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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告设计课程作为学校美育的培养渠道之一必须承担起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本文试

从广告设计教育教学评价现状存在的问题中引申出立德树人视域下该专业课程教育教学评价的四点建

议,借助现代化技术,大数据支撑,使新的教育教学评价方式能够更加客观全面的呈现教育评价之最终目

的。为将来课程的发展提供中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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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德树人与教育评价 

“立德” 早出自《左传·襄公二

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三不朽。”新时

代背景下教育根本任务的立德就是要弘

扬时代新风,启人智慧。“树人”源自《管

子》“一年之计,莫于树谷,十年之计,莫

于树木,终身之计,莫于树人”。一方面,

教师应该抱守初心,站好三尺讲台,紧跟

时代,树立新的思想教育观念,不断提高

自身人格魅力和职业道德修养；另一方

面,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努力“树人”,

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教育评价是按照相关标准,运用科

学可行的方法对教学活动和评价对象进

行价值判断的行为,是实现教育目标的

特殊手段, 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当前课

程教育主要存在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

价两种机制。终结性评价是对课堂教学

达成的效果进行合理的评价,评价结果

一般以考核性的分数为主,从而做出教

育效果的判断,鉴定合格与否。与终结性

评价不同,形成性评价则关注学生学习

的过程。美国教育学家布卢姆曾指出：

形成性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学习者分

等级或鉴定,而是帮助学生和教师把注

意力集中在为进一步提高所必需的特殊

学习上。无论是终结性教育评价还是形

成性教育评价,均是学校教育管理必不

可少的内容。 

立德树人视域下的教育评价应是重

视学生身心发展,强化品德发展,优化学

业发展的综合评价。实施新时代立德树

人伟大工程,我们要以良好的德行作为

立德树人的内核,将德育糅合成教育评

价的基本指标,丰富教育评价的方法与

手段,使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 

2 广告设计教育教学评价的

现状 

广告设计课程属于艺术门类,是我

国美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要

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

育人,提高学生审美。广告设计课程的开

展,应当在满足美育的前提下融入德育,

使美育有德,德育有美。 

总体而言,当前广告设计教育评价

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①教育教学评价

着重对教学和管理的评价,忽视学生学

习质量和自我的评估。具体到广告设计

课程则是只注重学生学习结果,以学期

学习 终成果完成评价的环节。这样的

评价方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忽略了

学生的学习过程, 终会影响学生学习

增值的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要求我们认识到学生不光是学习的主体,

同时还是评价的主体。在广告设计教育

教学评价体系中,学生自我评价这一环

节的存在感明显不足。②以往评价方式

模式化严重,灵活性不够。广告设计课程

大多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的折

算汇总来评价学生,进而以评价学生的

结果换算该课程的教育评价。靠平常表

现和学期期末这两个时间节点结果来实

现教育评价的方式过于单一,容易形成

轻过程重结果,轻实践重理论的局面。丰

富该课程教育教学的评价方式显得十分

必要。③新时代背景下学生的学习需求

与成长期待呈现出新的高度。除了要求

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之外,还注重个人

良好品德的养成。在广告设计课程以往

的教学过程中,专业知识的传授是课堂

开展的全部要素,对于学生个人修养和

职业道德方面的潜移默化几乎空白,换

言之,课程的美育过程缺少德育的熏陶。 

3 广告设计教育教学评价的思

考与建议 

立德树人,以德为先。在实践教育教

学的过程中应使学生将道德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广告设计教育教学的德包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告设计行业职

业道德、职业素养等内涵,只有在专业教

育的过程中润以道德教育,在教育教学

评价体系中增设德育要素,广告设计教

育教学才能更好的践行立德树人这一根

本任务。 

3.1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评价理念 

教育要以人为本,教育评价同样要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教育评价观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导向,在评价过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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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接受人的差异

性,以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展评价活

动,在培养学生广告专业技能发展的同

时,施以道德教育,使学习者不断提高个

人修养,知恩感恩,爱惜自己的专业,爱

惜自己未来的工作岗位,力争促进学生

在接受美育的同时发展德育。广告设计

教育教学评价的实施要以形成性评价机

制为落脚点,将评价行为贯穿整个学习

过程。以人为本的教育评价理念和形成

性评价机制就像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的两

双手,一手指方向,一手抓落实。 

3.2校本评价为主,校企合作平台辅评 

以往广告设计课程的学习成果主要

分为理论知识测评和实操作品测评,实

操作品的测评通常呈现为广告作品鉴赏

或制作,以学校为主体的评价体系具有

较强的主观性。介于此,为保证学生学习

效果得到更加客观真实的反馈,为确保

教育评价更加实际有效,在坚持学校教

师评价,学生自评互评的基础上,引入第

三方的客观测评：邀请校企合作平台上

优秀企业客体参与评价,企业评价的着

重点在于市场需求和职业道德考量。广

告设计 终是为社会服务,只有真正摸

清社会市场需求,有的放矢,遵守行业规

则,遵纪守法。广告设计的教育教学评价

才能达到以评促教,以评促发展的目的。 

3.3官方公益设计大赛支撑评价体系 

官方公益设计大赛,是指官方平台

发布宣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为社会

公众利益服务的赛事。公益广告和广告

设计课程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学生通过参与官方公益设计大

赛,在促进其专业技能的提升同时有助

于其形成公平的竞赛观和应有的团队意

识。通体而言,公益设计大赛更亲睐中华

民族传统精髓散发时代魅力的设计作

品。参赛者在追求高质量的广告作品时

会仔细研磨竞赛要求,在传统文化元素

中寻找广告切入点,通过自我提炼自我

升华的过程提高参赛者对祖国历史文化

的敬畏之心、热爱之情,提高民族文化自

豪感。作为广告设计教育教学评价的多

元主体之一,官方公益设计大赛从侧面

把控了学习成果的科学性和伦理性,促

进了参赛者职业素养的养成。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广告设计教育教学评价德育方

面的基本需求。 

3.4与时俱进,移动端平台提供数字

化测评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处在

信息化大爆炸时代下的人们早已习惯竖

屏化信息传达的方式。随着5G时代的悄

然来临,移动端的资讯显示已经成为当

下社会传播信息的主要阵地。得益如此,

广告设计教育教学的评价渠道也得以拓

宽。区别于传统的电视广告,移动端平台

对其投放的广告有着时间和模式的规定,

这对作品制作者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除此之外,作为学校广告设计课

程的开展需要,在面对市场上纷繁复杂

的诸多媒介中,选择怎样的投放平台显

得尤为重要,就笔者和教育同行使用经

验而言,类似于学习强国的APP就是较为

理想的投稿平台。红色主题,绿色环保和

美丽中国等素材都是适合该平台的设计

来源。正因为平台对作品内容和质量有

着高要求,所投稿作品才能体现新时代

背景下教育教学评价的科学性。时代在

发展,社会在进步,广告设计教育教学评

价需与时俱进,数据化、科学化的评价机

制将会是未来教育的得力抓手。 

4 结语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公民品德

教育时不我待。立德树人视域下的广告

设计教育教学评价须紧扣时代脉搏,与

时俱进,活用新技术,善用新平台,以多

元化的评价方式保障教育评价科学有效,

让教育评价回到 初的初衷：以评促教,

以评促学,以评促发展。 

[参考文献] 

[1]汪明星.立德树人,做好学生的引

路人——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J].学

周刊,2020,(19):153-154. 

[2]阴凌云.立德树人视域下的艺术

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探索[J].安阳工

学院学报,2020,19(03):108-111. 

[3]高静,李森.“五唯”教育评价的

反思与突破[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0,(2): 

59-64. 

[4]孟晓东.教育评价旨在促进学生

生长[J].江苏教育,2015,(43):15-17. 

[5]任友群,郅庭瑾.立德树人要扭转

教育评价指挥棒[J].人民论坛,2019,(6): 

31-33. 

[6]张九旭.我国高职教育评价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陕西教育(高

教),2019,(03):53-54. 

[7]王烁,宗序连.形成性评价的理论

内涵与实践反思[J].教学与管理,2020, 

(15):1-4. 

[8]张殿尉.智能化教育评价领域演

进路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J].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20,18(01): 

110-114. 

[9]梁民达.抖音带货:短视频中的植

入式广告探析[J].视听,2020,(6):217-218. 

[10]孙宇.关于高校思政课课程考

核的思考[J].智库时代,2019,(42):57+59. 

作者简介： 

黄云(1990--),男,汉族,湖南省常德

市人,研究生(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设

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