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汉 字 文 化 课 程 与 艺 术 设 计 类 专 业 融 合 教 学 效 果 研 究  
 

刘燕珊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中国北海  514015 

 

 
[摘  要] 文章以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为例总结艺术类院校专业背景下汉字文化课程的改革模式，对教学

改革效果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实施进行阐述，围绕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以及教学反馈等环节综合监测汉

字文化课程与艺术设计专业融合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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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in the north sea institute of art design as an example， summarize art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curriculum reform mode，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effect evaluation mechanism，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feedback link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of Chinese culture courses and art design professional fusion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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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月至 2022 年 4月期间，在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的支

持下，汉字文化课程教学改革得以顺利开展。基于艺术类院校学

生的学习特点，尝试推行汉字文化课程与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融合

教学，形成人文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取得一定的成效。 

一、艺术类院校汉字文化课程的改革模式 

（一）课程改革的现实背景 

学生对文化类课程缺乏兴趣是艺术类院校面临的较为普

遍的现象，汉字文化课程属于传统文化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亦

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对文化类课程的学习至为关键。学习动机是

引发学生进行学习活动并得以持续的内在过程，学习动机不

同，行为表现也有所不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培养学生学

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手段。 

艺术类院校学生普遍存在“重技能，轻人文”的思想观念，

为转变这种学习观念，提升学生的文化基础，项目依托北海艺

术设计学院对汉字文化课程与专业课程融合教学进行探索，以

“取长”代替“补短”，利用学生“重技能”的特点，将学生

的专业潜能转化为人文课程的学习动力，实现人文和艺术设计

专业互促互就的教学效果。 

（二）课程改革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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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机理论认为，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的内部动

力，学生的努力程度、积极性、主动性都与学习动机有关。当

学生的学习动机得以激发，对课程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时，这

种学习动机容易唤醒学生学习的情绪状态和准备状态，提高学

习效率。学习动机的激发有利于维持和调节学生学习行为的强

度、时间和方向。
[1]
学生的学习动机越强，对学习目标的期待

值就越高，对于学习难度和学习强度的接受程度也会相应地提

高。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率

的关键。艺术设计专业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技能，强调专

业实践与应用能力。受学科定位和专业特点所影响，艺术设计

专业的学生普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观点，对实操类课

程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学习兴趣。诸如汉字文化等文化理论类课

程则长期不受学生重视。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关键是引导学生

打破专业壁垒，促进课程融合，使课程的理论性向实践性倾斜。

文化理论课程普遍以考试或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核。针对学生的

专业特点，课程采取作品设计的方式，实现汉字文化理论和艺

术作品设计的融合，借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 

根据目标定向理论可知，掌握目标定向者致力于知识的获

取和能力的提升，倾向于以内部动机为驱动力，追求在学习过

程中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学习者的目标是通过不断的学习

和实践，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知识水平，以实现更好的学习表现。

[2]
明确课程学习目标有助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课程学习的

意义，获得自我满足感，提高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基于学习动机理论和目标定向理论，本次教学改革提出了

“以文化带专业，以专业促文化”的教学理念，对汉字文化课

程与艺术设计专业融合教学进行探索，推动文化课程从理论性

向实践性转化，帮助学生认识到文化知识对于专业学习的重要

性。艺术设计类专业在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的专业中占很大比

例，如环境设计、动画、视觉传达、产品设计、服饰设计、雕

塑等，其专业能力的体现主要是作品设计。针对艺术设计类专

业学生的具体学情，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目标，实现教学内

容的专业融合，引导学生从汉字文化的角度探究所学专业，将

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动力转化为对传统文化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打破学科和专业壁垒，在提高文化课学习兴趣的同时实现专业

研究的突破。 

二、汉字文化课程与艺术设计类专业融合效果评价

机制的建立 

建立一套效果评价机制有利于准确、合理地对教学改革进

行评估，汉字文化课程教学改革主要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

综合性效果评价机制。效果评价机制贯穿于教学目标、教学过

程以及教学反馈等环节中。 

教学目标能否实现是检测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了解学生

对这门课程的学习目标，能够帮助教师分析和掌握学生的学习

动机，从而合理调整教学目标，缩小学生所设定的学习目标与

教师设定教学目标的差距，最大限度提高学生对课程学习目标

的接受程度。在学生中开展课程学习情况调查，有助于教师及

时获取教学反馈的第一手资料，真实掌握学生对课程学习目标

实现情况的看法。对于同一门课程，不同学生对课程的学习态

度和学习目的有所不同，因此在开课之前有必要了解学生对汉

字与文化课程的学习态度，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学习汉字与文化

课程的目标。学习态度与学习目标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学习

态度直接影响学生对学习目标的设定，而学习目标的层次亦会

对学习态度产生促进作用。相比于被动地接受课程学习目标，

引导学生主动设定学习目标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通过掌握学生对课程学习目标的态度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

学习需求，根据其需求适当调整课程的教学目标，使“教”与

“学”的目标实现统一，融为一体。既保证课程教学计划的顺

利实施，又确保课程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在教学过程中，课程结合考勤、课堂参与度、课堂即时测

试、设计作品几个维度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评定。课堂

互动频率是学生课堂参与度的重要体现，大部分学生在理论

课，尤其是文化类课程的课堂上习惯于接受任课教师单方面的

输入，不重视自身学习过程中的主动输出，上课过程中与教师

的互动较少，不利于消化、吸收所学内容，因此课堂参与度应

该成为教学改革效果的一个评价标准。课堂即时测试即利用线

上课堂的信息交互功能，及时对学生进行教学效果的考察。线

上课堂交互软件具有快速分析数据的功能，作为一种新颖的测

试方式，比传统的测试方式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汉字文化课

程属于文化理论课程，普遍以考试或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核。针

对艺术类院校学生的专业特点，课程采取作品设计的方式，实

现汉字文化理论和艺术作品设计的融合。 

教学反馈是教学改革效果评价的重要指标，教学反馈涉及

到教学方法、教学环节、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集中反映学生

对课程质量的满意程度。教学反馈信息的收集有赖于合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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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否则容易出现片面的、无效的反馈数据。结合匿名调查和

访谈的方式，基本能够保证获得真实、可靠的调查结果，根据

调查结果分析学习内容的难度、接受程度以及教学目标的实现

程度，从而对学习成效进行评定。 

三、汉字文化课程与艺术设计专业相融合效果评价

机制的实施 

为客观分析汉字文化课程与艺术设计专业相融合的学习

效果，项目组组织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有效人数为

246 人。调查主要围绕学情和学习成效两个方面展开，其中，

学习成效侧重于教学目标实现程度、学习成效影响因素。通过

统计、分析数据了解整体学习效果。 

（一）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 

学生的学习反馈体现了学生对学习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接

受程度，有利于教师把握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对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进行合理的调整。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教学目标完全

实现的占 46.4%，认为基本实现的占 52%，1.6%的学生教学目

标尚未实现。据调查了解，个别学生选课时对这门课程不感兴

趣，平时经常出现旷课的情况，对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

教学方式等情况了解程度均较低。以上数据既表明课程教学目

标的实现情况，同时也反映学生对课程目标的接受程度。 

 

（二）课堂学习成效 

1.课堂互动频率 

相较于专业课，学生对文化类课程的课堂参与度普遍偏

低，积极性和主动性都略显不足，大部分学生仍然习惯于或更

愿意接受教师满堂灌的方式，以避免或减少与教师的互动。但

这种课堂方式不利于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因此

增强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将课堂互动频率列

入考核标准，有助于学生了解和重视自身的课堂表现。与师生

间的互动相比，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相激励的

作用。调查结果显示，72.3%的学生认为课堂互动对自身提高

学习效果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课堂互动对教师来说虽是教学中

的常见环节，但对学生而言，却是提高学习成效的重要方式。 

 

注：调查时该项为多选，因此总数不构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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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即时测试 

大学的通识文化课普遍关注“听”，偶尔涉及到“说”“写”

以及“练”，但基本上关注度不高，呈现出重“输入”轻“输

出”的现象，这就容易造成学生只听不思、只学不用的结果。

本次教学改革将课堂测试纳入课程考核，以提高学生对“写”

和“练”的重视程度。课堂测试借助交互性课堂学习软件进行

在线测试，凸显了即时性和互动性。根据调查结果发现，52.8%

的学生认为课堂在线测试是推动课堂学习的因素。比起传统的

纸质答题，线上测试更具便捷性和新颖性，学生的接受程度更

高。这种形式直接、高效地分析和处理学生发布的信息，便于

教师对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学习成效进行即时监控。 

（三）作品质量监控 

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展开，将汉字文化

与艺术设计的相关内容相融合，从汉字文化的角度进行设计理

念的渗透和设计技巧的借鉴。55.7%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与专

业结合对汉字文化课程的学习有正面影响。 

作品设计是对课程学习的综合考查，要求学生将所学的汉

字文化知识与专业实践相结合，将汉字文化要素融入艺术作品

中，实现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期末的作品设计要求，学生结

合自己所学的专业设计相应的作品，作品呈现出专业化、多样

化的特点，以海报设计、字体设计、建筑设计、服饰设计、摄

影等不同形式的作品对特定的汉字及其文化重新进行诠释和

表达，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创新性。通过对作品进行分类和对

比，可以直观感受和区分作品的质量，保证作品评分的客观性。

调查数据显示，30.1%的学生对以作品代替考试或者论文考查

的考核形式表示认同，说明考核形式的改变也是提升学习成效

的重要因素。从作品的质量来看，学生基本能够从汉字文化层

面赋予艺术作品新的生命，实现设计理念的创新，逐渐突破学

科壁垒。针对同一个主题，不同专业以汉字文化为切入点，寻

求艺术设计的灵感，碰撞出新的火花。 

专业 环境设计 动画 视觉传达 产品设计 雕塑 摄影 服装设计 

作品形式 

字体设计 

居室空间设计 

景观园林设计 

海报设计 

字体设计 

动画作品 

海报设计 

字体设计 

海报设计 
产品设计海报设计 

雕塑 

作品 

摄影 

作品 

服装 

设计 

以上根据专业对学生设计作品形式进行大致分类，字体设

计和海报设计的作品所占比例较高，主要是因为学生学过相关

的专业课。学生的设计作品形式一方面反映学生对自身专业的

认识程度，同时也体现学生对汉字文化课程内容的运用情况，

作品的质量与二者的有效融合度呈正相关关系。 

通过访谈和调查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汉字文化课程中

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对文化类课程的态度和看法出现不同

程度的改变。绝大多数学生表示愿意向推荐其他同学选修这

门课，说明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较为认可，也从侧面反映出

此次教学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 

四、结语 

艺术类院校汉字文化课程与艺术设计专业相融合效果评

价机制建立和实施既是对改革效果的评估，同时也是对改革效

果的保障。这套效果评价机制贯穿于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以及

教学反馈等环节中，保证教学改革得以顺利开展。综合课堂学

习效果、学习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学生反馈等方面对课程教学改

革效果进行评价，可以进一步研究课程评价体系对学生课程学

习的导向或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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