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教育案例

一、案例基本信息

案例名称 服装色彩的基础理论及应用

案例负责人 李秋梅 职称 中级

所在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案例团队

主要成员
孙淑燕、邬瑶、梁淑源

适用专业 服装设计与工艺 所属课程 服装设计基础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技能）课程

课程类型 □理论课 理实一体化课 □纯实训课

二、案例内容

课程简介

（300字左右）

（主要包括课程内容、课时、课程目标等）

《服装设计基础》课程是中等职校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的核心课

程，授课对象为中等职校服装设计与工艺二年级学生，共 96学时。

其课程内容涵盖服装设计概述、服装简史、服装风格、服装色彩、

服装廓形、服装设计方法及服装局部设计案例分析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基于理解服装设计基础理论基础上

（如：服装廓形分类、服装色彩原理、服装历史演变等基础理论），

能掌握及运用服装设计手法创作一系列具有市场及流行价值的服饰，



同时践行热心传播中华优秀服饰文化、热爱服装行业、热衷原创服饰

设计的职业精神。

摘要

（200字左右）

（简要介绍如何融入思政元素、融入哪些思政元素、效果如何等）

《服装色彩的基础理论及应用》是一节理实一体的课，根据本节

课的教学内容，在课前、课中、课后分别融入相应的思政元素。课前，

以“用眼睛看世界”的活动，使学生发现生活，探寻世界色彩的“人

情冷暖”；课中，以案例分析法激发学生对服装色彩的认知与热情，

培养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同时以实验法强调科学探索精神；课后，以

主题服饰设计活动融入原创设计精神。依据“知、情、意、行”的德

育过程，在课前、课中、课后各教学环节的融入思政，使思政元素有

机融入教学内容，从浅到深内化到授课对象的意志与行为之中。

背景与问题的

提出

（200字左右）

（针对某个教学单元或某一节课)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于服装的需求逐渐从基本的

保暖遮体转向追求时尚、个性与品味。在这一过程中，服装色彩作为

视觉的第一感受，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服装色彩的基础理论

及应用》作为理实一体化的课程类型，教学难点是学生在理解服装色

彩的基础理论之上，能运用课程知识点进行原创设计。这就要求本教

学单元在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环节中渗透和传递一种思想：色彩不

仅是服装的视觉表现，更是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育人

元素的融合，旨在让学生掌握从理论思维构建向设计实践创作表达

中，通过色彩的选择和搭配传达自己的价值观、文化理念和审美追求

的技能和素养。

结合点分析

（300字左右）

（课程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分析）

本案例深入探析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及其教学重难点，基于在理解



服装色彩的基础理论之上，要求学生能运用课程知识点进行原创设

计。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感知世界冷暖色彩”、“实验科学精神”、“原

创设计”等思政元素。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活动与思政教育有机

融合，整体课程思政体系呈现梯度式上升，从视觉感官到行为内化，

从初步感觉到思维提升，致力于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案例描述

（800字左右）

（课程思政目标的确定以及如何有效达成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如何选

取教学内容，挖掘思政元素、设计教学策略、实施教学过程、教学评

价方法等）

本案例选自《服装设计基础》课程，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服装

色彩理论及应用是课程中基础理论知识，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为后期

服装设计的铺垫。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致力于将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达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本案例思政体系构建如下图 1，首先依据课前、课

中、课后的教学环节划分三个阶段过程，整体如下：

课前以“用眼看世界”的活动激发授课对象的感觉和知觉，通过

观察与照片分析，以视觉感官世界色彩冷暖，如某学生通过观察及记

录父亲“带有岁月痕迹”的双手，感知父亲年迈与辛酸的人生经历，

从而使授课对象感悟父爱的伟大，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孝敬父母。

课中，首先以案例分析法认识知识点，使授课对象记忆中形成初

步概念，有效地突出教学重点，同时使学生产生对色彩热爱之情。二

是通过实验，将记忆转化到思维，开始探索概念的辨别与比较，加深

理解，同时采用课堂实验的方式探索色彩源于光学的基本原理，使知

识从简到繁，循序渐进地内化。学生通过动手实验打开视野，培养其

从大自然中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世界原理，发展科学探索精神，以科



学引领时代发展。

课后以服装色彩主题设计活动为载体，要求学生深入挖掘课前所

收集图片的人文内涵，以“人情味”为主题设计一系列色彩服装作品。

在该活动中，融入“以人为本”的原创设计精神的思政元素，让授课

对象理解“为人而设计”的一种人本精神，即设计服务于人，以共情

的心理状态设计出具有社会号召力量的作品，在活动中，思政元素从

心理情感到行动中有融入，有效体现课程思政效果。

综上所述，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思政环节以“感觉、知觉、记

忆、思维、想象”的认知过程构建教学过程与教学活动，以“知、情、

意、行”的德育过程构建递进式的思政主线，使授课对象的思政教育

从视觉感知到行动内化，从初步感觉到思维提升。

图 1：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图



案例反思

（300字左右）

（侧重说明思政教育实施要点、策略方法以及难点问题；陈述思政教

育目标具体达成情况以及改进思路）

据学生效果的测评反馈数据显示，96%的同学认为自己通过本节

课的学习，能较好的掌握课程的重难点知识，同时各项教学活动均能

激发感悟相应的思政元素。其中思政影响力最大的是光折射实验活

动。学生一致认为学会了从生活中探寻设计灵感，做有“人情味”的

服装设计师。

通过本案例的教学实践，反思如下：根据“知、情、意、行”的

德育过程构建思政主线，体现了思政元素从感观认知到行为内化的过

程。在如何将思政元素再次内化行为中仍需深入探讨！可在后续课程

中，探索出整个课程的思政体系，呈现一种可持续的思政教育模式。

红卫
反思要首先指出不足，不足主要是那些可以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可以纠正和改正的，并且是类似教学都会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