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属学院: 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

课程名称：设计概论

课程类型：CC 理论课（含实验、上机或实践）

章节名称：第五单元：设计的哲学与文化

案例名称：铸魂育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魂熔铸设计之美

——《设计的哲学与文化》课程思政案例

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一）课程基本信息

《设计概论》是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一门理论与信息

相结合的课程，也是设计专业的导入课程，主要研究和概述设计现象、设计基本原理、世界设

计的发展进程等，设置在学生低年级阶段，作为《专业导论》和《环境设计初步》的接续课程。

（二）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设计概论》，使学生较全面地掌握设计的基本理论，树立理性的设计思想，

从整体上明确设计的概念，设计的多重特征，了解设计所涉及的领域、分类及设计师需掌握的

知识技能，明确专业学习的方向。结合本专业实际情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鼓励学生回归设

计本源，打破专业界限，形成多学科综合的设计思维，并帮助学生理解不同的设计基本原则和

理念，掌握设计方法。

（三）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阐述了设计的研究范围、设计的类型、设计的原则与方法、设计的哲学与文化、设

计师、设计批评、走向未来的设计这几大主题，与学生共同探索设计发展的脉络与规律，使学

生掌握艺术设计的概念与意义，了解设计史并熟练掌握各历史阶段出现的代表作品、设计现象

及设计流派，学会辩证分析世界各国优秀的设计成果与经验。通过本课程的讲授，能帮助学生

构建较完整的知识体系，提高设计文化修养和审美意识，树立理性的设计思维，为专业学习奠

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四）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

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地吸收”
[1]
。而艺术设计，是一门涉及社会、

文化、生态、经济等多因素的实用性、综合性学科，可通过案例分析、比较分析、讨论探究等

教学方法，将设计专业知识技能教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工匠精神、大设计观等思政元素相

融合，融入课堂教学的全环节当中，真正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二、课程某章节的教学展示

（一）教学目标

本章节的教学目标分为显性与隐性目标来实现，通过课程教学让学生获得专业知识与技

能，透过课堂融入思政元素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中华美育的传播者。

1.课程教学目标：使学生理解对设计哲学、设计美学、设计文化的宏观定义，并通过辩证地分

析“四对关系”——即设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设计与消费的关系，生活方式与艺术设计的关

系，设计与文化的关系，培养学生理性的设计思维，拓宽美学视野，帮助他们养成在日后的设

计实践中独立思考、善于思考的好习惯。2.思政育人目标：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

信，在设计实践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形成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勇于创新、追

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与养分，于设计实践中传承。

（二）教学内容

本章节通过对设计艺术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分析，阐释了设计是融合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观念文化的综合体
[2]
，设计与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与影响，设计是一种造物文化。探讨了设

计内容与形式、设计与消费、设计与生活方式以及设计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关系。

（三）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表 1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

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方法 课程思政的成效体现

造物文化概念导入 设计要以满足人的需求为导向，

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宋代的瓷

案例分析法 帮助学生建立“人民至上，为人

民大众服务”的设计思想价值取



器、明代的家具等。 向。

东西方设计文化辨

析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哲学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传统

设计、纹样中的体现。

启发教学法

案例分析法

使学生形成“大设计观”，增强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感。

设计文化的创新性 设计文化的创新是指以创新精

神开创物化的文化。

案例分析法

小组讨论法

让学生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内化于心，

促使他们在日后的工作实践中

彰显。

设计文化的时代性

与民族性

优秀成功的设计都具有鲜明的

民族文化特色并能与当代社会

发展趋势相融合，中国设计要想

成功走出国门理应如此。

案例分析法

小组讨论法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让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充

满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鼓励他

们创作出中国的好设计。

（四）案例导入

表 2 案例说明

造物文化概念导入——案例引申 中国传统造物设计：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宋代的瓷器都是作

为贵族的生活器皿，为提供生活便利而被设计出来的；明代

的家具根据人体结构设计出适宜的角度和高度。

东西方设计文化——问题启发 中国传统文化在环境设计上的体现：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是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哲学思想的体现，举例苏

州园林。

设计文化的创新性——案例引申 典型案例：港珠澳大桥开创了海上公路桥的新纪元。

设计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问题启发+案例引申

中国联通、银行标志、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陈幼坚的茶语茶

馆、重庆来福士广场。

（五）教学过程

1.课前通过问题启发+视频导入

通过对“什么是文化？”、“设计是不是一种文化？”的提问引发学生思考和讨论，让

学生对文化以及设计文化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再播放视频让学生正确理解“设计是一种造物

文化”的概念。

2.课中通过不同教学方法相结合进行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价值的熔铸



（1）通过造物文化概念的导入让学生理解：“Design”一词的概念虽源自西方国家，但早

在我国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就已出现，据此引入中国传统造物设计的代表案例——青铜器鼎、

宋瓷、明家具。此环节让学生建立起 “人民至上”的设计思想价值取向。

图表 1 商周青铜器 图表 2 宋代瓷枕 图表 3 明代家具椅

（2）分析讲解东西方设计文化的不同，提问学生“中国传统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上有何

体现？”引发思考并导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园林设计上的案例，苏州园林在世界园林设计史

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直到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仍然可以在现当代的中国设计中

得以彰显。

（3）创新是设计的生命，要懂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据此引入港珠澳大桥，分析它

在桥梁设计史上的重要角色和意义。

图表 4 苏州园林拙政园 图表 5 2021 年学院杯中国室

内与环境设计大赛金奖作品



图表 6港珠澳大桥

（4）对设计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概念分别进行讲解，引入兼具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的

中国设计，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

3.课后思考与作业

选择一位最欣赏的设计师并挑选 2 件最喜欢的设计作品，分析其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可采用视频、ppt、文档等多种形式进行呈现。举例：美籍华人设计师贝聿铭的作品香

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分别体现了“曲水流觞”和“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

（六）思政点睛

课程思政教育的本质是由表及里，显性与隐性相结合，同向同行，铸魂育人。要通过深

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入学生的设计价值取

向当中，帮助学生构建“大设计观”的设计观念，引导学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设计创作导向，

并在创作中秉持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图表 7 世博会中国馆 图表 8 中国银行标志 图表 9 茶语茶馆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当

开路先锋、争当事业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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