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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数字设计》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法，将红色精神融入其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

合，使学生能够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数

字设计》课程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创业意识，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

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们普遍

反映该课程内容丰富且生动有趣，提高了自身的学习兴趣和对知识的探索欲望，增强了自身创新创业意

识和实践能力。该课程整体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

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能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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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at the course of “Digital Design” adopts the Case method, and in-
tegrates the red spirit into it, realizing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so that stu-
dents can combine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and cultivate stud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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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tive spirit and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rse of “Digital De-
sign”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ultivating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
bility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wareness, enabling them to apply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y have learned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ontribute their own efforts to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strong country.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generally reflect that 
the content is rich and vivid, which enhances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desire to explore 
knowledge, and enhances thei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wareness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e course has overall achieved the expected goals, while helping students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view,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so that they can shoulde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build-
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in their future studies an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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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百年来，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

宏的史诗。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鲜血和汗水

换来的。我们要学习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龙江红色精神，将其融入到高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设计》课程采用了案例教学法，通过多个实际的案例，使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专业课程的

应用价值，并使学生能够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课程将思

政元素融入其中，使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该课程主要介绍了《数

字设计》中的平面设计、模型制作、动画设计、交互系统设计等内容。它主要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平面设

计、三维建模、动画制作等相关软件进行平面及三维模型的创建、编辑与修改；能够利用二维或三维图

形工具对二维或三维模型进行编辑、渲染和动画制作；能够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音频视频的处理。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平面及三维设计中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数字设计》这门课程相对而言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通过在项目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进行教学和实践，从而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

时该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在实际项目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在教学实践中，团队成员带领学生积极参加国家级和省级相关项目的实践，不断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该课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依托部分网络平台、例如：腾讯会议、腾讯课堂、QQ、

钉钉在线教学平台等多种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授课与讨论。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数字

媒体技术在各个领域中应用技能，同时提高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们普遍反映该课程

内容丰富且生动有趣，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学习兴趣和对知识的探索欲望，而且增强了自身创新创业意识

和实践能力。本课程整体上达到了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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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艺术设计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在今后的学

习工作中，能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为此，在《数字设计》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我

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展“1 + X”的教学模式，通过线上与线下课程相互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1 + X”模式是指在课堂上讲解完数字艺术设计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后，结合本专业课程内容以及龙

江红色精神，通过实践活动实现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为了更好地进行数字艺术设计课程思政实践教学，

我们以专业课程为载体，在课程中融入红色精神元素，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更是每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1]。因

此，我们在课程设置中对相关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第一个调整是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基本知

识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相关内容；第二个调整是增加了黑龙江红色精神相关内容，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让学生更好地学习红色精神；第三个调整是将龙江红色精神与数字艺术设计相关内容进行整合。比

如在进行数字艺术设计专业理论知识讲解时，引入中共党史内容；在进行数字艺术设计技能训练时，增

加黑龙江省红色精神相关内容。这样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也增强了学生对龙江红色精神的认识与

理解。我们将黑龙江红色精神中与数字艺术设计相关内容整合后设置为一个教学项目——“龙江红色精

神”。为了更好地讲解“龙江红色精神”，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龙江红色文化。龙江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

党在黑龙江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历史遗迹、文物、文献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先进文化

形态。它包括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的黑龙江革命遗址遗迹、文物和文献等资源，以及黑龙江地区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革命活动、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等历史进程。 

2.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 结合《数字设计》课程特点，将党史教育、思政教育等融入课堂教学。如： 
1) 教师可将党史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2) 教师可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料室等平台，搜集与党史相关的红色书籍、文献资料，结合线上线下

学习平台，向学生分享党史相关知识。 
3) 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线上学习小组讨论活动，通过网络交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

主动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 教师可组织学生到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活动，使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新中国成立的发

展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学生在实践中感知党史、学习党史，从而更好地弘扬龙江红

色精神。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如投影仪、多媒体教学平台、案例相关的图片、红色教

育动画等，将《数字设计》课程中的红色故事、历史事件以及设计作品展示出来，使学生在观看视频的

同时，加深对党史的印象。如：在《龙江画派》这一章节中，教师可利用投影仪将黑龙江省重要红色文

化遗产和历史事件进行展示，如“抗联纪念馆”“哈尔滨红博馆”“哈尔滨美术宫”等，通过对这些革

命历史遗迹的展示，让学生了解龙江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此外，教师还可将动画形式融入到课堂教学

中，如：在《红色文化》这一章节中，教师可利用动画的形式介绍黑龙江地区红色文化遗产及相关设计

作品，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弘扬龙江红色文化。 
(二) 发挥线上线下平台优势，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一是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教学互补，即通过网络平台，教师可将视频、图片、

文字等形式的教学内容进行制作，并上传到学习通平台上。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学习相关知识后，再进行

线下课堂的讨论和交流，有效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二是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教

师可在线下课堂中通过在线测试等方式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线上学习后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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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课下进行探究与讨论，实现线上线下互补的课堂教学模式。三是通过项目驱动式教学方式，提高

学生实践能力。教师可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利用课程网站、腾讯会议、慕课等平台对项目进

行设计和实施。让学生通过实际项目实践，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结合专业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

专业兴趣及职业素养。如：教师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分享与《数字设计》相关的党史故事、思政故

事等内容。通过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提高其专业能力和综合

素质。 
本课程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注重将红色精神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形成师生互动、共同成长的良好局面。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首先在第一堂课上，由专业教师进行思政育人的宣传讲解，向学生介绍“龙江红色精神”的主要内容、

内涵及形成过程。让学生了解“龙江红色精神”所蕴含的政治内涵和历史意义。其次，利用腾讯会议平

台上的雨课堂进行在线教学活动。通过雨课堂平台可以实现课前预习、课堂讨论、课后答疑等多种互动

方式，提高教学活动的灵活性和趣味性。学生可以在雨课堂平台上观看视频、听直播课程、与教师进行

交流互动等。再次，利用线下教学活动。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学习讨论和展示，让学生在讨论中分享自己

的想法和观点，对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同时安排学生开展“学习红色精神”实践活动，例如：观看红色

影片、参观红色场馆、调查实践等。最后，通过课下作业的形式巩固学习成果。利用雨课堂平台进行课

后作业布置和批改，并对学生进行学习情况、完成情况的反馈和评价。 

3. 教学效果分析 

(一) 教学成效分析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结合学生专业特点，采用“课堂讲授 + 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数

字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将红色文化与专业课程融合起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

识的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创新思维都得

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同时，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了红色文化的熏陶。教师将红色文化与专业课程融合

起来，通过红色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理

想信念教育。 
(二) 对教师自身的影响 
高校作为重要的主导，需要积极主动的展开相关的培训和再教育工作[2]。教师从自身做起，提高思

想政治素养和个人道德修养；将红色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中，用优秀的思想文化去感染学生、熏陶学生；

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增强教师对思政课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创新意识；利用各

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中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充实自己，做到与

时俱进。 
(三) 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综合能力得到

了提高。在学习中，学生了解到了黑龙江的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等，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提高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同时，学生还利用所学知识，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例如，在参与“传承龙江

红色精神”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学生了解到黑龙江的革命历史文化、生态资源文化、历史文化等方面

的内容，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意识。在调研过程中，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作用。通

过实践活动的开展，让学生明白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将

红色文化与专业课程融合，使得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提升，通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感受到了“红色精神”对他们的影响，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后，将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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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到生活中去，增强了对家乡的热爱，感受到家乡的变化。通过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校门，使他们的视

野更加开阔。同时也使教师获得了提升、获得了成长，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2]。 
(四) 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启示 
通过开展《数字设计》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为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了经验和借鉴。高

校教师要把思政教育贯穿到各门课程中去，把思政教育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中。通过不断地探索和研究，

使思政课变得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亲和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使学生在

思想上、行动上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红色文化”以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为内容，具有较强的感

召力和感染力。将“红色文化”融入《数字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中去，可以增强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热情。此外，教师可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来教育和引导学生正确认

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可以在潜移默化中

让学生体会到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4. 特色与创新点 

该课程思政教学实践项目在内容设计上具有鲜明特色，不仅注重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而且关注红色

文化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教学中注重与思政教育内容的结合，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的目标。在课程

思政教学实践项目中，教师注重将红色精神与专业课程相结合，挖掘红色资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充分

利用课堂教学的机会向学生宣传龙江红色文化，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入了解龙江革命先

烈的事迹和精神。此外，在实践项目中，教师充分利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中设计的“龙江红色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龙江故事，通过项目实践和红色故事讲解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该教

学实践项目还注重将思政元素与专业教育内容相结合。课程思政教学实践项目中融入了红色革命精神、

中国梦教育等内容，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学习到相应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能够通过“中国

梦”教育更好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和信心。课

程思政教学实践项目充分发挥了思政教育在专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5. 结语 

我们要延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历

史作为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它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3]。弘扬龙江红色精神，坚守初心使命，

以更高的热情、更饱满的斗志、更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去。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加强自身

理论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与实践，发挥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根据本专业特点深入挖掘课程

思政元素，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

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3]。 

基金项目 

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课题。课题项目：龙江红色资源在艺术类课程思政中育人价值

及传承路径。课题类别：省专项重点课题。课题编号：GJE14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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