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属学院: 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

课程名称：《计算机辅助设计Ⅰ（PS）》

课程类型：CC 理论课（含上机或实践）

章节名称：第五单元 PS 常用工具的操作运用

案例名称：关注传统建筑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计

算机辅助设计Ⅰ（PS）》课程思政典型案例

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一）课程基本信息

《计算机辅助设计Ⅰ（PS）》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所开设的学科基础必修

课之一，授课对象为相应专业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该阶段的学生先修课程为

《设计基础》、《环境设计初步》。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专业性、应用性较强的课程。PS是 Photoshop

的简称，是平面设计及后期处理软件，也是掌握其它平面类软件的基础。PS技

能的熟练掌握，将直接影响实践工作效率和作品的视觉效果表达。PS课程的教

学效果，对学生今后从事平面设计、三维效果图的后期处理以及创意设计有着深

刻的影响。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其总体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图像处理的技巧和创意思维理念，使学生具备能够利用 PS

软件进行网店美化、广告设计、动画绘制、包装效果设计、图像修复等相关设计

的基本应用能力，解决实际工作的相关问题，掌握现代社会职业所需的图像处理

知识和技能。

1.知识目标

（1）使学生系统了解 PS的基础理论，建立计算机图形的知识体系，掌握

PS软件的操作，了解软件应用的概念，知道软件设计的基本原理、设计技巧和

规则。



（2）能够灵活运用图层风格、流体变形及褪底和蒙版，制作出千变万化的

图像特效，从而形成一定的平面图像处理力与平面设计能力；

（3）为学生进一步学习 3DMAX、景观园林设计、室内设计、企业形象设

计、网页设计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与平面效果相关的应用课程提供应

用基础与支持。

2.能力目标

（1）使学生掌握图形图像处理软件的知识和技术；

（2）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提升艺术修养，为艺术设计做好铺垫；

（4）为毕业后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对平面设计的兴趣，并深刻地认识 PS的重要性；

（2）培养学生的创新发散思维，对视觉艺术的表达方式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3）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同时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

（4）使学生关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发现传统文化中

的美，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文化自信以及创新思维。

（三）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以 PS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案例练习为主，如其功能、

特点、概念、术语和工作界面，以及图像编辑、通道、图层、路径的综合运用和

图像色彩的校正、各种特效滤镜的使用、特效字的制作和图像输出与优化等方法

和技巧的知识学习，同时结合案例进行练习操作；该课程还以实际案例设计为辅，

锻炼并考核学生对命令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对基础设计的能力学习。

（四）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该课程思政融主要选择 5个点进行融入，如表 1所示。

表 1 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思政教育融入点 教学方法 教学成效

工匠精神 任务驱动 通过思政案例的融入，软件课程减少了电脑操作



教学法、分

组讨论法、

现场教学

法、案例教

学法、头脑

风暴法等。

命令练习的枯燥，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以及课堂上的互动能力和自主思考能力。学

生能够更多的去关注并了解传统文化知识，对激

发学生弘扬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

意义；同时结合设计任务以及互动任务，进一步

的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精神和工匠精神。

文化自信

创新精神

团队精神

二、课程第五章节的教学展示

（一）教学目标

本章节教学目标在于（1）知识目标：掌握 PS常用工具的实际运用技巧；

理解中国传统海报设计当中的元素选择方式；掌握运用设计基础进行排版设计，

并突出建筑文化内涵的方法。（2）能力目标：使学生能够具有灵活运用 PS常

用工具的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的设计基础知识运用到实践设计案例当中的能力；

培养学生主动积极交流，团队合作的能力；通过发散思维引导以及案例分析学习，

培养学生设计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3）思政目标：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兴趣，使学生发现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美，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文化自信以

及创新思维意识。

（二）教学内容

本案例选取《计算机辅助设计Ⅰ（PS）》中的第五单元 PS 常用工具的操作

运用，该部分主要是让学生使用 PS常用工具的操作运用通过整理素材完整一幅

以故宫为主题的海报设计。主要内容分为四点：如何明确海报主题，如何适当的

寻找与故宫相关的素材，如何确定海报的表达方式，如何运用设计基础知识以及

PS 常用工具进行创作。

（三）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1.教学思路

（1）教学内容引入

在学生实际开始案例设计时，选取大量相关故宫主题的优秀海报设计进行分

析。以问题的形式跟学生进行互动，激发学生自主思考，从而引出问题答案。如：



在这个海报设计当中，运用了哪些我们所学的基础知识？这个海报设计突出了故

宫什么美？这样的表现，我们可以运用 PS 中哪些工具命令？

在寻找问题的答案过程中，学生既可以复习之前所学的知识，也能够培养学

生的审美，从学设计的角度发现传统建筑中的美，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文

化自信。

（2）教学过程引导

在学生实践过程中，需要明确目标，达到内容育人。故宫海报设计的实践性

和软件操作性比较强，非常注重细节内容，学生在实践时会出现操作不下去的情

况，有时还会出现学生有想法，但是花了很多工夫表达出来的效果却很不理想的

情况。从培养耐挫折能力角度引导学生，需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实际、具体、

零散的实例中，归纳总结出理论，上升到系统知识，让学生们通过上机操作，手、

眼、脑、心并用，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并且能更深刻地钻研知识、理

解知识、运用知识，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耐挫折能

力。

（3）教学结果总结

学生完成海报设计后，安排每人进行设计方案汇报。然后在以小组的形式进

行互动讨论海报成果的优缺点，选出认为较为优秀以及问题较多的海报各 3张，

并说出理由。很多学生不愿意跟他人合作，更不喜欢听取他人的意见。甚至有的

学生对自己的不足之处不重视，也不愿意修改自己的作品。因此该阶段主要培养

学生的自主思考、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同时让学生学会取长补短，端正学习态

度，接受并正视自己的不足，从而能够更好的修改自己的作品。

2.教学内容

（1）如何明确海报主题内容

以讲故事的方式，对故宫中某个主要建筑物的历史故事，来源，典故等进行

介绍。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兴趣，并以此选择某个建筑来作为海报的主要

元素，并通过对主题物的了解，进一步确定海报所需要表达的中心主题思想。引

导学生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传承中国优秀文化，激发主动学习和持续学习

的兴趣和热情。

（2）如何适当的寻找与故宫相关的素材



向学生提供素材相关网站，让学生自行寻找所需要的素材。在选择素材时，

引导学生要以自己选择的主题相符合，同时要求学生多对比多发现故宫素材的美。

引导学生多从图片的整体构思、创意、色彩、整体效果等审美角度去思考并讲解，

激发学生对美的发现，启发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以及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3）如何确定海报的表达方式

海报的表达方式可以通过素材的选择，文字的类型，色彩的运用，构图思考

等专业知识来体现。学生需要根据主题来确定以上的内容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表达，同时要引导学生不能一成不变，需要学生具有发散式思维去构思，并运用

头脑风暴法以及绘制思维导图手稿，以达到结果上的创新。迎合时代的发展，用

创新的形式来传递传统建筑文化，既激发了学生再做创作的时候要有创新意识，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4）如何运用设计基础知识以及 PS 常用工具进行创作。

学生要想体现海报的某种效果，就需要通过所学的 PS 基础工具命名来进行

操作。同样的效果可以有多钟方法操作得到。在创作过程中，估计学生分享自己

不一样的方法步骤。即是考核学生对工具的使用熟悉度和对软件学习的练习，也

是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体验。引导并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以及意识到

任何知识都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的学习并掌握到知识点。

3.教学手段

思政融入课程要注重方式方法和技巧，在《计算机辅助设计Ⅰ（PS）》课

程教学中将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分组讨论法、现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头脑

风暴法等教学方法，潜移默化地将思政内容融入，达到春风化雨的效果。具体如

下：

（1）任务驱动教学法

学生参与真实任务的设计，学习从任务分析、设计到最终实现过程中所需要

的各种知识和技能，以及综合分析与项目实施能力等。这样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设

计水平的提高，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使学生注重设计质量，讲求工作

效率，为适应就业后的实际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分组讨论法



分组讨论法是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而实施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是任务

驱动教学法的补充。例如在教学结果总结过程当中，把 3位同学分为一组，分小

组讨论项目所涉及的技术点、创作的亮点及难点，围绕每个技术点、创作的亮点

及难点，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使用相关工具及命令解决相应问题。学生在小组中

彼此分享个人的意见和独到的见解，共同研讨、解决问题，加强了团队协作意识

和交流沟通能力。

（3）头脑风暴法

在课堂中，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性，非常适合采用头脑风暴法进

行课堂教学，教师鼓励学生自由畅想，调动全体学生畅所欲言，在别人思想的启

发下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例如在选择海报的表达方式上，学生运用头脑风暴法

充分刺激学生的视觉以及思维，然后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展示海报的表达方式能有

哪些，尽可能的让学生多写多构思，让学生找出自己创作的作品亮点，找出最具

视觉冲击力的部分，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来完成相关部分的创作,激发学生的创

作热情，提高创作兴趣。

（四）案例导入

课程中，跟学生明确教学内容以及任务之后，分析优秀的故宫海报案例。让

学生了解故宫的知识，海报设计的基本要求以及设计要点，才能进一步去体现海

报的思想以及如何构思其排版。在案例的导入中，以 3个问题的形式与学生进行

讨论互动，并引导学生自主思考。

（五）教学过程

如图 1，该海报上的建筑是什么，有没有同学了解这个建筑的一些相关的任

何内容呢？引导学生思考该建筑的任何相关的内容，并跟学生讲述图一建筑屋脊

上神兽故事。

“古代建筑檐角上的脊兽也叫镇瓦兽，除宫殿庙宇外民宅不得安置。脊兽从

唐宋时的一只，逐渐增加到数目不等的蹲兽，到了清代形成了今天常见的“骑凤

仙人”领队的小动物队列形态。它们的数量和种类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数

量越多，说明建筑级别越高。除骑凤仙人外，古人为它们的顺序编了一个极为好

记的顺口溜：“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狎鱼，狻猊獬豸九斗牛，最后行什

像个猴。”天下间，唯有太和殿可以见到它们的全貌，这昭示着皇权至上，只有



皇帝才配享受到“十全十美”的待遇。同学们现在可以数一数案例中的建筑上有

多少个神兽呀，由此可见这个宫殿的等级。”

图 1 故宫海报优秀案例（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以上故事给学生灌输传统文化知识，并增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弘扬传

统建筑文化，进而培养学生的自豪感以及文化自信。同时在讨论中引申出第 2

个以及第 3个问题。该目的以及思政点如表 2所示。

表 2 思政案例导入互动问题设计

问题 目的 思政点

该海报上的建筑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了解这个建

筑的一些相关的任何内

容呢？

1. 让学生了解更多有关中

国传统建筑的知识；

2. 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

3. 提高课堂互动性，增加学

生参与度。

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以

及文化自信。

你们觉得这样的海报设

计美吗？结合自己所学

的专业知识说一下美的

地方在哪里。

1. 引导学生从专业的角度

去分析问题；

2. 引导学生意识到传统文

化的弘扬需要与时俱进。

3.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

培养学生弘扬传统文

化，以及要具有与时俱

进创新的精神。



创新能力。

该海报中的效果我们可

以用 PS 中什么样的工具

命令来完成？

1. 复习课程知识点；

2. 让学生思考不同的方法，

并检验该方法是否正确；

3.引导学生学习理论知识

的同时要学会实践运用。

培养学生具有工匠精

神，严谨的学习态度，

以及耐挫能力和吃苦精

神。

（六）思政点睛

通过对教学方法与教学过程的反思，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主动性有所提高，

甚至会课后主动学习自己不足的知识点，有的学生表示以前从未留意过传统建筑

相关的知识以及有趣的故事，大大的激发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同时学生们

都能够客观分析问题，具有良好学习态度与做事风格。通过学生的设计成果以及

学生创作的设计说明中分析发现，本节课在专业知识与思政学习上均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能够达到知识传授和思政育人相结合。同时课程的教学对于培养学生良

好的学习态度、团队意识、审美意识、文化自信以及创新思维有着重要的引导作

用。

（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 《计算机辅助设计Ⅰ（PS）》 刘嘉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