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属学院: 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

课程名称：效果图表现技法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课

章节名称：第七章 室内空间手绘创作设计

案例名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传统文化之手绘空间

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一）课程基本信息

《效果图表现技法》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属于专

业必修模块，是专业核心课程。这门课对学生掌握基本的设计表现技法、理解设

计、深化设计，提高设计能力有重要的作用。本课程授课对象为环境设计的学生，

开设于第二学期共 32 学时，先修课程有《设计基础》、《环境设计初步》，后

续相关课程有《室内艺术设计与陈列》、《三维设计基础》、《室内空间设计》

等。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富有想象力和手绘能力的实战型环境设计人才，满

足社会对专业环境设计人才的需求。全面掌握各种线条与空间的画法，精通在不

借用铅笔稿和尺子情况下，快速完成大中小型空间的任意角度表现，熟练掌握色

彩理论与马克笔表现，快速完成设计公司要求的常见手绘表现图。

（三）课程内容简介

效果图表现是设计师用来表达设计意图的方法，它既是一种语言，又是设计

的组成部分，学习手绘效果图的任务是通过对构图与透视技巧以及马克笔色彩的

表现来忠实地表达设计意图，并提高设计方案的速度和增强表达设计的能力。加



强对学生手绘的培养，使手绘更好地应用于当代的设计和教育，更质朴、更真实

地反应设计思想。

（四）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1、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设计

（1）分享教师个人成长历程，激励学生，给学生树立成长标杆，使学生明

白达到梦想并非一蹴而就，也非遥不可及。

（2）通过少数同学在技法及理论上出现的失败理解，警示全班同学思考分

析原因，从主客观原因入手进行分析，是教师讲的不够透彻，还是少数同学没认

真听讲。

（3）在整个空间绘画表现、设计元素过程中，掌握传统文化、地域文化，

学以致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与学习。

（4）在创作设计过程中，引导学生对专业相关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

讨。关注专业相关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解决方法，呈现的价值观、科学观、认

识论和方法论，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思维。

2、教学方法：

（1）讲授法：针对手绘表现技法的基础知识、理论知识、表达技法等知识

点进行详细讲述。

（2）示范教学法：对所讲述的理论知识转为实践手绘表现出来，现场示范，

手把手教学，学生存在问题及时改正。

（3）案例分析法：对手绘表现的优秀案例展开详细分析和讨论，抛出问题

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更立体化的了解手绘的表现。

（4）小组讨论法：围绕“如何画好一张手绘图纸”这一问题，展开小组讨

论，集思广益，拓展思维。



（5）探究性学习法：学生互联网、书籍查阅，全方位了解手绘的表现，进

一步挖掘和探究更多的技法表现。

（6）引导式学习法：引导学生在手绘设计中融入思政的知识内容，进一步

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3、教学成效：

通过挖掘和梳理“手绘表现技法”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其融入课

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效统一，使课程与思政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课程思政元素与手绘表现技法教学有机结合，要有精

心的教学设计才能取得预期效果。通过本方案的实施，让课堂内容更有感染力，

让课堂形式更有亲和力，让学生更有获得感。

将课程思政引入手绘表现技法课程，达到了专业技能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

双重目的，丰富了手绘表现技法的教学内容，明显地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

成了良好学习风貌，提升了教学效果，并且推动了一部分同学的课外延伸学习，

基本实现了对学生在知识传播中进行价值引领，在价值传播中丰富知识底蕴的双

重育人效果。从学生反馈的信息可以看到，学生在职业规划、职业道德、工匠精

神、以及爱国情怀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地思考与互动，有助于学生职业生涯的规划，

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二、课程第七章的教学展示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创作具有独立意义和客观性实在，通过创作作品，反应学生是否

能掌握上色技巧。以美丽的造型、色彩、图案及光色、光照的组合分配，营造出

各种怡人的空间气氛与环境，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能力目标：掌握整体空间色彩、风格的统一性与协调性，而且创作是学生文

化修养、审美品格和专业基础的集中体现，突出设计的表达能力，强调效果图表

现与思维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程思政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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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地在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思政课程的内容、

创新思政课程的方法，以更生动多元的方式让学生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式，实现“春风化雨”的育人成效。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命脉，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学习和掌握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我们应继承和发扬。

（二）教学内容

本章节为室内空间手绘创作设计，进行主题性创作，手绘岭南特有的古建筑

传统元素，一是可以让学生在手绘技法上取得长足进步; 二是创作过程中师生产

生了互动，教师的点评与学生的创作，有助于和谐师生关系; 三是整个创作结合

了岭南传统建筑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建筑体出发，探求传统建筑内部的练习及现

代建筑发展的规律性; 四是融合了课程思政的理念，既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

育，又培养了学生精益求精的态度，还激发了同学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最后，

该教学方式还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让手绘表现技法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理念。

本章节通过手绘表现项目，完成主题选择、方案讨论、手绘准备、版面设计、绘

制图纸的全过程，在完整的手绘绘图过程中完成目标的培养。

（三）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

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303/c64094-20656845.html


实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

一贯继承、弘扬、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好、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丰富资源，将其融入教学过程，用以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引导学生立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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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学方法

1) 案例分析法：通过对岭南传统建筑元素在空间中设计运用的优秀案例展

开详细分析和讨论，抛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更立体化、更直观的了解如

何将手绘与设计相结合。

2）引导式学习法：引导学生在手绘设计中融入传统元素的知识内容，进一

步探究岭南传统文化元素。

3）小组讨论法：围绕“岭南传统元素在室内中的运用”这一问题，展开小

组讨论，集思广益，拓展思维。

4）探究性学习法：通过互联网、书籍查阅，全方位了解手绘的表现，进一

步挖掘和探究更多的技法表现。

（2）教学设计

本案例主要讲授岭南传统元素在室内中的运用。在教学过程中，挖掘思政元

素，并将其巧妙融入教学过程。本课程努力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岭

南文化的兴趣，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获得知识、提高能力。效果图表

现技法教学融入“课程思政”如下：

(1) 借鉴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提升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在手绘表现技法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分析岭南传统建筑元素，借鉴岭南的传

统文化、地域文化，对岭南传统民居建筑与现代民族建筑进行临摹与对比，提高

学生手绘水平，加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观察原著能够原原



本本且具有创造力的把握前人的思想，掌握古人的技艺，学以致用，对优良技艺

的借鉴与学习，也有助于将民族文化融入学生将来的设计活动中。

（2）开展“手绘创作+课程思政”实践性教学

课堂教学是手绘表现技法的基础教学，以“大美岭南、 人文岭南”为主题，

主要是立足岭南自然、人文、建筑、环境 等进行手绘表现，不限表现形式，重

在反应岭南文化，增强学生对岭南地域文化的形象化理解，让学生对主题性创作

产生新的认知与理解。

（四）案例导入

1、提出问题：身处于岭南之地，能不感受下岭南传统之美么？



2、由问题引出主题：“大美岭南、 人文岭南”

岭南风格包含哪些元素呢？

（1）追求意境：广东人在每一种艺术创作中都刻意追求岭南特色，建筑创

作也一样，追求意境，立意在先，处处体现出中国的岭南情调和神韵。白云山庄

的诗情画意，能唤起海外游子思乡之情的“故乡水”。

（2）与环融合：岭南建筑重视选址立基，与环境融为一体，继承传统建筑

的精华。“白云宾馆”、“双溪别墅”、“白天鹅”等宾馆建筑是其中的佼佼者。

（3）群体布局：岭南建筑结合气候特点，使建筑物具备现代景园特色，而

只在门厅、中庭、休息廊、餐厅、走道、卧室之中布置园林花木，赋予环境以大

自然的情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将中国园林的精神与现代建筑的格调浑然一体

的东方宾馆庭园。

（4）建筑形象清新明快：岭南建筑善于利用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特点，创造

通透空间及虚灵形体，塑造清新明快的建筑形象，同时借鉴古代亭台楼阁原型，

使新建筑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5）室内设计丰富多彩：岭南建筑在室内设计上利用传统手法，如灰塑、

陶塑、砖雕、木雕、洞门景窗、空花博古、贴地铺地、彩色玻璃、镶拼壁画、盆

景几架、特色家具、匾名对联等等，使室内景观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6）具有景园文脉：岭南建筑最大限度地吸收、借鉴中国古园林空间手法，

移植到建筑与城市设计中，从而产生出鲜明的特色。例如白云山、越秀山、流花

湖公园、兰圃、烈士陵园、麓湖、东山湖公园等。

那么在探究岭南传统元素时，可从中抽取元素加以设计，运用到室内空间中，

再通过手绘技法表现出来。

（五）教学过程

1、课前通过问题启发+视频导入



通过对“如何将岭南传统元素运用到室内空间设计中？”的提问引发学生思

考和讨论，让学生认识到传统元素以及设计运用。再播放视频让学生正确理解“设

计中如何融入传统元素”。

2、课中通过不同教学方法相结合进行手绘表现技法的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

价值的熔铸。

（1）教师历程分享：激励学生，给学生树立成长标杆，引导学生应有正确

的三观，重点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并使学生从内心迸发出持续学习的强烈愿

望。

（2）案例分析：导入案例“大美岭南、 人文岭南”，感受传统文化、地域

文化，学以致用，提升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有助于将民族文

化融入学生的设计活动中，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3）现场示范：示范正确的绘图技法，融入岭南传统元素。剖析“流言”，

思考和比较，提高学生辨识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引入思政教育，如何做好一位

合格的设计师。

（4）小组讨论：让学生围绕“岭南传统元素在设计中的运用”参与讨论，

运用理论来回应现实问题，从而实现思维与价值的碰撞。

（5）作品点评：通过错误的作品，失败的教训，警示性的问题，多维度分

析原因，这对学生心理和情感都有影响。学生反思分析，提高学生辨识能力、思

考能力。

（6）创作设计：引导学生对岭南传统元素融入设计问题进行研讨。我们应

用怎样的技法去表现它？师生一起研讨解决方法。

3、课后思考与作业



手绘表现一套室内空间设计图。以“大美岭南、 人文岭南”为主题，主要

立足岭南自然、人文、建筑、环境等进行手绘表现，不限表现形式，重在反应岭

南文化。

4、学生手绘表现：岭南传统文化与空间融合



（六）思政点睛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文艺工作与人民的关系，以人为本，从了解人

民群众到学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工作者要从人民群众

的伟大创造中发掘、创造主题，捕捉设计的灵感，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智慧。本

课程教学一直在探索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通过手绘技法将学生的设计构想与

设计灵感激发出来。通过岭南传统文化元素所蕴涵的价值功能，调动学生学习专

业课程的积极性，促进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政治发展，形成思政课堂和手绘表现

技法相融合的课程。

（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效果图表现技法》刘加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