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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手，已逐渐渗透到各学科课程教学中。本文以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为例，

探讨了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视角出发，如何有效地将课程思政理念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并形成系统的教学路径。通

过发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评价机制三个方面，构建了“以花育人”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旨在

推动插花艺术的教学不仅传授知识和技能，还通过文化自信的提升、工匠精神的培育、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以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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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subjec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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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言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陶行知先生言：“先生不应该专教书，其责任是教书育人”[2] ，“师

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3]。可见传道是学生培养工作的首要任务，高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更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4]。

课程思政的本质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强化使命担当，教育引导学生

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5]。

如何在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教学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教学使命 [6]，使插花课程与思政教

育实现协同效应，是本次教改的首要目的，而思政教育元素从哪里挖掘和提取更是重要任务。文化传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 [7]，尤其

是在中国传统艺术领域，如插花艺术，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蕴含了深厚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8]。插花作为一种源远流长

的艺术形式，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对美的追求以及对生活哲学的独到理解 [9]。这些文化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将插花艺术的文化传承与课程思政教育结合，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认同感，并在思想上引导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而培养其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

因此，本文将插花艺术的文化传承与课程思政教育相结合，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深入挖掘插花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通过思政教育传递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发掘、教学方法创新、评价机制改革三个方面，来展示

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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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发掘和提炼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中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

中国插花艺术不仅是一项技艺，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10]。教

师全面梳理并研究了中国插花艺术的历史演变、流派特色、花材

文化、色彩象征意义以及审美标准等核心理论。同时，团队还结

合了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符号文化和民俗文化等相关资料进行深

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插花经典文献、唐诗宋词以及文

人书画等文化资源，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

到插花艺术的教学中。具体内容涵盖了构思与立意、花材和色彩

搭配、造型设计、修剪与固定技术，以及作品鉴赏等多个教学

环节。

在第一模块的插花艺术概述教学中，教师通过解析花卉艺术

概念并展示我国在加拿大国际立体花坛大赛获奖作品，让学生在

理解概念的同时欣赏中国精湛技艺，增强民族自豪感。此外，还

通过展示婚礼案例图片和介绍本土花卉奢侈品牌，进行思政教

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第四模块的插花基本方法教学中，

除了讲解花语概念及东西方花语的差异，还结合花材的特征、生

态习性、名称等资料，介绍花语的来源，如红掌象征“火热的

心”，鹤望兰代表“自由”，竹寓意“气节”“虚心”，以及桃树

有“辟邪”“驱鬼”之意等 [11]。这些内容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兴趣，

还拓展了其文学知识和文化自信。

表1 课程教学内容中的文化元素和思政元素

序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文化体系 思政体系
思政

元素

教学

目标

1
插花艺术概

述

插花艺术的概

念与范畴

插花艺术的分

类与应用

生活美学

文化符号
审美情趣

文化

自信

以花

育人

2
插花艺术发

展简史

中国插花艺术

发展简史

历史文脉

思想哲学

文学艺术

传统节日

与习俗

人文积淀
文化

自信

3
插花设计的

基本理论

插花的构图原

理与法则

插花的色彩 

应用

色彩文化

平衡之道
理性思维

工匠

精神

4
插花的基本

方法

花材

花器

插花基本步骤

花文化

以器启道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人格

发展

5
东方式插花

艺术

东方插花基本

知识插花实践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团队协作

问题解决

技术运用

实践

创新

6
西方式插花

艺术

西方插花基本

知识插花实践
礼仪礼貌

团队协作

问题解决

技术运用

实践

创新

7 花艺设计

花艺设计基本

知识

插花实践

爱岗敬业

自强不息

团队协作

问题解决

技术运用

实践

创新

二、改革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

传统插花课程教学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较少。为

更好融入课程思政，应探索能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并强化思政教育

的新型教学方法。在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的教改实践中，通过将

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旨在提升学生的插花理论知识和

创新思维等技术能力，以及文化自信、人格发展和家国情怀等非

技术能力。前者体现在插花作品制作的实践教学中，后者则通过

将思政元素渗透到理论教学中实现。接下来，将通过理论教学和

实践教学的具体案例来阐述教学方法。

（一）理论教学

以第二模块插花艺术发展简史为例进行阐述。这一章节的重

点是让学生了解插花在古代最初的形式、插花的起源地及插花的历

史进程。本章的思政教育目标是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信心。思政元素的挖掘是从我国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作品

和传统节日与习俗中得来，将这些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插花的

历史进展讲解中。比如课堂上首先提问插花艺术的起源地在哪里，

引出世界上的两大插花流派，即东方插花和西方插花，前者源自中

国，后者源自古埃及。继而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插花艺术可以

追溯到我国的什么朝代，其在古代最初的形式是什么等诸多问题。

中国插花艺术发展简史从殷周、秦汉时期一直到近现代都一一

为学生进行介绍，其中隋唐、宋时期作为插花艺术发展的兴盛期，

需重点讲授。从风俗节庆、唐代国花、宫廷花事、民间花事等来展

示插花艺术进入黄金时代的特征。如在中国唐代，牡丹被视为富贵

的象征，立为国花，在罗虬的《花九锡》中以礼仪替牡丹封锡 [12]。

再如引《隋书》中对洛阳“显仁宫”和长安“西苑”的描述 [13]，

及唐诗《长安早春》的诗句 [14]，来展现宫廷和民间造园赏花的兴

盛。此外，日本花道正是起源于我国隋唐时代，由日本使臣小野妹

子将中国插花艺术带回日本，从此对日本花道产生了深远影响 [15]。

由以上对插花艺术历史的了解，可以让学生知道插花艺术是中国古

老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五千年悠久

文化的积淀，值得我们每个人骄傲与自豪。但东方插花艺术起源于

中国，发展却在日本，如今或许有人已经忘记中国传统插花的魅力

以及它曾经的巨大影响力，甚至世界插花艺术界也认定日本才是东

方插花艺术的中心，但我们不能因为树的枝繁叶茂而忘记了根的付

出，恢复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应是吾辈求索的职责所在。

（二）实践教学

以第五模块东方插花艺术为例，课程以3—5人的小组为单

位，每次插花实践更换小组成员，旨在促进学生交流，打破小团

体壁垒，增强团结合作意识。教师灵活运用多媒体，通过图片展

示，视频讲解，作品示范等方式进行教学，并让学生参与翻转课

堂，对自己的作品从立意构思、选材和造型等进行讲解，小组之

间互评作品，让学生在课堂上更多地参与讨论和互动，在动手实

践中深化对课程思政内容的理解。

例如，在插花与花艺设计的课堂上，教学团队策划了多次以

中国传统节日为主题的课堂活动，图1展示了端午节和春节的为

主题的插花作品。其中图1a是以端午为主题的直立式东方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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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为《龙舟竞渡烈阳下》，作品模拟为龙的七律《赛龙舟》

“神龙列阵激流中，旭日祥云出彩虹”诗句，将红掌比作烈阳，

用叶子做成的船在烈日下竞渡，描绘端午赛龙舟的精彩画面。图

1b以春节为主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作品名为

《大掌红图》寓意吉祥如意、繁荣昌盛；焦点花材为代表热烈的红

掌，富贵竹代表身体健康和长寿，而非洲菊则象征着有毅力、不

畏艰难；花艺造型设计上通过花材的高低、大小、轻重等因素的

控制来营造整体的和谐感。

通过“项目式教学”，学生不仅要展现技术能力，还要思考

和讨论如何将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融入其中。

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又增强了

其思想政治素质。

 > 图1 以中国传统节日为主题的插花作品

三、建立多方位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考核体系

插花与花艺设计课程考核摒弃传统的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

考核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

（一）课程总成绩比例调整

总成绩中包含平时成绩和期末插花作品制作两部分，其中平

时成绩和期末插花作品各占50%，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讨论、课后

作业和插花作品制作构成，期末测试为有主题的花艺作品设计，

重视过程化和成果完成度的考核。

（二）期末考核内容的改革

将插花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人文素养三大主体纳入课程

考核体系，对应教学大纲中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

（图2）。期末考试内容是以主题式插花作品创作为题，以小组形

式完成一个插花作品，包含作品题目、设计说明（花材介绍、主

题立意、设计原理）和插花作品三个内容。

 > 图2 插花与花艺设计课成绩组成示意图

以上项目实施的考核内容中包含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人文

素养三大体系，其中花材选择和设计原理考察学生的理论基础，

成绩分别是10分和20分，占期末成绩的30%；插花作品占期末成

绩的40%，考察学生的操作技能；作品题目和主题立意考察学生

的人文素养，体现思政教育，成绩分别是5分和25分，占期末成

绩的30%。从近四年的学生评价和课程目标达成度可以看出，教

学效果得到一定提升，学生可以较好地完成插花创意设计，并对

东方插花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陶行知．行知书信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3]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

[5]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35．

[6]吴晶，胡浩．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J］．中国高等教育，2016(24):5-7.

[7]姬晓婷，胡君晖．新时代高校“六位一体”课程思政践行路径［J］．教育教学论坛，2021(4):13-17.

[8]王莲英．传承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创新中国现代插花花艺［J］．中国花卉园艺，2016(5):7.

[9]陈桂英．插花艺术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析［J］．现代农业科技，2017(09):289+291.

[10] 鲁朝辉，刘静，张少艾．《中国插花艺术》课程教学中工匠精神的培育［J］．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0):54-57,76．

[11] 邵军（译）.山海经［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24．

[12] 黄永川．中国插花史［M］．浙江：社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

[13] 魏徵，长孙无忌等．隋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14] 宋璐璐编著．唐诗一万首［M］．吉林：吉林出版社，2014．

[15] 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