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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乡村振兴与课程思政已是高频热词。基于乡村振兴的社会背景，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合到建筑室内设计专业课

程中，有助于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学习效果，全面

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以达到良好的教学目标及效果，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环境设计人才。

因此，本文探索建筑室内设计专业课课程中乡村振兴与课程思政的关系，探索其教学改革的可行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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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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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have become high-frequency buzzwords. 

Based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s into 

the curriculum of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 can help promote the spirit of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inherit and promo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effectivenes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students' aesthetic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achieve good teaching goals and effects, and cultivate more outstanding environmental 

design talents for societ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 courses, and explores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reform.

Keywords :     rural revitalizati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 professional courses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高校大力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和建设，从课程思政教师队

伍“主力军”打造、课程思政教学“主战场”和“主渠道”构建、

课程思政建设的规划统筹与指导、评价激励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展

开。随着国家全面开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职业教育教学作为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探究教育教学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改革着力点和

可行性，寻找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因此，在高职院校专业课的设

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可以依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作出相应

的调整。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可以从专业课程出发，完善专业设计教

学内容，更好地指引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助力乡村振兴，激励学生做

一个有工匠精神和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精神的乡村振兴实践人，实

现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课程思政的建设与发展。

二、研究现状

我国高校课程思政理念对于专业课程的改革不断被深挖、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的若干意见》[1]中明确在教学中如何挖掘、激活、利用各种思

想思政元素、精确把握各种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要点、创新教学设

计，完善课程评价是近年来的新课题。杨晓丽、刘妹《思政融入

OBE教学法在色彩搭配》[2]课程的实践与探索，邓鳌《“课程思政，

知行合一”背景下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模式研究》[3]；何君洁等

人的《高校艺术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创新路径研究——以

广东省高校为例》[4]，王雪的《艺术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

状及对策研究》[5]与苏冰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进在艺术设计

类专业中的研究》[6]，如安静的《德育在艺术设计课程中的实践》[7]

等。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振兴实践育人模式相关课

题研究成果不断丰富。韦绍兰等人以广西漓江沿岸大圩乡村资源保

护性开发的研究为例 [8]，总结出乡村振兴与教育教学之间的关联性

和可持续发展性；刘莹则通过对云南滇西乡村的研究，总结出乡村

振兴教育教学开发必须从实际出发 [9]；孙莉主张多元主体互动开展

思政教育和乡村振兴工作 [10]；张熹以昆明理工大学乡土景观课程教

学改革为例 [11]，主张以多学科融合为导向；邹维江认为要通过组建

实践性思政教学团队、采取多元化思政教学方式构建特色鲜明的课

程思政体系 [12]。牟泳宇等人通过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项目制教学，探

索“课前 -课中 -课间 -课后”全时段乡村振兴主题思政要素融入

模式 [13]。这些研究成果对本项目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186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三、可行性分析

当前建筑室内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更多是关注和强调专业技

能知识，没有从系统上对课程进行乡村实践和课程思政设计的植

入，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思想价值和审美引导。职业教育

也依然普遍存在重技能、轻素养的现象，主修课程多侧重技能，

在培养学生“思政”方面的内容投入不足。一是“满堂灌”式的

传统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新时代背景下教学活动的开展。二是虽

有乡村振兴实践项目，但与课程相匹配的课程设计任务及思政氛

围不够，授课形式单一，学习和实践效果不理想，学生在课堂上

只能大概了解乡村概貌，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够获取的成果有

限，思政育人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三是评价方式单向片面。

建筑室内设计专业课程的评价最终通过完成的设计作品来进行评

分，多侧重于专业技能评分，缺乏对于学生的意识形态、人文素

质等隐性评价。因此，基于乡村振兴和课程思政融合的教育教学

改革是当前职业教育教学的实际发展的需要，以乡村振兴实践、

专业课程教学和思政为抓手 [14]，相互共振，实现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价值塑造的三位一体，具有普遍性意义。

四、教学改革策略分析

（一）完善教学设置与具体内容，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

在以乡村振兴背景指导下，融入课程思政目标，完善建筑室

内设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探索最有效的多样化教学方法，根据

“课程思政”目标设计教学环节，创新教学活动，将“课程思政”

元素融入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体现在学习评价方案中。创新教

学设计，挖掘、激活、利用各种思想思政元素和乡村实践元素、

精确把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要点 [15]，探索最有效的多样化教学

方法，明确设计要求，项目要点，不断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

和效果。如在《居室空间设计》课程中增设“乡村民宿设计”专

题，从宏观层面讲解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及实施路径，增强

学生对国家战略的认同感，将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有机融合，如

在乡村民宿设计案例中，强调生态可持续、文化保护、社会责任

等价值观，包括乡村文化、生态环境、民俗风情等内容，结合实

地考察，促进课程思政落地、入心。

（二）“百千万工程”融入建筑室内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研究

随着 “百千万工程”的不断推进，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环境美化及文化旅游等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当前，建筑室

内设计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在融入乡村振兴元素方面仍存在

不足。一方面，部分教学内容仍侧重于城市设计，对乡村设计的

特点和需求关注不够；另一方面，学生对乡村振兴的认识不够深

入，缺乏将专业知识与乡村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所有可在《公共

空间设计》课程中，增加关于乡村改造设计、乡村风貌保护、文

化传承等方面的内容，引导学生了解乡村设计的独特性和挑战

性。组织学生参与乡村建设项目，结合“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项

目开展乡村绿道设计、休闲文化广场设计等。通过实地考察、调

研和设计实践，让学生深入了解乡村需求，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

用相结合。鼓励学生与当地村民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

和文化传统，增强设计的针对性和人文关怀。在课程教学中通过

讲解乡村建设的成功案例和感人故事，融入思政教育元素，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引导他们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相结

合，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实施效果分析

通过实施上述教学改革策略，创新教学设计，挖掘、激活、

利用各种思想思政元素和乡村实践元素、精确把握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要点和乡村实践要点，探索有效的、多样化教学方法，建筑

室内设计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将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学生不仅掌握了专业技能，还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

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更好地适应乡村振兴的需求。二是促进乡

村发展。学生的设计作品更加贴近乡村实际和村民需求，为乡村

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推动。三是增强社会影响力。通过学生

的设计实践和社会服务活动，提升了社会对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

认可度和关注度，为专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五、小结

在以乡村振兴背景为宏观指引的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培养方案指

导下，融入课程思政和乡村实践目标，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思政元

素主要基于专业课程的知识点，从乡村振兴宏观战略和实践中挖掘

民族精神、服务精神，从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发展中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职业素养，引导学生建立民族自豪感，从实践环节建立团

队协作挖掘合作和工匠精神。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思政元素可以通

过乡村育人、示范育人、环境育人、基地育人、实践育人等模式来

融入，提升立足于课程思政理念培养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人才的目标

下“课程思政”的教学能力和服务乡村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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