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装色彩与图案设计--龙门农民画衍生产品开发与制作》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建设计划 

 

一、课程专业目标 

1）让学生了解龙门农民画，培养学生对农民画的鉴赏能力。 

2）训练学生如何提取农民画元素及在服装服饰上应用的能力。 

3）培养学生在服装设计及制作的能力，培养学生参与项目的技能。 

4）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 

二、课程育德目标 

1）通过对龙门农民画发展历史的学习，让学生体会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翻天

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越来越好，培养学生爱党爱国情怀。 

2）农民画在绿水青山上的表现力非常震撼，培养学生注重环保理念，守护

我们的家园。 

3）培养学生注重传承本地优良传统文化，结合专业知识发展传统文化，建

立文化自信的信心。 

三、课程建设思路 

（一）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1.从服装色彩与图案的历史发展中挖掘思政元素，如龙门农民画色彩与图案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民族精神和审美观念，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2.结合龙门农民画产品开发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环保、

可持续发展等，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 

3.从服装设计行业的职业道德和规范中挖掘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和诚信意识。 

（二）教学资源建设 

1.编写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集，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案例中，为教师教学提

供参考。 

2.制作课程思政教学课件，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3.录制教学实践视频，提供教学资源共享、互动交流等功能，方便学生自主



学习。 

三、课程建设内容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的号召后，我们把教学、科研与本土文化有

机结合起来，通过此课程建设，希望对年轻教师和学生成长起到辅助作用，培养

学生的专业技能、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创新创业的能力。《服装色彩与图案设

计--龙门农民画衍生产品开发与制作》课程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每周 2节课，

以项目为导向开展教学，项目的完成结果是我们考核指标。这几年，我们团队对

龙门农民画元素在服装和服饰上的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将拓印技术与版画技术

相结合，借助新材料和新的电脑雕刻技术，研究出一种新的印花工艺，该技术可

以应用在纸质、布料、陶瓷等材料的印花上，可以应用在平面印花上，也可以应

用在凹凸面的印花上。同时培养学生注重传承本地优良传统文化，结合专业知识

发展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信心。具体的课程建设内容有以下 5个方面： 

3.1 学习建国后龙门农民画的发展史及鉴赏 

龙门农民画从 1972 年开始创作活动。七十年代农民画作者满怀豪情绘画家

乡发展变化的墙报画、生活画、劳动画；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喜悦心情

的反映，再到九十年代以后，龙门农民画家基于对“南蛮文化”的思考，创作的

《舞火狗》、《五谷之神》等作品，龙门农民画的独特风格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

演变、创新、发展。1988 年龙门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

乡”。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抽象风格和民间审美情趣的绘画技法，使龙门农民

画成为现代民间绘画门类中的一个独有画种。1998年被广东省文化厅命名为“广

东省民族民间艺术（农民画艺术）之乡”，是广东省唯一的农民画画种。通过对

历史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到农民生活的巨变，感受到共产党的伟大，也让学生了解

农民淳朴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是对美好生活的描述。 

3.2 拓印相关知识及硅胶拓印模具制作 

硅胶拓印模具制作要在培养学生关注和兴趣的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的认同教育。让学生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与价值，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国情社情，维护国家利益，具有推动民族复兴和社会

进步的责任感。在讲授制作过程的同时，还应阐述模具制作背后的逻辑、精神、

价值、思想、艺术和哲学，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将正确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



有效传达给学生。 

3.3 印花浆料调试 

印花浆料调试过程中应注重生态文明和环保理念的培养，要求学生牢固树立

保护环境、循环利用物料、降低能耗物耗的意识。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人与自然、

人与环境的依存关系，自觉关注并主动参与环境的保护，让他们的环保意识转变

为环保实践。大学生作为祖国建设的核心力量，更是要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和生

态文明价值观，为保护环境和改变生态做出积极的贡献。 

3.4 印花技巧 

新型印花是传承了拓印、版画、丝网印花的新时代技术，分别提取传统手工

艺的优点，利用硅胶新材料可塑性高和有弹性的特点，达到多色印花一次成型的

效果。制作过程中要讲清楚拓印、版画、丝网印花的发展历史、发展脉络、基本

走向，讲清楚传统手工艺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引导学生处理好传

承和创新的关系。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传统文化，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

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提升其感召力，激活其生命力。 

3.5 龙门农民画衍生产品开发 

要求学生将带有龙门农民画元素的作品通过实物展示的形式，在课堂上向全

班同学展示。学生通过分享作品灵感来源、作品制作过程、完成作品后的感想等

在课堂内部进行交流。老师按照学生展示的作品，从思想、理论、方向上整体把

握，引导学生讲授的方向，促使学生更好地把握共享发展的重要思想，了解当下

中国国情和社会经济制度。根据学生作品的完成情况，进行课内的审核和评估，

主要从学生作品的质量、灵感来源的完整性、社会价值理念的认知程度、学习的

态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价，以此作为课内交流部分成绩的依据。 

四、课程考核评价 

1.建立多元化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将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程度、能

力提升情况和价值观念形成等方面纳入考核评价范围。 

2.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性考核包括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情况、小组讨论参与度等，终结性考核包括课程考试、项目实践成果等。 

3.注重考核评价的反馈作用，及时将考核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引导学生发



现问题、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果。 

五、支持保障措施 

近年来，根据东江流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所需，团队立足于本专业，与龙门

农民画协会及画家开展合作，提取农民画的艺术精华，把农民画的元素提取运用

到服装及服饰产品的开发上，把服装和服饰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传承和发展本

土文化，同时引导学生创新创业，打造具有本土文化内涵的服装品牌；为了响应

国家保护海洋生物的号召，我们对大湾区的鱼类种类做了大量调查，收集高达

100多种鱼类标本，通过硅胶材料做成模型，把模型运用到布料、宣纸等拓印上，

用我们创作的作品去宣传海洋生物保护意识，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思

维，提高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团队所研发的项目得到多家企业的青睐，惠

州鹅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第二届中国高校成果交易会上与我们签订 20 万的交

易合同。 

通过多年实践教学，我们将相关成果转化成理论教学课程，从学生在课堂上

制作的一些服装、服饰及工艺品，可以看到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以

及归属感，树立保护、传承以及创新地方文化的理念。使得学生学以致用，学有

所成。让更多的人了解龙门农民画艺术特点以及喜欢上这种艺术工艺，同时积极

推动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六、课程建设进度安排 

（一）第一阶段：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教学方案设计（2024年 9月- 2024年 11

月） 

1.成立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明确团队成员分工。 

2.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制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3.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案，包括教学方法、教学资源、考核评价等方面。 

（二）第二阶段：教学资源建设与师资队伍培训（2024 年 12月- 2025年 3 月） 

1.编写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集和制作教学课件。 

2.录制教学实践视频。 

3.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训和教学研讨活动。 

（三）第三阶段：课程教学实施与评价（2025 年 4月-2025年 6月） 

1.按照课程思政教学方案实施教学。 



2.开展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收集学生反馈意见，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 

（四）第四阶段：总结与推广（2025 年 7月- 2025年 9月） 

1.总结课程思政教学经验，撰写课程思政教学总结报告。 

2.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推广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和经验。 

 

 

 

 

 

 

                                                          王铄娜 

                                                         2024-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