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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思政元素浸入环境设计课程路径——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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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全方位育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重要教学改革举

措。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环境设计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如何有效结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

要课题之一。本文以《空间与表现》课程为例，通过分析新文科内涵，找到新文科、课程思政、

专业课之间的桥梁。通过深入挖掘课程本身育人内涵，整理知识点，挖掘思政元素等方法，探

究课程思政浸入专业课的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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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Environmental Design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Taking the Space and Representation Cours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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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teaching reform
measure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qualified successors for the socialist caus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environmental
design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s one of the critical topic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Taking the course "Space and Express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ridge between new liberal ar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s of new liberal arts. It further probes into the paths and method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by deeply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connotations of the course itself, sorting out knowledge points, and exca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Curriculum;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courses; New liberal arts

引言

随着新文科教育理念的兴起与发展，在立德树人背景

下，高校各类专业课程均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发挥课

程思政协同育人作用[1]。因此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在高等教育

中的新定位逐渐明确。在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社会责任感成为教育的重要目标，而普通的思政课程难

以全方位地影响学生，因此课程思政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

要手段。因此，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中，在稳步提升学

生专业素养的同时，还能帮助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专

业素养、综合能力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三全

育人”的重要目标。

1.新文科、环境设计专业与课程思政

1.1 新文科的基本内涵

新文科是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其高速发展对社

会带来的一系列颠覆性变革中诞生的。因此现在我们讨论的

“新文科”从原来的单纯指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定义中走向了：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心灵的表达的学科

[2]。今天我们设立的大多数学科：哲学、语言学、艺术学、

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都在“新文科”的范畴中。因此我

们说“新文科”的建设，是将这些学科的教育教学理念、教

育教学方法进行更新和变革。加上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新

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结果。其目的是希望培养能够适应多

变的市场、不断变化的社会，同时在这些外部变革中能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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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保持赤子之心的优秀社会人。因此新文科的新内涵可概括

为：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所需的高度认知可塑性（cognitive

flexibility）、解决实际问题所需的会知知识（knowledge-how）、

应对颠覆性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与生存挑战所需的伦理

意识（ethical consciousness）与人文精神（humanism）[3]。

1.2新文科对环境设计专业的影响

环境设计专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领域，其课程内容

涵盖了人文、艺术、科技等多个方面。在新文科教育理念的

指导下，环境设计专业课程将发生以下变化：

首先，课程建设体系多元化、课程内容设计将融合新的

教育理念。2021年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

目指南》中，“艺术学领域新文科建设实践”的立项要点描

述为：“深入分析应对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对艺术教育面临

的挑战，总结艺术教育与科技有机融合的典型经验。调研分

析行业市场需求，特别关注文化科技融合、文化创意等产业

新需求新变化，预测相关产业人才需求，优化艺术门类专业

结构和人才培养体系。整体设计、整合优化艺术学课程与教

材体系，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4]。”

新文科背景下强调跨学科、多学科融合的学习方法，这将对

环境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产生深远影响。

2.环境设计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结合现状----以
《空间与表现》为例

2.1 空间与表现课程概述及现状

“空间与表现”是一门教授各类辅助设计软件的课程，

通过对 Photoshop、Sketch Up、3DMax软件的操作技能学习，

最直观的设计方式表达出创意想法，构建创意与现实之间的

桥梁。是贵州理工学院环境设计专业在大学二年级开设的一

门课程。教学目标是为了锻炼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及创新设

计思维能力，提高设计效率，为适应现代化信息化的设计环

境打下良好的基础。

2.2 思政元素就经浸入空间与表现课程面临的挑战

2.2.1教学内容关联度不足

当前大多数高校将“空间与表现”这类辅助设计软件课

程安排在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之中，在教学安排上与“设计学

原理”“造型基础”和“民族文化与设计”等专业课程同步

进行，导致学生在没有掌握环境设计专业基础理论，如室内

设计原理、景观设计方法等课程的情况下进行设计软件的学

习。在没有设计理论、设计方法支撑的情况下学习辅助设计

类的软件很容易陷入单纯学习软件操作、单纯地模仿别人的

设计的循环中。虽然学生个人能力有所提升，但在创新能力、

专业知识如何支撑设计建模、如何正确的使用设计规范等方

面帮助不大。

2.2.2 专业课知识点缺乏深度挖掘整理

《空间与表现》课程属于教授软件操作类的课程，其核

心是帮助学生理解现有设计，创造心中的设计。此类课程着

重软件界面的认识、软件的技能技巧等知识的讲解，比如

Photo shop软件的基础知识点一般分为以下几点：界面与基

础操作、图像基础概念、图层与蒙版、选区与编辑、色彩与

色调调整、滤镜与特效、文字与排版、输出与分享。不论课

程名称如何变换，在教授该软件时只能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因此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知识点高度统一并且不易变换的问

题。

但又由于软件的本身的目的是服务设计的，因此在结束

基础知识点的讲授后综合运用的内容又是“铺开”、“散漫”

的，难以用 1个知识点来概括。比如 Photo shop课程会涉及

到海报的制作、景观/室内平面图的制作、景观/室内效果图

的制作等内容。

综上所述，《空间与表现》课程的知识点一部分比较固

化、僵硬，以软件识别、技法操作为主；一部分知识点综合

性较强，灵活性相对较高，只要通过合理的挖掘和利用，能

够较好地与课程思政相结合。

3.课程思政元素浸入的路径探索

3.1深度挖掘专业课育人内涵，改革教育教学措施

3.1.1 挖掘《空间与表现》课程育人内涵

（1）环境感知与生态意识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环境设计的核心不仅仅是创造美观

的空间，更是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课程学习，学

生能够感知到环境设计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

设计来保护和恢复自然环境。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让他们

在设计过程中始终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考虑资源利用、

能源节约、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设计出既美观又环保的作

品。

（2）空间创新与人文关怀

教授学生如何将创新理念融入环境设计中，通过独特的

空间布局、材料选择、色彩搭配等方式，创造出具有辨识度

和吸引力的环境空间。强调人文关怀在环境设计中的重要

性，让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人的需求、行为和感受，

创造出舒适、便捷、安全的空间环境，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3）思政教育与价值引领

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如生态文明、绿色发

展等理念。通过案例分析、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思考环境

设计中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气候

变化、环境污染等，积极为环境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3.1.2 更新教学手段与方法、重视教师学生全过程参与

传统的《空间与表现》课程的课堂教学模式一般为教师

演示后学生练习，教师再指导观察的过程中又演示学生吃不

准、摸不透的地方。此类教学方法存在一个教师单向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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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单向接受的弊端。学习应该是双向交流活动，而不是单

向输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的参

与度，把学习从“被动接受”转换为“主动探索”。应该先

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后再做讲解，将“单项输出”转换为“学

生尝试思考后的主动学习”。

3.2 深挖思政元素，思政引领教学改革

3.2.1 思政元素的选择与提炼

思政元素对专业课程来说，就犹如汤与盐的关系，必须

掌握好“盐”的浓度，选择好“盐”的品质。习近平总书记

的经典比喻就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

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

[5]。”即在推进“课程思政”过程中应注意情感铺垫、价值

烘托和层次递进，把握好融入的节点和时机，实现专业知识

与思政元素的完美融合。

以《空间与表现》中以 Sktech Up课程为例，梳理整理

其知识点，选择合适的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以专业知识

点、能力培养、思政元素、价值引领为基点，将专业知识点、

思政元素、教学目标细分后一一对应，由此达到润物细无声

的目的。（见表 1）

表 1 《空间与表现》课程教学设计案例---以 Sketch Up为例

专业知识点 能力培养 思政元素 价值引领

SketchUp软件基础

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熟练掌

握 SketchUp的基本操作，

如选择、移动、绘制等基础

命令。

工匠精神：提及我国在智

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中

的国家战略，强调学习

SketchUp对于提升国家

整体技术实力的重要性。

时事案例：华为等公司在

全球范围内推广的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其中就包

含了三维建模软件的应

用。

责任感：引导学生认识到

学习 SketchUp不仅是为

了个人职业发展，更是为

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自我提升：鼓励学生通过

不断学习，提升自我，为

国家的科技进步做出贡

献。

设计原理与应用

空间想象力：通过设计原理

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空间想

象力和三维空间构建能力。

传统文化：结合我国传统

建筑如故宫、颐和园等的

设计案例，分析其中的设

计原理和美学价值。

可持续发展：介绍我国在

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政策和实践，如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低碳城

市建设等。

时事案例：提及我国近年

来在绿色建筑和生态城

市方面的成功案例，如雄

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

审美素养：通过学习传统

建筑和现代绿色建筑的

设计案例，提高学生的审

美素养和鉴赏能力。

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在设

计时能够考虑到社会和

环境的影响。

实践操作与技能提升

动手能力：通过大量的实践

操作，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实践能力。

团队合作：结合我国近年

来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中的团队合作经验，如港

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等，强调团队合作在

项目中的重要性。

时事案例：介绍我国在数

字创意产业和建筑设计

领域的成功案例，如某大

专业素养：通过实践操

作，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

和职业道德，让他们在未

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坚

守职业道德和准则。

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创造力，鼓励他

们在设计领域勇于探索、

敢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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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际建筑竞赛中获奖

的中国作品。

创新精神：鼓励学生在学

习 SketchUp的过程中，

结合时事热点和国家政

策，尝试创新的设计方法

和技巧。

3.3教学评价优化与思政素养考查

如果说教学设计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那么教学评

价就是验证此环节是否达到效果的重要手段。建立有效的教

学评估和反馈机制是确保思政教育质量的关键，这包括对学

生学习成果、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以及课程内容的适宜性进行

定期评估。

教学评价应该多样化，不仅限于期末评估，还应该包括

项目评估、课堂表现、实践能力等内容（见表 2）。且应该

逐项赋予相应的比重，每个学年根据上一学年学生的表现情

况、成绩评定情况动态检测并实时更新。

表 2 《空间与表现》课程教学评价表

考核环节 权重

平时表现

平时作业 30%

考勤 5%

课堂表现 5%

期末考试（考

查）（考查）

项目汇报 20%

项目方案 40%

合计 100%

教学评价能够直观反映学生对知识水平的掌握情况，其

中“课堂表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学生的“价值引领”

能力。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的设计，合理地在课程中设置

一个有待解答的小问题或小案例，引导学生思考解决方法或

者其中的价值。如在讲到“华为等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时，可以顺势提出问题：华为的三维建

模软件是如何将AI技术与传统的3D建模技术相结合的？以

此引出新的行业技术要点：AI技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同

时引导学生思考新技术与传统技术间如何融合。以此来达到

“价值引领”的目标。

4. 结语

空间与表现课程思政建设应将原有的知识传授与价值

塑造、能力培养融为一体，深入挖掘专业课程的育人内涵，

深度挖掘思政育人元素，将其侵入到各个知识结构中，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目的。同时通过对课程教学内容的重组解构后

形成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相结合的新型课程模式，实现“知

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在新文科背景下，积极

探索环境设计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育人机制，深化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教师引领学生，以学生为课程思政主体，加强学

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参与度，努力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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