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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当前陶瓷彩绘课程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在课程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的改革方法，有

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现立德树人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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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eramic painting course,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method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and effectively carries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the cour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realize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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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

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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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在陶

瓷彩绘课程当中融入红色文化教育，通

过提取红色文化元素作为创作内容，使

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

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

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1 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陶瓷彩

绘课程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

出，“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

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

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

花。”《陶瓷彩绘》课程是产品造型专业

学生在三年职业教育中动手设计及创作

较强的实训课程，该课程为陶瓷产品设

计、现代艺术陶瓷设计等各项设计形式

提供重要基础训练。通过在教学中融入

红色文化元素，不仅可以提供更宽广的

创作素材，同时可以丰富大学生对爱国

主义文化体验，提升当代青年人文素养。 

2 陶瓷彩绘课程教学内容现状

与存在问题 

《陶瓷彩绘》课程是产品艺术专业

学生专业基础课。该课程具有很强的实

践性，是后续陶瓷产品设计、现代艺术

陶瓷设计等各项设计形式的重要基础训

练。通过本课程培养学生发散式思维和

独特、丰富的设计观念，引导学生打开

固有的狭窄思维空间，打破惯有的思维

方式，较好地提高学生的绘画能力与创

造能力。同时，让学生初步感受何为陶

瓷绘画，如何装饰，并感知由陶瓷绘画

带来的快乐，从而激发学生更积极地去

尝试思考、逐步培养发散创意思维方式。

课程中要求学生基本了解陶瓷彩绘的意

义、概念、规律、创作技巧，进一步理

解作品中色彩之间的关系，领悟装饰的

重要意义，掌握彩绘装饰的基本技巧，

能够通过手绘结合电脑进行设计创作并

完成在陶瓷器物上用彩绘的方式进行装

饰绘画。 

2.1教学内容不完善，教材理念缺乏

时代性 

笔者了解目前市面教材，从目前的

教材来看，多数的教材以介绍陶瓷彩绘

基本工具、彩陶彩绘技法、陶瓷彩绘创

作为主。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创作

内容和题材上，学生的创作题材和表现

形式多以传统中国画或装饰画为主，在

筑梦新时代、民族复兴、提升家国情怀、

政治担当上鲜有涉及。 

2.2专业实践不充足，专业能力尚欠缺 

作为产品造型专业的学生应包含大

量的专业实践课程，以此增强学生的专业

能力，并令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有明确的认

识。然而在该专业的众多课程中学生的专

业实践并不充足，专业能力较弱。所有专

业课程中鲜有涉及红色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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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堂教学的改革策略与创新 

课程以陶瓷釉上彩绘技法训练为学

习主线，通过融入红色文化教育，引导

学生以提取红色文化为绘画题材，再通

过提炼、整合、创作等设计方法将革命

人物、红色故事、优秀事例、红色力量

等元素进行创作，有效的解决绘画课程

中绘画题材单一、重复、缺乏深度的问

题，同时，加入红色文化教育，结合陶

瓷釉上彩绘技法学习与应用，有效进行

课程思政，实现立德树人育人的目的。 

3.1结合红色文化元素，构建教学

内容 

课程对陶瓷彩绘发展历史和种类、

基本绘画工具、基础绘画技法与步骤已

有基本归纳与分析，促使学生可以熟悉

和掌握陶瓷彩绘的基本原理和绘画方

法。拆分陶瓷彩绘载体创作内容，绘画

题材从原来植物、人物、风景进行深化。

植入学习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

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红岩精神、等党的精神图谱。

分析“红色”在中国革命历史中被赋予

了独特的含义，如“革命人物”“红歌”

“革命圣地”等都有很强烈的使命意念，

与中国革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创作内

容设定红色文化创作主题，引导学生提

炼红色文化元素，充分挖掘陶瓷彩绘发

展历史中蕴含的“红色”教育因素，将

时代的、社会的正能量内容引入课堂，

把培育筑梦新时代、民族复兴的精神融

入课程，培育家国情怀，政治担当，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3.2运用多种教学模式，提升课堂效果 

新形势下创新教学模式必须打破过

去单向的、灌输式的传统授课模式，融

入思政课的教学方法应当在课堂实践中

广泛应用。 

（1）案例教学法 

通过具体案例讲解使得学生更明确

地掌握具体的理论知识，明确创作的方

向，通过课件背景、图片或标题等对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借助李可染《万

山红遍》、徐悲鸿《九州无事乐耕耘》、

陈逸飞《黄河颂》、吴作人《战地黄花分

外香》等主题、案例等来实现课程思政。  

（2）问题导入教学法 

采用问题导入的形式进行课堂教

学，问题导入不是就问题谈问题，而是

就问题谈思维、就问题谈理论、就问题

谈实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创新

力。针对如何掌握陶瓷彩绘线条应用技

法这一知识点，通过设计建党100周年主

题印章进行图案与线条的练习。 

（3）情境教学法 

通过创设带有一定情感色彩、直观

生动形象的现实场景，帮助学生理解红

色文化，从而引发学生情感上的共鸣。

例如“全国劳模”系列引入“大国工匠”，

通过匠心筑梦的故事，弘扬工匠精神，

营造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氛围，培育

学生工匠精神。 

（4）师生同上一堂课 

通过这种形式改变学生被动学习过

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现象，规避学生在

学习中一味的照搬照抄，没有独立的思

考、创作，让学生成为课堂主角，激励

学生的学习自主能动性，例如在提炼红

色文化小图标的教学环节中，由学生小

组查找资料、完成手绘，并制作成报告

书的形式，每组上台分享。报告书内容

包括历史知识、红色文化元素原型、设

计构思、草图方案、成品预设、设计感

受等内容。 

3.3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实现课程思政 

调研和讨论相联系。调研和讨论是

快速掌握理论知识、理论联系时间的有

效方法，能不断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好奇心，培养其独立动手能力和思

辨能力。通过参观红色文化主题博物馆、

革命纪念馆的实地调研，可以将知识点

串联，形成立体思维，充分理解所学内

容，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

线上线下教学共同开展，线上学生完成

资料收集、方案汇报，观看视频学习红

色文化主题记录片，直观感受历史文化。

线下创作、小组分享与讨论、作品展示

等，实现课堂线上线下联动，使教学内

容更加直观有效，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运用多媒体软件。在教学中引入幻

灯片、CAD、PS等软件辅助教学设计，增

加学习的表现方法，通过软件结合学生

的手绘创意图完成市场定位、方案设计、

绘制平面效果图等环节。如在设计过程

中任意环节发现问题，可以及时进行方

案改进和优化。 

作业公开点评，进行讨论式授课。

组织全班学生开展周练习作业的讲评、

讨论，通过教师点评、对比分析、共同

探讨等活动。带领学生学习分析方法、

点评标准、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思考方

法、创作途径。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红色文化精髓融入陶

瓷彩绘专业课程，在外部环境作用和教

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通过重新整理绘

画题材拓宽和转变学习思路，将爱国主

义教育与艺术学习创作充分融合，能更

好的创作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

映时代风貌、展现爱国情怀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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