识分析影片（动画），

要求掌握相关影视资料的知识点。

5. 教学方法

启发式教学，理论讲解，案例分析法，艺术欣赏法。

第二章 分镜头概述

1. 教学内容

1）影视（动画）创作中的影视意识

2）分镜头脚本、分镜头画面脚本

3）分镜头绘制的前期准备

4）分镜头脚本的分类与基础画法

2. 知识要点

1）了解影视思维和基础的镜头语言，掌握镜头的概念

2）介绍分镜头设计的概念、分类以及构成分析

3）了解影视（动画）构思、创作和展示、交流、宣发的整体过程

4）掌握基础分镜头绘制要点，并欣赏优秀分镜头脚本

3.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影视（动画）分镜头脚本的相关研读学习；影视动画分镜的相关

原理、分类和绘制方式，影视（动画）创作中的影视思维训练。掌握语言的基本

定义，影视语言产生的基础。

教学难点：学术化的专有名词和具体分镜头的对应关系，能独立掌握影视（动

画）作品中镜头语言的表层能指和深层所指，看懂、明白经典分镜脚本，培养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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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绘制分镜能力。

4. 基本要求

对分镜头脚本的分类有深入了解，学会以专业影视语言知识分析影片（动

画），要求掌握相关影视资料的知识点。

5. 教学方法

在有投影仪的多媒体教室，通过教师演示讲授、师生合作交流、学生课后实

践的一体化方式开展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法，理论讲解。

第三章 从文字到图像

1.教学内容

1）影视文学剧本的认识

2）故事结构与角色动作设置

3）角色概念设计

4）画面人景关系与镜头风格

2. 知识要点

1）了解故事撰写的结构、文学剧本

2）掌握人景关系，学会根据文字简单分配

3）掌握基础分镜头绘制要点，了解镜头画面风格

3.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影视（动画）文学剧本的相关研读学习；影视动画美术资料；掌

握人景关系和镜头风格

教学难点：根据文学剧本，掌握合理分配画面中的人景关系

4. 基本要求

对分镜头脚本绘制有深入了解，掌握基本分镜绘制原理，学会独立完成镜头

内容设置。

5.教学方法

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PPT展示

第四章 练习规划和创建打斗场景 1

第四章 图像的叙事

1.教学内容

1）分镜头设计步骤

2）连续叙事与镜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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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绘画风格

2. 知识要点

1）了解分镜头画面创作的步骤

2）镜头角度变化的应用、镜头组接方式

3）故事中角色之间、角色与场景之间的逻辑关系

4）绘画风格

3.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分镜头画面创作的步骤，影视动画片段的角色之间、角色与场景

之间的逻辑关系，掌握基本的故事连续叙事手法

教学难点：看懂、明白经典分镜脚本，能独立掌握影视（动画）作品中故事中角

色之间、角色与场景之间的逻辑关系

4. 基本要求

学会独立完成镜头内容设置

5. 教学方法

主要采用多媒体讲授式教学方式、PPT展示

师演示讲授，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法，理论讲解。

第五章 无声的语言

1. 教学内容

1）表演的意识；

2）角色形体表达情绪；

3）人物动态分析。

2. 知识要点

1）了解镜头与角色的表演，并欣赏案例；

2）掌握角色体态、五官的细微变化产生的涵义基础分镜头绘制要点。

3.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根据形体设计准确表达内容与情绪独立。

教学难点：掌握形体绘制，把握比例。

4. 基本要求

掌握动态分镜绘制，学会以专业影视语言知识分析影片（动画），要求掌握

相关影视资料的知识点。

5.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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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式教学，理论讲解，案例分析法，实践教学法。

第六章 练习规划和创建打斗场景

1. 教学内容

1）身体与力学的调整；

2）添加阴影；

3）冲击框架；

4）摇晃的凸轮。

2. 知识要点

1）涂抹；

2）分解；

3）身体与力学的调整。

3.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影像内容、结构的省略，学习画面内部陈设的涵义。

教学难点：学习表达方法。

4. 基本要求

掌握动态分镜绘制，学会创作动态分镜。

5. 教学方法

在有投影仪的多媒体教室，通过教师演示讲授、学生上机实验、师生合作交

流、学生课后实践的一体化方式开展教学，启发式教学，项目模拟。

十、课程思政设计

《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实践表明，高校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就一定能实现教育的改革创新。当然，“课程思政”作

为一项系统工程，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需不断深入探究“课程思政”教学规

律，全面强化体系化、规范化建设，科学实施考核评估与效果评价等，需要高校

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方向，才能圆满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落

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第一章：在本章中，将思政教育与剧作理论概述相结合，引导学生思考剧作

在电影和电视剧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影响观众对故事的理解和情感共

鸣。将强调剧作构建的选择和组合对于传达主题和价值观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审

美观和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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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在本章中，将思政教育与从影剧作编写与符号学的认识相结合，探

讨将剧本中的文字转化为图像的过程，以及图像如何通过视觉语言传递故事和情

感。引导学生思考图像如何塑造观众对角色和情节的理解，培养学生对于形象塑

造和意义表达的思考能力。

第三章：在本章中，将思政教育与图像的叙事相结合，探讨图像如何通过构

图、光影、色彩等视觉元素来讲述故事和传达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图像如何影响

观众的情感和思考，培养学生对于图像叙事的分析和解读能力。

第四章：在本章中，将思政教育与画面表现相结合，探讨不同的画面表现手

段对于创造视觉冲击和表达主题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思考画面表现手段如何传递

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培养学生对于视觉艺术的鉴赏和创作能力。

第五章：在本章中，将思政教育与无声的语言相结合，探讨镜头之间的过渡

和衔接对于故事流畅度和观众体验的影响。将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通过镜头的连接

来传递信息和推动剧情发展，培养学生对于节奏和节制的把握能力。

第六章：在本章中，将思政教育与掌握动态分镜绘制相结合，探讨动态分镜

的打斗，如速度、氛围、动作等，对于力量表达和情感传递的重要性。引导学生

思考如何与对话和图像相结合，创造更丰富的艺术体验，培养学生对于多元文化

和审美的尊重。

十一、考核方式

《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

（40%）+结果性考核（60%）。

1．过程性考核（40%）

（1）利用网上平台学习资源进行预习的数量和质量，课后反馈表现。结合

课堂学习研讨，完成课堂小测验的成绩与表现，出勤率等。

（2）完成课程作业：剧本赏析与脚本创作基本操作方法学习下，完成课后

习题实践及实例制作等学习成果的质量测评，完成一篇影视评论文章。

2．结果性考核（60%）

考试：以课程大作业的形式进行考试，以个人为单位，制作一部 30 秒以内

的动态分镜，并提交剧本。

修缮影视评论文章，要求有一定的专业度，并提交。

十二、课程学时安排

第一章 4线上学时+8线下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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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4线上学时+4线下学时

第三章 4线上学时+4线下学时

第四章 2线上学时+2线下学时

第五章 2线上学时+2线下学时

第六章 4线上学时+4线下学时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1]《分镜头脚本设计》，王默，夏铭泽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2]《动画分镜头脚本设计》，陈贤浩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3]《动画剧本创作》，米高峰、张珂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2．参考文献

[1]刘辉，孙文博.动画分镜头设计——经典动画片解析[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2]殷俊.动画分镜头脚本设计[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3] 陈茂涛. 动画符号的艺术生产研究[D].山东大学，2021.

3．网络资源

[1] 中国动画网：http：//www.chinanim.com/

[2] 当代电影杂志：http：//www.dangdaidy.cn/

[3] 动画学术趴：https：//www.163.com/dy/media/T1491969932519.html

[4] 其卡通：http：//www.itscartoon.com/

[5] 哔哩哔哩动画：https：//www.bilibili.com/

所谓叙事，是当代叙事学意义上的概念，表明着“故事”作为一种经过主体

“重新结构”并作用于一个特殊交流环境：“讲述”——“听述”过程中的产物

的主体性品质。

http://www.dangdaidy.cn/
https://www.163.com/dy/media/T14919699325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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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 名 丁东升 性 别 男
出生

年月
1988.1

职 称 讲 师 职 务
土木院实验

中心主任
学历 本 科

民 族 汉 族
政治

面貌
群 众 学位 硕 士

院部 土木工程学院
高校

教龄
12年

邮箱 402297290@qq.com 手机 18075402196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承担的教

学任务

刘加冬 女 1982.8 高级工

程 师
硕士

中勘资源勘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理论课教学

丁荣君 男 1993.11 助教 硕士 皖江工学院 理论课教学

朱梦雲 女 1996.4 助教 硕士 皖江工学院 理论课教学

丁东升 男 1988.1 讲师 硕士 皖江工学院 实验课教学

参赛

课程

情况

课程

名称
《土力学实验》

参赛

组别
产教融合组

开课

年级
21级土木

学科

门类
工科

参与课程

企业名称
中勘资源勘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40600150821736M

教学情况

近 5年参赛课程开展情况

2020年丁东升承担 18级土木、交通等专业的《土力学实验》课程；

2021年丁东升承担 19级土木、交通等专业的《土力学实验》课程；

2022年丁东升承担 20级土木、交通等专业的《土力学实验》课程；

2023年丁东升承担 21级土木、交通等专业的《土力学实验》课程；

2020年丁东升承担 22级港航专业的《土力学实验》课程。

2020年-2024年刘加冬承担土木工程专业的《土力学》课程。

2023年朱梦雲承担土木工程专业的《土力学》课程。

2020年-2022年丁荣君承担工程管理专业的《土力学与基础工程》课程。

2023年丁荣君承担工程造价专业的《土力学与基础工程》课程。

2022-2023年承担《土力学》示范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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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讲教师近五年内讲授参赛课程情况

序号 授课学期 起止日期 授课学时 授课对象 班级人数

1
2019-2020学年

第一学期
2019.10.28～2019.12.20 8

17水工、水务、土

木、交通、地质

18个班

604人

2
2020-2021学年

第一学期
2020.11.2～2020.12.25 16

18水工、水务、土

木、交通、地质

20个班

666人

3
2021-2022学年

第一学期
2021.11.1～2021.12.24 16

19水工、水务、土

木、交通、地质

19个班

715人

4
2022-2023学年

第一学期
2022.10.31～2022.12.23 16

20水工、水务、土

木、交通、地质

18个班

657人

5
2023-2024学年

第一学期
2023.11.6～2023.12.29 16

21水工、水务、土

木、交通、地质

19个班

614人

三、推荐意见

学校二级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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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实验》思政创新报告

摘要：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这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人、如何培

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高校主体也非常重视并积极贯彻了有关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相关意见。然而，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的脱节现象仍然存在，部分专业课

程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也困惑于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挖掘及融入方

式。文章以土力学中的几个核心教学内容为例，探究作者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如何从

专业知识点中（强度、变形、渗流）挖掘思政元素（“底线”“趋势”“实际”）以及如何

将其有机地融入教学内容。通过一个理工科教师的实战经验，呈现如何在专业课程中“润

物细无声”地融入思政元素，以期能够直接且有效地给相关的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提供

些许借鉴，能够共同为高校育人工作贡献一点力量。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2019）》，该文

首次点出“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并强调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构建全面

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

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

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为新时期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

向，即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将学科资源、学术文化转化为思

政育人资源，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当前，高效主题非常重视也积极贯彻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相关意

见，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和探索。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

依然存在着严重脱节的现象。目前，理工科专业课程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意义的

认识仍有不足，教学过程中的德育引领作用没能得到普遍重视，部分教师甚至认

为思政教育应该完全由思政专业老师实施，而专业课程仅在于知识与技能的传

授。此外，多数理工科教师包括笔者本人也曾困惑于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及融入，对思政元素的理解比较泛化且融入方式生硬。这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地“植入”往往导致“课程思政”变成“课程＋思政”，难以有效地引导学生，

与新时代党提出的“立德树人”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理工科的专业教师应当充

分把握机会，以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为载体，“润物细无声”地将思政元素与专业

知识有机融，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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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文章以土力学实验中的几个核心知识点（强度、变形、渗透）为例，谈一谈

作者是如何挖掘思政元素并将其自然地融入教学内容的。

一、强度问题与“守住底线”

土的强度一般是由它的应力﹣应变曲线上某些特征应力来确定的，大体上可

基于三种典型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获得：（1）应力随应变逐渐增大至峰值，之

后应力逐渐降低并达到相对稳定值。这种情况一般取峰值作为破坏强度，而取稳

定值作为破坏后强度或残余强度；（2）应力应变逐渐增大至最大值，之后应力不

再明显变化。这种情况一般将最大值作为破坏强度；（3）应力在有限的应变条件

持续增加而未能达到最大稳定值。这种情况一般选取某一固定应变量所对应的应

力值作为其强度。将试验获得土体在不同荷载条件下的强度值进行分析整理，可

以得到描述土体破坏条件的强度准则。强度反映了土体承受外部荷载的能力，在

实际工程中须将其作为“底线”，工程人需要严格遵守该“底线”以确保工程体

的安全稳定。做人要有原则、做事要有底线，无论在社会“软”环境中，还是工

程“硬”环境中都要永远记住“底线”这个原则。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善于运

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

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从事物的坏处准备实际上就是用这种底线思维来

谋求主动的前提。我们只有对事物发展的最差、最坏的结果进行提前预判，才能

做到守住底线。底线一旦失守，往往就会意味着满盘皆输。当然，守住底线也并

非我们的最终目标，而应该在此基础上积极努力，全力推动事物的内部矛盾向着

好的方向演化，争取得到最好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针对“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这个底线就是法律底线、

纪律底线、政策底线和道德底线。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底线”原则更是要时刻

谨记。青年学生即将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必须要有严格的自我约束能力，能

够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才能在工作、生活的“安全区域”内“驾驶”，做到有

担当、知进退。

二、变形问题与“把握趋势”

工程建设活动使得地基土体承受了新增的压力和剪力，土体也将随之产生相

应的压缩变形和剪切变形。在本科阶段的土力学课程中主要介绍如何采用室内一

维压缩固结试验获得土体的压缩特性指标（压缩系数、压缩模量），并据此计算

地基土的一维压缩变形，即地基沉降。在研究生阶段的土力学课程中则会介绍土

的本构理论（应力﹣应变关系），并能结合数值方法计算分析岩土工程体的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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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剪切变形。因此，变形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岩土体在荷载条件下的形状变化，

以及是否能继续满足工程使用要求的一个判据。如果说强度问题描述的是土体承

受外部荷载的终极能力，那么变形问题则是描述土体承受外部荷载的过程响应。

在工程应用中，强度是用以判断土体的破坏与否，其可以看作是一种“底线”，

变形则是在强度基础上进一步量化分析土体所经历的状态过程，其可以看作是一

种“趋势”。什么是趋势？趋势就是事物发展的动向，是客观的存在而非主观的

臆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

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们要坚持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既要

有宏大深邃的视野，也要有落实细节的视角，从而认清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找

准历史坐标，把握战略机遇，进而做出正确抉择”。“守住底线”以确保不触碰红

线这是非常关键的，而“把握趋势”以做到事物发展过程的可控也是极为重要的。

在针对变形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教会学生理解变形特性，并能在此基

础上分析掌握土体的受荷响应过程。另一方面可以将“把握趋势”“重视过程”

等作为思政元素来引导学生感悟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到努力思考事物发展的规律

性，进而在将来的生活及工作中能够做到“镇定沉着”“认真细心”“胸有成竹”

“心中有数”。这既是引导学生对于工程问题的正确态度，也将有利于教育我们

的大部分青年人才能够认清当前形势、把握未来发展方向，进而为祖国的伟大复

兴事业贡献力量。

三、渗流问题与“立足实际”

渗流问题是有关水在土体孔隙中的流动特性，在土木、水利、地质、农业、

环境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都与土的渗流密切相关，是土力学中特有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研究内容。渗流问题不仅涉及土的渗透特性，还会涉及渗流量、渗流力、孔

隙水压、有效应力等。这些既决定着地下工程中所面临的水流、水压问题，也会

显著影响着土体的受力与变形特性，从而使得土的三个主要问题（强度、变形、

渗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如前所述，强度问题描述土体承受外部荷载

的终极能力，用于判断土体的破坏与否，可看作一种“底线”。变形问题描述土

体承受外部荷载的过程响应，用于量化分析土体所经历的形状变化过程，可看作

一种“趋势”。相应地，渗流问题则是考虑到天然土体所处实际环境的复杂性，

用于考虑孔隙水渗流及其对强度（“底线”）及变形（“趋势”）的影响，可看作一

种“实际”。在与天然土体相关的工程中，地下水形成的静水压力、超孔隙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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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渗流压力对土体的真实应力及变形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在极端情况下甚至

会使得土体的有效应力丢失，造成强度陡降而失稳（如流沙、管涌、液化）。正

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考虑或违背“实际”将导致工程体的稳定分析

以及设计施工方案出现重大失误，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在各类生

产活动中对于这一“实际”的考虑就显得非常重要，既要“守住底线”“把握趋

势”，也要“立足实际”。在针对渗流问题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教会学生理解

渗流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地下水渗流对于天然地基土体的真实受力、强度及

变形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逐渐形成“立足实际”“求真务实”的

精神，要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用科学的方法把握客观事实，进而在此基础上提

出切实可行且符合真实情况的解决方案。如此，我们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兼顾事实

情况，我们的工程方案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是培养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者能够

具备一种“精雕细琢”“保质保量”“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四、讨论

高校专业教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理工科的课程思政并非课程的思政化，而

是要坚持理工科课程的专业定位不变，全域、全息化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并且在此过程中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实现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统一。此外，

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不宜僵化，不能认为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只能是体现爱国主

义。事实上，课程思政的元素应该是多元化的，既针对独立自然人的思想层面也

针对社会大环境的管理层面，可以涉及科学精神、工程伦理、法治观念、生态文

明、国家战略等多个方面。前述强度（“底线”）、变形（“趋势”）、渗流（“实际”）

几个问题中的思政元素主要侧重于精神及思想的挖掘。除此以外，我们在教学的

过程中还可以挖掘国家战略、典型人物、典型案例等思政元素，以做到思想政治

教育途经的多元化、系统化。比如：（1）国家战略或重点发展方向，如交通强国

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长三角一体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让学生们能够感受国

家发展的脉搏；（2）典型人物，如学术大师、大国工匠、时代楷模等。学科是无

数大家的研究成果、探索过程以及伟大人格的集中反映，要从中发掘人物史的丰

厚教育资源，特别是大家们的事迹风采以及他们探索科学、追求真理的过程，让

科学家、学者、大师的励志人生成为学生们所崇尚的青春风采；（3）典型案例，

如青藏铁路、三峡大坝、高速铁路、蓝鲸 2号、港珠澳大桥、汶川地震、唐家山

堰塞湖等，让学生们感受具体的大国基建以及重大防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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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针对理工科教师对于专业课程思政的认识不足，本文以土力学实验课程为

例，探析作者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将专业知识点（强度、变形、渗流）与

思政元素（“守住底线”“把握趋势”“立足实际”）有机地融合，做到“润物细无

声”地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统一。希望这一具体案例能够给相关的理工科专

业课程教师提供课程思政方面的一些有效借鉴，进而能够共同为高等学校的德育

工作贡献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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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皖江工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创新成果信息表

一、主讲教师代表性产教融合创新成果信息（不超过 5 项）

序号
获得

年月
成果名称（内容） 类别与等级 授予单位

参赛教

师排名

1

2

3

4

5

二、人才培养成果证明材料（不超过 5 项）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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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工学院“土力学实验”教学大纲（2023 版）

一、课程名称及课程编号

土力学试验 04060131A
Soil Mechanics Experiment

二、学分学时

1.0学分/16学时（线下教学及研讨）

三、使用主体教材

《土工试验指导书》（第一版），河海大学出版社，刘加冬编，2017年

四、课程属性

实践课程

必修

五、教学对象

土木工程、交通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务等专业本

科生

六、开课单位

土木工程学院

七、先修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

八、教学目标

《土力学实验》是《土力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

土工测试技术对岩土工程设计、咨询、施工的意义，加强学生对土力学理论和概

念的理解，巩固所学材料性质的知识，初步掌握测试方法，并引导学生用所学的

本课程和相关课程的知识、试验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教学目标 1：

学会利用土力学实验对土力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验证，理解获得土体的基本物

理力学特性的方式方法，掌握采用科学方法对工程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

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1、2、6、8、9、12，知识、能力、素质矩阵 1、4、5、12、

18、21、24）

教学目标 2：

学会基于土力学基本原理和工程测试方法、并根据工程实践的目的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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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合理的土力学实验方案，掌握颗粒分析实验、液塑限实验、渗透实验、压缩

固结实验和直接剪切实验五种土力学实验的试验方法、仪器构造和操作步骤。（支

撑毕业要求 1、2、3、4、5、6、8、12，知识、能力、素质矩阵 1、4、12、13、

14、15、16、17、21、22）

教学目标 3：

获得基于客观结果和科学合理分析的对土力学实验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处

理和解释的能力，培养实事求是、严谨负责的态度和素养。（支撑毕业要求 1、5、

8，知识、能力、素质矩阵 1、10、15、16、18）

九、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本课程主要由以下六个实验组成：

实验 1 密度和含水率实验

1. 教学内容

利用环刀测量土的密度，利用烘干箱测量含水量，以了解土的疏密和干湿状

态，供换算土的其它物理性质指标和工程设计以及控制施工质量之用。

2. 知识要点

环刀法的原理和烘干法的原理、实验步骤和误差分析。

3. 重点难点

环刀和烘干箱测量土的密度和含水量的原理。

4. 基本要求

（1）掌握环刀测量土的密度的原理；

（2）掌握烘干箱测量含水量的原理；

（3）掌握密度和含水率测定的方法和步骤；学会整理实验数据，编写实验

报告。

5. 教学方法

课内讲授、实验操作、成果整理和报告编写（课外）。

实验 2 颗粒分析实验

1. 教学内容

利用密度计法测量细粒土的土粒级配，即某粒径大小范围的土颗粒占总体土

颗粒的质量百分比，用于土的性质判别。

2. 知识要点

密度计法测量土粒级配的原理、实验步骤和误差分析，绘制粒径分布曲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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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组频率曲线。

3. 重点难点

密度计法测量颗粒级配的原理。

4. 基本要求

（1）掌握密度计法测量土粒级配的原理；

（2）掌握密度计法测量土粒级配的方法和步骤；

（3）学会绘制粒径分布曲线和粒组频率曲线，整理实验数据，编写实验报

告。

5. 教学方法

课内讲授、实验操作、成果整理和报告编写（课外）。

实验 3 液塑限实验

1. 教学内容

使用液塑限联合测定仪测定土的液限和塑限，根据测试结果对土体分类。

2. 知识要点

液塑限联合测定仪的原理和实验步骤，根据实验结果利用绘图法确定液限和

塑限。

3. 重点难点

根据实验结果利用绘图法确定液限和塑限。

4. 基本要求

（1）掌握液塑限联合测定仪的仪器构造、实验原理和实验步骤；

（2）学会根据实验结果利用绘图法确定液限和塑限，并做出土的分类；

（3）学会整理实验数据，编写实验报告。

5. 教学方法

课内讲授、实验操作、成果整理和报告编写（课外）。

实验 4 渗透实验

1. 教学内容

利用常水头渗透实验和变水头渗透实验分别测定砂土和黏土的渗透系数。

2. 知识要点

常水头和变水头实验的原理、实验步骤，实验的数据整理和误差分析。

3. 重点难点

变水头实验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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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1）掌握常水头实验的原理和实验步骤；

（2）掌握变水头实验的原理和实验步骤；

（3）学会整理实验数据、分析误差，编写实验报告。

5. 教学方法

课内讲授、实验操作、成果整理和报告编写（课外）。

实验 5 压缩固结实验

1. 教学内容

利用固结仪获得侧限条件下土体体积变化与所受外力的关系，得到土的压缩

曲线和压缩性指标。

2. 知识要点

固结仪的构造，压缩固结实验的实验方法和步骤，绘制压缩曲线并获得压缩

性指标。

3. 重点难点

压缩原理及数据处理。

4. 基本要求

（1）掌握固结压缩试验的基本原理；

（2）掌握固结仪的构造，压缩固结实验的实验方法和步骤；

（3）学会绘制压缩曲线并获得压缩性指标，整理实验数据，编写实验报告。

5. 教学方法

课内讲授、实验操作、成果整理和报告编写（课外）。

实验 6 直接剪切实验

1. 教学内容

利用直剪仪测定土的抗剪强度。

2. 知识要点

直剪仪的构造，直接剪切实验的实验方法和步骤，绘制强度包线并得出抗剪

强度指标。

3. 重点难点

直接剪切实验的原理和数据整理。

4. 基本要求

（1）掌握直接剪切实验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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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直剪仪的构造，直接剪切实验的实验方法和步骤；

（3）学会绘制强度包线并得出抗剪强度指标，整理实验数据，编写实验报告。

5. 教学方法

课内讲授、实验操作、成果整理和报告编写（课外）。

十、课程思政设计

1．《土力学实验》是利用实验的手段来获取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工程指标，

为工程建设提供依据和设计参数。这些数据参数的可靠性，关乎生命和财产安全。

因此，做好土力学实验，不仅需要懂得理论和技术，同样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

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2．《土力学实验》是《土力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同学通过个人亲

手做实验、分析实验数据，来得到结果，并验证土力学理论的正确性。依靠不断

的实践、验证和试错的过程培养学生凡是亲历亲为的作风，传递实践出真理的理

念，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十一、课程学时安排

《土力学实验》课程学时安排如下表：

序号 试验项目名称 实验学习学时分配（16学时）

1 土样制备 2

2 含水率和密度实验 2

3 颗粒分析实验 2

4 直接剪切实验 2

5 渗透实验 2

6 压缩固结实验 2

7 液塑限实验 4

十二、考核方式

“土力学试验”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40%）+

结果性考核（60%）。

1.过程性考核（40%）

过程性考核包括出勤考核（迟到和早退）和实验操作，《土力学实验》课程

以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的讲解为先导，以学生的自我动手操作实验、采集数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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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学习到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意识、实践和动手的能力和求真务实的做事态度。

2.结果性考核（60%）

结果性考核采用实验报告形式，《土力学实验》实验报告包括实验目的、实

验方法、实验材料、数据采集和分析、结果评价等部分。

十三、教学参考

1．参考教材

土力学（河海大学«土力学»教材编写组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 T50123-2019），中国计划出版社，2019。

大纲撰写人：刘加冬

大纲撰写时间：202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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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渗透性研究

1、教学目标：了解学习土的渗透性的重要意义；掌握测定土的渗透系数研

究的方法及其应用。

2、时间分配：20分钟

3、思政内容：地下水形成的静水压力、超孔隙水压力、渗流压力对土体的

真实应力及变形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使得土体的有效应力

丢失（零），造成强度陡降而失稳（如流沙、管涌、液化）。正所谓“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不考虑或违背“实际”将导致工程体的稳定分析以及设计施工方案

出现重大失误，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在各类生产活动中对于这一

“实际”的考虑就显得非常重要。引导学生逐渐形成“立足实际”、“求真务实”

的精神，要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用科学的方法把握客观事实，进而在此基础上

提出切实可行且符合真实情况的解决方案。

4、教学重点：常水头和变水头实验原理。

5、教学难点：变水头实验原理、等效渗透系数

6、教学过程：

1）了解学习土的渗透性的重要意义（3分钟）

（1）土渗透性的定义

土的渗透性：土具有被水透过的性能。

（2）渗透所引起的工程问题：水的问题和土的问题。

2）渗透系数研究的方法（14分钟）

（1）常水头（透水性大的无粘性土）

t V
VLk
Aht



（2）变水头（透水性小的粘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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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层土的平均渗透系数

天然沉积土往往由渗透性不同的土层所组成，可求出整个土层与层面平行和

垂直的平均渗透系数，作为进行渗流计算的依据。

①水平渗流

水平渗流 垂直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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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渗透系数的应用（3分钟）

（1）涌水量计算

q vA kiA 
（2）渗透变形

流土：在渗流作用下局部土体表面隆起，或土粒群同时起动而流失的现象。

管涌：在渗流作用下土体中的细土粒在粗土粒形成的孔隙通道中发生移动并

被带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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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渗透变形处理措施

降低水力梯度：延长渗透路径

增强抗渗能力：反滤层、盖重

7、教学方法：

案例分析，对比分析、互动探究。



549

土的压缩性研究

1、教学目标：了解学习基础沉降计算的工程意义及计算方法。

2、时间分配：20分钟

3、思政内容：变形则是分析土体所经历的状态过程，其可以看作是一种“趋

势”，即事物发展的动向。在针对变形问题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教会学生理

解变形特性，并能在此基础上分析掌握土体的受荷响应过程。另一方面引导学生

感悟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到努力思考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进而在将来的生活及工

作中能够做到“镇定沉着”、“胸有成竹”。引导学生对于工程问题的正确态度，

教育青年人才能够认清当前形势、把握未来发展方向，进而为祖国的伟大复兴事

业贡献力量。

4、教学重点：沉降计算原理

5、教学难点：沉降计算步骤

6、教学过程：

1）研究土压缩性的意义（3分钟）

（1）沉降定义

在自重应力或附加应力作用下，地基土将产生体积缩小，从而引起建筑物基

础的竖直方向的位移（或下沉）称为沉降。

（2）沉降对工程的影响

2）土的压缩性研究过程（13分钟）

（1）压缩固结原理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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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固结试验与压缩曲线：

 2 1 11Se e e
H

  

（2）土的压缩性指标

压缩系数：

1 2

2 1
v

e e ea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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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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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压缩指数：

3）土的压缩性研究成果及应用（4分钟）

e～p曲线法计算原理：将地基可能产生压缩的土层深度内，按土的特性和应

力状态的变化将地基分为若干（n）层，对每一分层分别计算其压缩量 Si，最后

将各分层的压缩量总和起来，即得地基表面的最终沉降量 S。

e～p曲线法计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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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沉降计算点的位置；求出基底净压力的大小和分布;

（2）将地基分层。水工建筑物地基，层厚可控制在 Hi=2~4m或 Hi<=0.4b。

土层交界面、地下水位应为分层面；

（3）计算地基中的自重应力（从地面算起）分布。

（4）计算地基中的附加应力分布，确定压缩层厚度。

（5）按算术平均求各分层平均自重应力和平均附加应力；

（6）求第 i分层的压缩量。

（7）将每一分层的压缩量累加，得地基的总沉降量。

7、教学方法：

案例分析，对比分析、互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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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抗剪强度研究

1、教学目标：了解学习土的强度的工程意义。

2、时间分配：20分钟

3、思政内容：强度反映了土体承受外部荷载的能力，在实际工程

中须将其作为“底线”，工程人需要严格遵守该“底线”以确保工程体的安

全稳定。《六韬》中的“太强必折、太张必缺” ，这个成语典故告诫人们“做人

有原则、做事有底线”，无论在社会“软”环境中还是工程“硬”环境中都要永

远记住“底线”这个原则。“底线”思维是富有前瞻性和忧患意识的一种思维方

式。习近平同志指出，

“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4、教学重点：抗剪强度指标的研究方法及原理

5、教学难点：抗剪强度指标的应用

6、教学过程：

1）研究土体抗剪强度的意义（3分钟）

（1）土的抗剪强度定义

土的抗剪强度：土体对于外荷载所产生的剪应力的极限抵抗能力。

（2）与土体强度有关的工程问题：

挡土结构物上的土压力问题、

边坡（填方、挖方及天然边坡）的稳定性问题、

建筑物地基的稳定性问题。

2）土体抗剪强度的研究方法（13分钟）

（1）剪切试验分类

按常用的试验仪器剪切试验可分为直接剪切试验、三轴压缩试验、无侧限抗

压强度试验和十字板剪切试验四种。

（2）直接剪切试验

直接剪切试验：用直接剪切仪（简称直剪仪）测定土的抗剪强度的试验。直

接剪切试验又可以分为快剪，固结快剪和慢剪。



554

3）土体抗剪强度的应用（4分钟）

（1）计算土压力

静止状态 ： 0 0 zp K 

主动状态 ：
2a z a ap K c K 

被动状态 ：
2p z p pp K c K 

（2）分析边坡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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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地基能够承受的最大荷载

0
1
2u q cf BN DN cN   

7、教学方法：

案例分析，对比分析、互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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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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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分析

2019年 3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中

指出，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学生的

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高校思政课教学是教学相长

的过程，不仅对老师的课堂授课能力有很高的标准，同时也要求老师们课前充分

研究受教育主体大学生的特点，充分尊重个体差异性，找准方法，激发和发掘个

体创造性，尽量做到因材施教。

目前在校的本科生绝大部分是零零后，首先，他们是在互联网影响下成长的

一代，有时代的共性。除了课堂，他们吸收知识的渠道还有强大的互联网，互联

网各种学习资源丰富，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不再局限于课堂，能够被大大延伸，学

习内容也符合个人学习偏好，但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他们吸收的知识大多

呈碎片化，不成体系，庞杂的知识也让大学生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区分、筛选和

凝练，知识面有待进一步拓展与系统化。

其次，零零后大学生思维活跃，喜欢探究，虽然理论学习与运用亟待提高，

但参与实践的积极性高，他们不满足于课堂上单向被灌输的方式，更要求参与教

学，喜欢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并在教学中感受到支持和尊重，如果他们在学习

中得到正向激励和反馈，就更能保持学习的热情，克服对新知识学习的畏难情绪，

在学习中获得乐趣。

最后，零零后大学生出生在好时代，生活相对比较优渥，生活方式多元，追

求个人价值和个性化，对新时代、新思想、新事物接受与认同快，他们已经具备

一定的对历史事物的分析、理解、判断和比较能力，但是在自主探究创新能力以

及将理论指导实践能力方面还应该提高，在实际中也是情感大于理性，责任与担

当精神不足，他们的成长受到时代、社会、家庭、社会交往群体的影响，三观尚

未完全形成，还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所以，提前做好学情分析，了解学生的特点，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抓住学

生的求知欲，通过有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理解课本知识的理论性与生活应用实

践性的契合。通过对教学内容的认同，反馈给学生学习的成就感，潜移默化中既

能实现了思政课价值引领，又能优化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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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一、教学简况

课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章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授课对象 22级大二学生（23-24学年第 2学期）

时间

安排
4课时

教学内容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教学目

的和

要求

●知识目标:

1、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要

内容和活的灵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2、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科学理

论，是新时期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思想源头。

●能力目标:

1、让学生能够了解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过程

2、学生能够了解毛泽东思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情感、觉悟目标:

1、坚定理论自信，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学会用正确的历史观科学评价毛泽

东和毛泽东思想。

2、具备用毛泽东思想相关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素养。

教学重点

1.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2.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3.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教学难点
1、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2、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教学方法

讲授式

案例式

讨论式

课程资源

准备
教材、多媒体、视频、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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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课堂教学过程

课程导入

播放视频：《走近毛泽东》

讲解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时期殚精竭虑，为新中国事业奉献了一生，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让学生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提问】我们可以从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学习到哪些意志品质？

【学生问答环节】略。

讲授

知识点 1：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

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二十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形

成的时代背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增长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物质

基础和阶级条件。

知识点 2：

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形

成和发展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实际的不断结合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在总结我国革命

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的斗争》、《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

2、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

3、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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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矛盾的问题》

知识点 3：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

1、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3、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4、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5、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6、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理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等。

知识点 4：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1、实事求是

党的根本思想路线

2、群众路线

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3、独立自主

党的根本政治原则

知识点 5：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3、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知识点 6：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小组讨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问题上，

存在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为凡是毛泽东作出的一切决策、指示，都必须坚决

维护、始终遵循；另一种是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恶意诽谤毛泽东，全面

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谈谈“我眼中的毛泽

东”，以及应该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

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

“我从未见过他，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为他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为世

界各国人民所尊重纪念。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说，但在世界许多国家他被看成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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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他给予这个国家以生机，关心人民，建立了能使整个国家走向富足的制度。”

——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美国时代公司评选的 10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百人百事充分表明外国人对毛泽

东世界地位的认可。评选结果中，既没有“二战英雄”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

也没有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而毛泽东却出现了两次。在这 100个人中，惟

一选登了毛泽东的一条著名语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直面问题，提出

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

第一，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高度，说明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越是伟大的成功其过程越是充满艰辛。

第二，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也有复杂的国内国

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加以看待和分析。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第四，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的认识和行动也要受时代条件限制。第五，能否正确对

待自己所犯的错误，是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真正对人民负责任、是否郑重

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第六，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思想观点，讲得系统、深刻、精辟，有说服力。这是根据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进行的阐述，充分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讲话提出的基本

原则和科学态度，是对《历史决议》有关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是在今天的认识基础

上阐述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观。

总结 总结本次课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课后思考

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

目的：

1. 促进学生持续学习。

2. 使学生巩固本次课所学知识，训练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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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教

师

姓名 赵萍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5.8

职称 副教授 职务
马原与道德法治

教研室主任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
政治

面貌
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校教龄 14年

邮箱 Zhaop8811@163.com 手机 15805551208

参赛课

程情况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参赛组别 副高组

开课年级 本科一年级 学科门类 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推荐意见

教研室意见

同意申报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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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赵 萍 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名

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导论 学时 2

课程类

别
公共基础课（思政课）

教材分

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丰富而深刻，涵盖了历史唯物主义、政

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既有理论性，也有实践性，需要学生

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实践分析能力。

教学内

容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2.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3.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方法）

教学目

标

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发展

阶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增强学习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

“课程

思政”教

育内容

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信仰信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严谨求实、

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提升专业素质。

教学方

法与举

措

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主要采用了问题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景式教学

法，以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充分利用了现代教学

手段，如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资源等，以提高教学效果。然而，在教学过程中也发

现，单一的教学方法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因此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教学方法和

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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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

施过程

本节课主要采用了“ADDIE”教学设计模型，即：A分析（前期调研分析）-D设

计（教学任务设计）-D开发（教学资源开发）-I实施（教学实施）-E评价（课程考核

评价）。在整个教学中贯彻了“教、学、做”一体的教学理念，强调在价值塑造中实

现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双向奔赴，从而获得德育与智育双重教学目标。具体如下：

实施过程 备 注

一、学情分析
主要了解学生（授课对象）以下信息：

基本情况、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学习兴趣
贯穿分析过程

二、课前准备

阶段

教师工作：

1.通知学生熟练掌握并提前进入学习通网络教学平

台。

2.发放学习任务到学习通，并通过平台了解、监督学

生完成情况。

贯穿设计、实施

过程

学生任务：观看视频、完成教学任务。

三、课中实施

学情回

应

1.分析本科阶段 6门思政课分布的逻辑及所

要解决的问题。

1. 2.讲清楚思政课与其它课程的区别，突出

思政课的重要性。（15分钟）

贯穿设计、开

发、实施过程

设计意图：

1.了解马克思、

恩格斯的伟大

人格魅力，了解

马克思主义的

独特魅力。

2.树立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观，

增强学习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

的自觉性。

教学环

节

问题导入：（5分钟）

1.你读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籍？

2.社会生活中哪些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生活

化表现？（请举例回答）

教学内容：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25分钟）

2. 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25分钟）

3. 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20分钟）

四、课后延伸

在学习通中完成：

1.导论作业

2.讨论题

贯穿设计、开

发、实施、评价

过程

（说明：需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如何在每个环节落实其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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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

思

在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后，我进行了深入反思。

一是，需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确保学生不仅理解理论，更能应用于现实分析。

二是，本课程理论性强，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因

此教学方法需更加灵活多样，如采用案例讨论、翻转课堂等，将经典原著融入课程中

夯实理论基础，以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激发学生兴趣，提升理解能力与参与度。

三是，应深化思政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学生

价值观塑造中。同时，注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鼓励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是，完善学习成效评估体系，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进步。

五是，持续自我提升，紧跟时代步伐，确保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

使用到

的教学

资源

教学课件、网站、视频、图片、教材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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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汇总表

教研室： （签字）

序号 姓名 职称 组别 参赛课程 备注

1 赵萍 副教授 副高组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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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学情分析报告

一、学生基础与认知现状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课程的学习中，学生的基础知识与认知现状呈现

多样化特征。多数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初步的了解，但缺乏系统性

和深入性。由于课程涉及哲学、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学生在某些领域的

知识储备可能存在不足，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理解存在难度。

此外，学生在认知水平上也存在差异。部分学生能够较快地理解和应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另一部分学生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例子来加深理解。这种

差异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确保教学效果。

二、教学内容与难度评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丰富而深刻，涵盖了历史唯物主

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既有理论性，也有实践性，

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实践分析能力。

在难度评估方面，课程的理论深度和广度都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

初学者来说，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精力。同

时，课程中的一些复杂概念和逻辑关系也是学生需要克服的难点。

三、教学方法与效果分析

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我们采用了问题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景式

教学法，以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我们也充分利

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资源等，以提高教学效果。然而，在

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单一的教学方法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因此需要不断调

整和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

四、学习兴趣与动机探究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导论课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呈现多样性。一部分学生对课程内容充满兴

趣，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理解和分析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另一部分学生

则可能出于完成学业或应对考试等外部动机而学习。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动机，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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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案例教学和实践活动等方式，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实践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五、学习困难与障碍剖析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面临着多种困难和障

碍。首先，课程的理论性强，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然而，部分学生在这些方面存在不足，导致难以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其次，课程的内容较为广泛而要学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和消化。然

而，由于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可能会导致学习进度缓慢或学习效果不佳。此

外，一些外部因素如家庭、社会等也可能对学生的学习造成干扰和影响。

针对这些困难和障碍，教师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例如，教师可以

通过增加课堂互动、提供学习资料、组织辅导等方式，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

同时注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鼓励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此外，应深化

思政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学生价值观塑造中。

最后，持续自我提升，紧跟时代步伐，确保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

六、课堂互动与参与度观察

在课堂互动方面，通过观察发现，大部分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课堂讨论和活

动中来，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互动交流。这种互动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理解，还能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然而，也有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较低，表现为发言不积极、讨论不

深入等。这可能与他们的性格、学习习惯或课程内容不感兴趣等因素有关。为了

提高这部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教师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

极性，如设计有趣的课堂活动、提问时给予更多关注等。

七、学习效果与反馈收集

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采用了多种方式进行反馈收集。通过课后作

业、课堂测验和期末考试等方式，教师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掌握情况。同时，教师还通过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在线交流等方

式，收集学生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结果，教师可以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优

化，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同时，教师还需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需求，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和帮助。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课程的学情分析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综



580

合考虑。通过深入了解学生的基础与认知现状、评估教学内容与难度、分析教学

方法与效果、探究学习兴趣与动机、剖析学习困难与障碍、观察课堂互动与参与

度以及收集学习效果与反馈等方面，教师可以更好地把握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特

点，为制定更为科学和合理的教学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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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教案

一、教学简况

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专题（章） 导论

授课对象 23级土木工程专业

时间

安排
90分钟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五、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教学目的

和

要求

●知识目标:

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鲜

明特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增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

●能力目标: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升获取知识的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觉悟目标:

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信仰信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严谨求实、

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提升专业素质;养成人文情怀，形成理性审视社会的态度，提

升人文素养。

教学重点 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及产生；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教学难点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学情分

析

1.基本情况：工科学生，高中阶段的理科生；男、女生占比：111:14；性格活

泼好动。

2.知识基础：总体上对马理论知识学习不全面，理论深度不够；部分学生对马

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上。

3.学习能力：部分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经常使用手机、网

络查找学习资料。

4.学习兴趣：部分学生还未完全适应新学校，有迷茫与失落的情绪。导致学生

对大学阶段开设原理课及其它思政课不理解，学习兴趣不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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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和策略

1.问题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

2.多媒体与板书配合，通过板书辅助教学，让学生对知识有整体了解，进而思

路清晰。

3.充分发挥多媒体作用，播放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课堂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课堂教学过程

设计思路

1.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课堂首讲内容从分析思政课与其它课程的区别开始，

强调思政课课程性质与其特殊性，从而引导学生提高政治站位，认清自身所肩负的

历史使命。旨在突出思政课价值塑造作用，而不仅限于知识传授。

2.依据 ADDIE 模型展开教学流程，即按照分析、设计、开发、实施、评价组

织教学。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贯彻“教、学、做”一体模式，突出思政课要实现德育

与智育双向目标。

3.在教学实施中，采用问题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等多种方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4.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心原则。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法、合作式学习法、探究

式学习法，借助线上线下教学资源，促进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同时也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网络视频等资源，利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教学环境，提升教学效果与课堂时效性，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教学评价

与反馈

教学评价：

课堂互动方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教学组织方面：以“疏”为主的教学模式，学生感受到了尊重，喜欢马原课，

喜欢思政课教师的教学方式。

学习成效方面：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内容

和核心观点，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同时，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

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课程考核方面：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综合评价，包括平时表现、课堂讨论、作业

完成情况以及期末考试等，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反馈：

一方面，教师及时回应学生的疑问和困惑，注重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了解学

生的学习需求和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以便更好地调整教学内容和

方法。

另一方面，教师积极改进、探索教学模式改革。教研室通过定期组织召开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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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会，目前已形成常态化的集体备课制度、教学激励制度，有效提升了教学实效

性与教学能力水平。如：针对混合式教学模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组团队打

造了一系列教学流程与可行性管理方案，主要包含：教学样态混合——线上教学与

线下研讨相结合”、“评价方式混合——线上考核与线下考核相混合”、“学习任务混

合——知识学习与个性挑战相结合”、 “两种课堂混合——课程教学与理论宣讲相

结合”等等。实践证明，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与理念，强化了师生有效互动，活跃

了课堂氛围，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牢牢把握了思政课教学“立德树人”的引

领作用、主阵地作用。

教学反思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属于学术性、逻辑性较强的

一门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课程，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化被动为主动、使学生真正喜欢上这门课，能够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是这门

课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我们建议：

一是，需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确保学生不仅理解理论，更能应用于现实分

析。

二是，本课程理论性强，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因此教学方法需更加灵活多样，如采用案例讨论、翻转课堂等，将经典原著融入课

程中夯实理论基础，以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激发学生兴趣，提升理解能力与参

与度。

三是，应深化思政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学

生价值观塑造中。同时，注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鼓励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

四是，完善学习成效评估体系，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进步。

五是，持续自我提升，紧跟时代步伐，确保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

总结与展

望

针对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认知现状、课程内容接受程度、学习态度与兴趣等方面

的情况。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和策略建议，以进一步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和

效果。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变化，不断优化教学策略和方

法，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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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

教师

姓名 卢俊汝 性别 女
出生年

月
1996-03

职称 助教 职务 无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民族 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 纲要与新思想教研室
高校

教龄
1年

邮箱 1026043885@qq.com 手机 13891633676

参赛课

程情况

课程

名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参赛

组别
思政课教学竞赛单元

开课

年级
2022级

学科

门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二、推荐意见

教研室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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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汇总表

教研室： （签字）

序号 姓名 职称 组别 参赛课程 备注

卢俊汝 助教
思政课教学竞

赛单元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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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卢俊汝 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名称 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硬道理 学时 1

课程类别 思政课程

教材分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发展的基本脉络、主要内容及其完整的科学体系，要深入

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结合管党治党宽

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等丰富实践成就讲解这门课程，才能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如何从实践中产生、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才能说明它的指导性、

科学性。

教学内容
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发展；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2.能力目标：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分析经济概念，

全面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3.情感目标：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

“课程思

政”教育内

容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依托，将学理性表述转化为

具体生动的现实案例，用国家发展实际、社会生活现实讲好大道理，寓情于景、寓

教于乐，从而引导学生自觉认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定拥护党的领导并积极投身于

民族复兴的火热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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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与举措

1.案例教学法：选取代表性案例来辅助知识点讲解，增强趣味性，活跃课堂气

氛

2.演示法：利用多媒体展示图片和视频，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形象，增强学习

兴趣。

3.讨论法：通过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

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激发其学习兴趣

4.系统讲授法：在讲授理论知识与观点的过程中融入上述教学方法，加深学生

对理

论知识的系统理解、掌握和运用。

教学实施

过程

教学导入：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上的讲话和一块煤的裂变

引出教学主题——高质量发展。

教学内容：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硬道理

①历史维度：展示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问题——资源浪费、生态

破坏、动能不足等，说明经济发展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

为继，亟需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②理论维度：通过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东数西算”工程的启动、数字经

济的做强做优做大等案例，得出“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的结论。

③现实维度：通过视频直观感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说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

教学总结：回顾总结教学内容，梳理教学框架图，并布置课后思考问题——在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实践中，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学反思
1.教学条理清晰，逻辑体系完整，理论深度适当，基本达到教学目的。

2.教学案例还需进一步加强详略处理。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

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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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硬道理

各位专家，各位同学，早上好，我是主讲老师卢俊汝，

我的讲课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第六章第一节第三目的知识点：高质量发展。

我的题目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硬道理。

2023年 12月 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

理”，为什么说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呢？

我们来看一个图片，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对！这是一块煤，大家

知道这么一块小小的煤能做什么吗？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煤是烧水、煮饭、取暖的主要材

料，特别是北方的冬天，我经常能在街上看见拉着煤车

奋力叫卖的老者。大家现在还能看到煤吗？也许你们根

本看不到了，但是，煤又处处可见，那么我们都在哪里

能够见到煤呢？

现在，大家来看，小到，衣服箱包，可能我现在身上

穿的这件衣服就是以煤为原料做成的。大到，汽车轮胎、

太阳能电板。

不仅如此，再往大看，上天可以做成，降落伞伞绳、飞机轮胎；下海可以成

为远洋货轮的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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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煤作为化工原料，通过一

系列深加工又出现在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块煤的

裂变，让我们看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也正是高质量

发展的硬道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今天，我们从三个维度来探讨高

质量发展（板书）

第一，历史维度，为什么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梳

理一下历史，高质量发展首次提出是在 2017 年十九大报

告，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

发展做了系统论述。

改革开放后，党狠抓经济建设，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

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同时，

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效益，存在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

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十分突

出。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为什么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呢？我们来看下面两个

方面，一是自然资源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度带给我

们河流变色、地下水污染、雾霾频发。市场环境方面，毒

奶粉、地沟油、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等现象屡见不鲜，

高质量发展正是破解这些乱象的关键所在。

有关传统的发展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论

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码查看，此处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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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就我个人身边案例来讲，我的一位老师，2017年家中

二宝诞生，她的父母从千里之外赶来帮忙，家庭成员的变

化便带来了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长。比如，传统的小型轿车

便无法满足她的家庭需要，家中急需添置新车。这辆车至

少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底盘要高，老人上下车方便。

二是，空间要大，小孩休息玩耍自如。三是，有智能导航

系统，方便驾驶者可以游刃有余地驾车。四是，她的个人习惯，车子是否是清洁

能源。多方面对比之下，她购买了比亚迪新能源电车。（如图）

近年来，比亚迪新能源电车正是在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2023 年 11月，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量突

破 600 万辆，稳居世界首位。海外 58 个国家及地区，

销量也稳居世界第一。

总的来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全球 60%，新能源汽车公开专利占全球 70%，

动力电池供应占全球 63%，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已稳居世界前列。从我国新能

源汽车的快速崛起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发展。

同时，高质量发展也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

展。

我们看一下这幅图，这是卫星拍摄的中国夜间

灯光数据图，灯光越亮的地方，说明人口和城市

越密集，经济越发达。

如果从这里拉一条线就会发现，东部这么小的

地方，经济总量却占全国的 60%以上。从侧面也反映了我国要素空间分布的不均

衡。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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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

“东数西算”工程是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典型表

现。“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据，“算”

指的是算力，也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2022年，

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逐步建设成为

如图所示的新格局，数据枢纽在东部，算力枢纽

在西部。这既能缓解东部的能源紧张问题，也给

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2023年 7月，首届中国绿色算力大会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旨在构建绿色算力成果展示窗口、建设绿色算力基础设

施引领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

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

机遇的战略选择。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达 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高质

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

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第三，现实维度，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何种

成效呢？

新时代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读懂高质量发展，数

据最有说服力。让我们一起观看短视频，感受

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从以上发展成效我们可以看到，高质量发展

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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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而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经历了涉滩

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攻克了许多长期没

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

事。现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靓丽画卷已经徐徐展

开，推动高质量发展，正是绘就这幅新画卷的关

键画笔。同学们，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

发展，就能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让我们再

简单总结一下要点：

这节课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对“高质量发展”

的学习，

①历史维度，分析了为什么要推动高质量发

展。

②从理论维度，阐述了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③现实维度，了解了新时代十年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重点、难点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布局了明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

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请同学们从自己专业出发，结合今天学习的内

容，思考：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

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下次课分享。

本节课所涉及的阅读书目和视频资料，以二维

码的形式分享给大家，请大家拿起手机拍照、扫码、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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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教

师

姓名 刘慧琳 性别 女
出生年

月
1992.3

职称 讲师 职务 专职教师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校教

龄
5年

邮箱 1152054647@qq.com 手机 18755501371

参赛课

程情况

课程名称
全民族抗战的血肉长城

是怎样筑成的
参赛组别 思政类

开课年级 大二 学科门类 思政课

二、推荐意见

教研室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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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刘慧琳 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名称 全民族抗战的血肉长城是怎样筑成的 学时 16

课程类别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材分析

本课题选自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八专题：神圣的

民族解放战争——为什么说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本课题

上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过程，下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

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教学内容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原因；国共两党的抗日主张及其各自在抗日战

争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及意义

教学目标

1.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了解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原因，充分认识

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野蛮侵略罪行；

2. 了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事迹，正确领

会国共两党的抗日主张及其各自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

用；

3. 深刻认识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抗日战

争胜利的原因及意义。

“课程思

政”教育内

容

1.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2. 感悟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不畏牺牲、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英

雄气概；

3.树立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

教学方法

与举措

1.分组讨论法、启发法讲解法、案例分析法、合作探究法。

2.多媒体与板书配合，通过板书辅助教学，让学生对知识有整体了解，进而思

路清晰。

3.充分发挥多媒体作用，播放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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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导入】

图片 1:一名巴勒斯坦儿童接受采访。记者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儿童回答

“我们在巴勒斯坦是长不大的”.

图片 2：抗战时期曾有德国记者采访中国士兵，问“你们穿草鞋到冬天怎么办”，

士兵回答“我们没打算活到冬天”。

通过这两张图片的对比使历史和战争更加具象化，引发学生的共鸣和思考。

接下来，播放一首抗战时期的歌曲《松花江上》。

【提问】歌曲表达了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

【学生问答环节】让学生把感受同步上传至学习通。

环节 1：出示《九一八事变示意图》，指导学生根据示意图、教材内容和查阅

资料，概述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概况。引导学生思考，认识日本侵华是精心策划，有

预谋的。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的概论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环节 2：通过图片和材料分析等，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面对日军侵略，共

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和应对措施。

设计意图：让学生正确领会国共两党的抗日主张及其各自在抗日战争中的地

位，促使学生在合作交流中解决问题，发挥探索性

环节 3：通过材料、数据、视频，讲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

作用的发挥。让学生查阅资料，讲授在抗战中涌现出的抗日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

让学生认识到，他们的爱国言行与举动，感召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走上

战场，用热血和生命保卫国家，留下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

环节 4：通过材料、视频、案例讲授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并让学生根据所学

内容总结抗战胜利的意义。

设计意图：加强学生的历史认知，培养学生的梳理信息，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反思

在教学中，要了解新一届学生的知识状况，有针对性的采取恰当的教学方法与

措施，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设计教学过程，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及时与学生沟

通，以便改变教学方法，完成教学任务。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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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设 计（刘慧琳）

一、教学简况

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章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目

（讲课题目）

全民族抗战的血肉长城是怎样筑成的

授课对象 大二学生（23-24学年第 2学期）

时间

安排
80分钟

教学内容

一、日本发动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二、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三、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四、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教学目的和

要求

●知识目标:

4.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了解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原因，充分认识

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野蛮侵略罪行；

5. 了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事迹，正确领

会国共两党的抗日主张及其各自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

用；

6. 深刻认识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抗日战

争胜利的原因及意义

●能力目标:

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材料，思考、讨论、回答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原因，培

养学生综合归纳分析、表述历史问题的能力

●情感、觉悟目标:

3.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4. 感悟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不畏牺牲、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英

雄气概；

3.树立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

教学重点 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过程

教学难点 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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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和

策略

1.分组讨论法、启发法讲解法、案例分析法、合作探究法。

2.多媒体与板书配合，通过板书辅助教学，让学生对知识有整体了解，进而思

路清晰。

3.充分发挥多媒体作用，播放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课堂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时间）
课堂教学过程

课程导入

（5分钟）

【多媒体呈现图片和视频】

图片 1:一名巴勒斯坦儿童接受采访。记者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儿童回答

“我们在巴勒斯坦是长不大的”.

图片 2：抗战时期曾有德国记者采访中国士兵，问“你们穿草鞋到冬天怎么办”，

士兵回答“我们没打算活到冬天”。

通过这两张图片的对比使历史和战争更加具象化，引发学生的共鸣和思考。

接下来，播放一首抗战时期的歌曲《松花江上》。

【提问】歌曲表达了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

【学生问答环节】让学生把感受同步上传至学习通。

以此来营造意境，导入新课。

讲授

（68分钟）

环节 1：出示《九一八事变示意图》，指导学生根据示意图、教材内容和查阅

资料，概述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概况。引导学生思考，认识日本侵华是精心策划，

有预谋的。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的概论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环节 2：通过图片和材料分析等，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面对日军侵略，共

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和应对措施。

设计意图：让学生正确领会国共两党的抗日主张及其各自在抗日战争中的地

位，促使学生在合作交流中解决问题，发挥探索性

环节 3：通过材料、数据、视频，讲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

作用的发挥。让学生查阅资料，讲授在抗战中涌现出的抗日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

让学生认识到，他们的爱国言行与举动，感召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走

上战场，用热血和生命保卫国家，留下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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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

环节 4：通过材料、视频、案例讲授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并让学生根据所学

内容总结抗战胜利的意义。

设计意图：加强学生的历史认知，培养学生的梳理信息，分析问题的能力

总结

（5分钟）

1.通过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结合时政热点，总结升华

2.总结学生表现，提出希望

课后

思考题

（2分钟）

让学生通过分组合作探究的形式，以“抗日战争期间安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探究主题，设计一条专题考察线路，并撰写设计说明（包含遗址遗迹名称，入

选原因，考察顺序建议）。

目的：

1.促使学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发散思维，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3.增强学生对安徽地区抗战历史的了解，激发学生的安国注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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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教

师

姓名 黄颖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96.02

职称 助教 职务 思政课教师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学位 硕士

院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校

教龄
2

邮箱 2258167841@qq.com 手机 18256561045

参赛课

程情况

课程名称 价值的基本特性及其价值评价 参赛组别 思政局一体化展示单元

开课年级 大学一年级 学科门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二、推荐意见

教研室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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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黄颖 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名称 价值的基本特性及其价值评价 学时 4.8

课程类别 学科课程

教材分析

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发

展阶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树立科学

的马克思主义观，增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

教学内容

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们必须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在这一过程

中，不仅存在主观符合客观的真理问题，而且存在按照主体的需要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价值问题

教学目标 让同学深刻领会什么是价值，价值的基本特性以及价值评价及其特点有哪些。

“课程思

政”教育内

容

价值评价及其特点中评价结果正确与否，依赖于对客观状况和主体需要的人

士。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不是“拍脑

袋”得来的，而是在正确认识客体状况和主体需要基础上作出的正确论断。

教学方法

与举措

讲授法、演示法。通过展示，让同学们生动直观地感受到价值的内涵以及价值

评价及其特点。

教学实施

过程

通过对上节课回顾，引入到本节课新概念，价值的基本特性及其价值评价。通

过三幅图片，第一幅图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第二幅图写着“情人眼

里出西施”，第三副图意义上在比较两件都有害处事情时，选择其中害处相对较小

的一个。这三幅图都表达了主体不同，对同一事物所作出的价值评价不同。然后，

深入了解价值的概念是射门、以及价值的四个特性。

教学反思 教学时要把握总体目标，明确阶段性目标，定准课时目标。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包括教材、案例、影视、图片、课件等，也包括教师资源、教具、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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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教学创新选拔赛申报书

一、基本情况

主讲教

师

姓名 王洋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86.2

职称 助教 职务 无 学历 研究生

民族 汉族
政治

面貌
群众 学位 硕士

院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校

教龄
2

邮箱 loveme41403@163.com 手机 15255521759

参赛课

程情况

课程名称 五四运动 参赛组别 思政课程

开课年级 大一 学科门类 思政

二、推荐意见

教研室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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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创新选拔赛教学设计表

姓名 王洋 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名称 五四运动 学时 1

课程类别 思政课程

教材分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一门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

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

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

主义道路。

教学内容
五四运动的背景，内容（时间，地点，人物，口号等），结果及其意义。五四

精神典型事例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教学目标

了解五四运动的背景、内容、结果及其意义。掌握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青年表现出来的斗争精神是极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应当

继承光荣传统，奋发学习，矢志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课程思

政”教育内

容

通过历史情景再现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通过分析五四运动的口号分析其性

质，通过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鼓舞新时代青年要继承五四精神，奋发学习，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教学方法

与举措
案例分析法，多媒体教学法，提问教学法，讨论教学法

教学实施

过程

导入：利用问题导入。通过提出问题，五四运动为什么会爆发，它有怎样的过

程，又有怎样的结果和意义进行导入。教学新课：通过图片展示法，逐步讲解五四

运动爆发的背景。包括五个方面：1、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发展，工人阶级壮大 3、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4、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

族危机加深 5、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新的革命道路。通过提

问法导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什么？其中将山东问题的由来进行讲解，便于学生理

解这个问题。通过表格法将五四运动的过程展示出来。引用视频资料讲解火烧赵家

楼这一具体事例。用图片展示法展示五四运动取得的初步胜利。通过习近平在纪念

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出五四运动的特点以及历史意义。其中用表格对

比的方法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同和不同展示出来。用具体事例展示五四爱国精

神在当今社会的表现。最后主题升华鼓励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

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教学反思

好的方面：将教学过程中达到预先设计的教学目的。层次清楚，条理分明的板

书。不足之处：即使是成功地课堂教学也难免有疏漏之处，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回顾，

梳理，并对其作深刻的反思，探究和剖析。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教材，案例，图片，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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