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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视角下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

黄建清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DOI:10.12238/mef.v7i10.9726

[摘 要]室内设计技术在室内设计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既传授专业知识，也能在

课程当中融入思政元素。在课堂实践活动中，要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活动，将室内设计需求、

施工工艺的特点以及装饰材料的应用等方面融入课堂当中，结合该专业的特性，不断增强学生

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最终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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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ior design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interior design
technology major, which not only impar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In classroom practi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interior design requirem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ecorative material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jor, the main role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should be
continuously enhanced,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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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装饰材料与工艺课程，是在室内设计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中的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知识点较为繁杂，融入思政元素

难度较大，教师如果存在不会讲授思政课方面的局限，自然

而然也就难以在课堂当中对学生进行思政授课。没有灵活的

教学方式，没有与新媒体技术进行相互融合，课堂效果不佳，

学生自然而然也就很难接收到思政课程的感染。教师在授课

时，要将常用的装饰知识认识与了解，如何运用课程专业语

言进行课程设计，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学生很难消化和吸

收，要在该门课程融入思政元素，考验的是教师的教学设计

能力和其他业务能力，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基本情况和

特点，巧妙地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当中，围绕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作为思政载体，融入教学实践活

动。其意义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融入思政元素的

意义

1.1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理想

教师在课堂实践当中，如果讲到装饰工程材料的选择和

使用这个知识点的时候，要引入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理想信念，

结合我国当前的消费需求现状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

功，引导学生分析当前的社会现状，并且适应当前的社会需

求，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和职业素养。

1.2引导学生了解行业规范

教师在讲授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这门课程时，

如果遇到质量要求等知识点的时候，可以详细地说明装饰材

料的特性特点，强调国家在工程层面的规范要求，以及了解

我国工程施工的相关政策，引导学生要坚定地执行相关的行

业标准，做维护好制度的宣传者和引路人，为学生成为一名

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良好的基础。

1.3引导学生传承工匠精神

在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这门课程当中，假如遇

到标准的施工图纸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就是要学会导入传统

装饰工程的设计方法，了解我国从古至今的工程师所秉承的

工匠精神，引导学生自觉向这些先辈们主动靠近，对施工工

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尊重自己，也对工匠精神秉持着一种学

习和尊重的态度，有利于他们能够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更加追

求精益求精，为该行业以及整个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4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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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讲授这门课程时，如果遇到装饰行业的前景发展

的时候，可以引入当前我国关于装饰工程产业的发展前景，

引导学生树立倡导生态文明的资源观和环境观，介绍该行业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鼓励学生要勇敢地做主人翁，在该

行业当中，以后可以成长为一名接班人。

2.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课程融入思政元

素所存在的问题

当前由于该课程的特殊的专业性，教师的教学技巧与职

业素养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

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存在较多的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2.1专业课程融入难度大

教师在讲授课堂的过程当中，只教授理论课程知识，或

者侧重于将课程的知识点讲透，让学生确实能够领悟到该课

程的要点和精髓，但是部分教师仍然没有重视思政课程。没

有形成大思政观，将思政课程作为一门无关紧要的课程来对

待，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然而然在行动上就不

会体现出来。因此，在教学课堂实践当中，教师由于自身的

不重视，对思政课程的不了解。导致教师自然而然在思政课

的过程当中，没办法做到全面掌握，没有做到边教书边育人。

特别是在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这门课程当中，要融

入思政元素，难度较大，部分教师索性将思政元素抛诸脑后。

2.1.2缺乏相关的思政融入技巧

当前在装饰材料施工工艺这门课程当中，由于融入思政

元素的难度较大，部分教师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并没有学

习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当中，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这门

比较专业特殊的课程，还存在于一般的课程。思政课程未能

在教育行业引起教师们的重视，当遇到一些较为难以掌握的

课程或知识的时候，思政元素较难融入。教师缺乏相关的思

政元素融入课堂的技巧，在设计教案的时候，也并没有想方

设法融入相关的思政元素。大多数教师照本宣科将课程知识

要点讲述完毕，让学生能够学到专业的知识就算完成任务，

而并没有深入地学习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该门课程当中，因

此造成该门课程的思政课程效果不好。

2.1.3学生对思政课程效果不满

由于教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装饰材料选择

与施工工艺优化这种专业的课程当中，教师没有深入研究相

关的思政课程融入的技巧，生搬硬套一些较为宏观的理念，

无法做到深入浅出地融入思政课程，导致思政课效果不好。

学生获得的是生搬硬套的思政课，从而慢慢地养成一种不想

接受思政课的习惯。部分学生过于重视专业课程的知识，认

为思政课只存在于理论当中，只接受理论知识，难以形成较

为系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学生的观念和态度没有及时地得

到纠偏，导致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当中才能够学会如何做人

做事。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学生，从而让

整个课程的思政效果并不良好。

3.结合课程特性在课堂实践活动当中融入思政元

素

在新课标和素质教育的引领之下，课堂讲究要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既要灌输又要启发，既要显性教育又要隐性教

育，挖掘思政，教育资源，实现全方位育人，是当前教育事

业的大势所趋。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的生产背景、

规则方法、社会需求以及传统技能等等，都可以作为思政教

育的元素，融入教学实践当中。关键在于教师如何深入地进

行研究和引导，让学生能够系统地了解到建筑装饰工程的各

种材料，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同时更能了解到传统

的工匠精神的意义所在。

3.3.1培养学生理解和尊重工匠精神的职业素养

在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这门课程当中，工匠精

神作为一大思政元素的要点，是比较能容易融入课堂当中的。

教师要设计好教案，引导学生能够运用掌握装饰材料工艺做

深度设计，让学生学会团队合作，在课堂当中能够模仿出现

实工程的情境。在此过程当中，要求要有严格的图纸作画要

求和规则准则，教师可以导入中国传统工程设计的展示方式，

同时还能展现我国从古到今工程师的个人故事，从这些故事

当中得到启发，获得力量，并凝结成为传统工匠精神，让学

生能够深刻地理解和尊重这种精神，再把它变为对于这门课

程的学习兴趣，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能够做到对工艺品质的执

着要求，增强文化自信。在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当中，涌现

出很多具备工匠精神的灵魂人物，在水利工程方面，如李冰

父子。在器械制作方面如鲁班等等，这些人的个人小故事和

成长经历，都能够作为思政元素融入课堂当中，让学生更加

能够接收到先进人物的精神感染，自觉地融入思政课堂当中，

让课堂产生更大的效果。

3.3.2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担当

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这门课程对材料的环保

特性和行业规范，要求较高。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过程当

中，要将课程融入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等思政元素，贯

穿于工程设计等方面知识点，同时结合我国对于装饰材料的

设计，以及工程材料的创新，传达资源观和环境观，让学生

能够感受到自己作为该行业的从业者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在课堂当中，教师要学会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增加学

生制作练习的时间。在课堂上对现实工程的情境进行模拟，

真实地感受到施工工程的规范，培养学生对严谨的工匠精神

的理解和尊重，让学生能够通过自己动手磨练意志和培养团

队精神，在以后这个行业当中能够发光发热，成为社会的栋

梁之材。例如新中国建设以来，一代代工程人员对于制度与

规范有着严格的追求，大型机械等工程方面，尤其是对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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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与质量要求的坚守，引领着工程人员推陈出新，进行技

术突破，这样的精神可以作为思政元素，充分地融入课堂当

中，让学生能够接受精神的感染和熏陶，主动向先进人物靠

拢学习，继续奋勇前进再创佳绩。

3.3.3培养学生自主协作、灵活创新的能力

教师在课堂实践活动当中，一定要摒弃灌输式的填鸭式

的教育方式，课堂活动要以学生为中心，设置更多的问题为

导向，构建出真实的工程情境，让学生能够更多地培养动手

能力，并且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当遇到材料的使用和选择的问题时，要融入思政元素，

告诉学生从业人员严格遵循国家行业规范标准，对于质量有

严格的要求，经过反复阐述，从课堂上培养起学生的严谨态

度以及良好的职业素养，为他们以后踏足该行业奠定良好的

基础。在进行工程情境构建的时候，要求学生不能单独行动，

要养成与同学相互协作沟通的习惯，进行头脑风暴，培养创

新思维和协作能力。鼓励学生要把课堂上养成的习惯延伸到

以后的工作中，只有自主创新，形成良好的从业价值观和职

业素养，为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4.结束语

近几十年来，我国环境装饰行业欣欣向荣，引导着我国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装饰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优化课程，

作为培养下一代装饰行业专业人才的重要课程，要结合课程

的实践训练，将本专业的价值态度、素质能力等相关元素融

入课堂当中。教师要熟练地掌握新媒体等软件协助上课，熟

练地运用教学方式方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实践当中，让

立德树人的理念，能够贯穿于该课程的各个知识点，引导学

生树立健康的正确的从业观和价值观，做该行业的可靠的接

班人，为该行业能够继续蓬勃向前发展贡献人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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