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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省中职质量工程

“课堂革命”典型案例评选推荐表

案例名称 平面构成常见形式及应用

学校名称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

业技术学校

申报教师姓名

（个人或团队）

不超过 4人

区平安、彭燕娟

黄海媚、黎素音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课程性质 课程类型 授课专业 学时 教学单元名称

平面构成
090300XB

023
√必修课

□选修课

□理论

√理实一体化

□纯实训

计算机平面

设计
2 平面构成常见

形式

二、案例内容

（一）摘要

本课以学生为中心，坚持“做中学、做中教、教学做合一”教学理念，校企合作，采用海报制作任

务引领教学，小组合作、自主探究开展教学过程。通过完成真实工作任务，体验学习即工作的过程。巧

用识图闯关游戏、微课、多屏显示技术等信息化手段突破重难点。教学过程注重德技并修，让学生在海

报制作的过程中感受劳动创造美的价值，提升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二）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背景：设计制作类文化传媒产业是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支柱，在国际商务交往，广告宣传、影

视传媒发展，丰富社会生活，拉动内需、解决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

用。平面构成课是设计基础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设计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能否掌握并

应用平面构成知识，是在激烈的传媒和广告设计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问题提出：平面构成的理论知识，对中职学生来说比较抽象和枯燥难懂，让大部分学生上课的时候

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同时，传统的平面构成知识学习，只是要求学生制作图例和抽



象的黑白平面图，没有专门介绍如何将平面构成的知识用到具体的设计生产中，让学生学习知识过后，

不知道知识的用处，不懂得迁移到设计实践中。

（三）问题解决的策略

问题解决思路

1.按照教育部“产教融合”的教学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将平面构成基础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相

互融合，同时注重启迪和开发学生设计思维，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设计制作与表现的动手能力，帮助学

生熟悉平面构成设计制作与应用操作规程。

2.恰当使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助学，使抽象难懂的理论和概念变的具体而生动，降低了学习难度；提升学

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效率。

实施过程与做法

本课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主要是通过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预期，激发、维持学生学习的动机和

兴趣。教学过程为在理实一体化环境中由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企业导师参与共同完成项目。按照 “探

-知-明-创-评-拓”能力训练模式分为六个环节，进行知识分阶推进、学习任务分层实施。

1. 课前：探

课前“探任务”，教师在超星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学生收集平面构成的四种形式在生活中的实际运

用，并能区分重复构成、渐变构成、发射构成、密集构成的形式，超星平台进行问卷调查、课前小测获

得对新知识的感性认识，从而进行理性分析、整理、归纳、增强学习的有效性，完成探索新知识的过程。

2. 课中：知、明、创、评

知：学生预习汇报，知道重复构成、渐变构成、发射构成、密集构成的形式和造型，学生代表分享认

知，运用自主开发识图游戏和拼图酱 APP 进行闯关游戏，内涵检测，引入竞争机制，学生小组协作，

团队作战。

明：运用体感式 VR 让学生身临其境、增强现实，直观、立体感受重复构成秩序之美、渐变构成韵

律之美，体验发射构成和密集构成空间动感情境；教师进行案例分析、知识精讲、直播控屏示范操作，

完成意义建构，突出教学重点，明确创作方向。

创：运用微课突破创作过程中的技术难点、教学资源库大量的四种常见构成图例和图例应用海报提供

创作灵感来源；学生小组合作共同探讨创意创作方向和思路，合理将重复、渐变、发射和密集构成运用

到图例制作和海报创作，突破教学难点。培养学生不怕困难，勇于挑战自我的敬业精神。

评：学生在学习通平台进行作品上传和小组展示汇报，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企业导师评价、

家长评价，通过大数据平台，最终完成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其中引入企业导师对学生作品按照广告设计

和印刷安装的工艺要求进行点评，对接行业标准实践产教融合。

3. 课后：拓

学生通过微信朋友圈和抖音作品分享，超星平台师生线上交流，巩固平面构成的常见四种形式的造

型运用，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职业认同感，让学生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实施效果

学而思则明，思而学则精。为营造学生成长的良好环境，本课教学 16 学时四个模块环环相扣，围

绕三维目标，融入“优秀团队” 激励措施，搭配岗位中多层次任务，予以配合完成项目制作。知识建

构由浅入深，紧贴岗位需求，全方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高效达成三维目标。

1.知识掌握 默化于心

通过本课教学，学生掌握了重复构成的概念、形式、要素，进行了图例识别、图例制作、海报制作。

学生图例作品上交率 100%，优秀率 93%，知识达标率 90%以上，学习效果显著。

2.能力提升 潜移于技

学生由传统单纯依赖书本和教师讲授的被动式学习转变为借助网络资源、学习平台的积极主动式自

主探究学习，学习能力得以提升；本课将平面构成常见形式的理论知识和图例、海报制作技能相融合，

学生完成递进式实训项目，制作出重复构成图例和抗疫文创海报，学生开阔了思维视野、拓展了知识领

域，专业操作技能明显提升；小组协作实践、作品展示汇报升学生分析整理、沟通交流、语言表达能力。

3.成果转化 彰显于行

学生在课堂上设计创作的抗疫扶贫海报作品，由校企合作单位佛山海泉广告设计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挑选，把优秀作品投入到实际生产中。同时学生参与学校的创新创业项目，利用本校成名广告设计工作

室承接校内和部分校外的各种户外宣传设计，从而实现教学成果的商业转化，增强学生职业荣誉感和自

豪感，培养平面设计领域的技能型人才，为“稳就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五）创新与示范

1.依托数据 精准评价

课堂将任务驱动性学习贯穿始终,将教学过程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具象，有感知和无感知、单次课

程和章节课程、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大数据平台收集教学过程数据生成综合评价。



2.课堂思政 润物无声

（1）根植爱国情怀

本课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思政元素融入文创项目，学生在项目参与过程中了解、认识抗疫英雄事

迹；制作过程中正确引导学生弘扬“中国精神”坚定“四个自信”；树立为保家卫国而努力学习的家国

情怀，增强了专业自豪感。

（2）融入美育心育

有位艺术家说：“世界本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本课通过平面构成四种常见形式的知识

技能学习，提升职业技能和审美能力，塑造学生“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美的素养、美的心

灵”，最后把创造美运用到实际生产生活中，舒缓学生疫情期间的紧张情绪、压抑心理，引导学生尊重

生命、热爱生命，实现知识技能与良好人格的统一。

（六）反思与改进

1.技能差异性

本课重点考核学生的技术能力和岗位胜任能力，93%的学生“学有所成”。由于学生美术功底存在

差异性，直接影响其审美能力和创意能力，尚有 7%的学生技能有待提升。

改进措施：按照反思性教学策略，根据教学效果进行完善后续的教学内容。①加强专业技能课程的

学习，比如：素描、色彩搭配等； ②树立学生终身学习的态度，鼓励学生争做具有新思维新观念新视

野的新时代中职生。

2.效能差异性

12%的学生学习兴趣不强，学习动力不足，对课前自主探究学习任务不能及时完成，从而导致其学

习效能不高。

改进措施：①利用多样化的信息化教学手段提升课前自主探究学习的趣味性；②加强课后“一对一”

帮扶式学习。在支持学生个性发展而因材施教的同时，使全体学生得到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