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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推荐表

1 提供最近三个学年（2019-2020 学年、2020-2021 学年和 2021-2022 学年）授课情况。可自行增加行数。

案例名称
“三全育人、五段递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UI设计》“课堂革命”

典型案例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课程属性 课程类型 所属专业（代码） 学时

UI设计 0404568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纯理论课

☑理实一体化课

□纯实践课

数字媒体技术

（510204） 60

二、授课1情况

授课教师 授课时间 授课班级 所属专业（代码） 学生评教分数

张亚洲
2020-2021学年

第 2学期

19级数媒

1/2/3/4/5班
数字媒体技术

（510204） 93.16

陈永梅
2021-2022学年

第 2学期

20级数媒

1/2/3/4/5班
数字媒体技术

（510204） 92.97

三、案例内容

（一）摘要（500 字以内）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是高职课程思政建设与立德树人同向同行的具体实践。

在高职专业课程建设的“责任田”里，以及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内，如何结合新时代思

政教育的时代特征，根据专业课程建设特点，进行课程思政元素与课堂教学相融合，是推

进“课堂革命”的主要问题。

《UI设计》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课程。针对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和理想信念落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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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课堂教学探索实施“三全育人、五段递进”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改革，课程主动顺应

互联网行业的瞬息万变，培养学生具备在互联网行业，掌握 UI设计的实战操作能力。按照

“运用教育数字化—挖掘思政元素—设计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激发价值认同”的基

本思路，实现“画像—解析—匹配—融通—反馈”的“五段递进”教学模式，同时面向互

联网产业人才需求教学，将 UI设计知识理论与项目任务实践一体化，实现所学即所用。

图 1 “五段递进”教学模式

课程实施 1+X证书、以赛促学、校企实践合作等交叉复合教学模式，将思政资源转化

为育人资源，以知识技能嵌入思政案例，不断优化课堂上课程思政呈现方式，促进学生在

兼容一般价值认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高层次价值认同，有效推进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课堂革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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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的问题（500 字以内）

1.学生的专业能力与实践能力碎片化，系统集成整体性不足

UI设计存在于各个领域，与互联网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快速发展

的当下，更新迭代快，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容易造成脱节，存在认知冲突和目标冲突，

形成了知识碎片化、技能碎片化、资源碎片化和参与碎片化等学习困境。基于系统整体性

技能实践不足，课程思政价值支撑不足等问题。

2.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不规范

UI设计作为时代前言互联网产业，在课堂教学中，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未能紧跟时

代步伐，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不规范，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和身心发展特点不够。互联网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之下，学生被游戏等所困，自律性不严，职业与敬业存在落差，将国家

情怀、设计向善、百姓故事、文明典型融入大思政格局力度不够。

3.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匹配不充分，与产业发展融合单一

UI设计是对人机交互、操作流程逻辑和其界面视觉的整体设计，兼具人文性、科技性

和社会性的相融。传统说教式教学和政策宣讲，使思政元素与 UI设计知识不能充分匹配，

经常出现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对学生的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现实存在课程思政与区

域产业发展不匹配，产教融合形式单一，课程思政教学对应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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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解决策略（思路、过程和做法等，2000 字以内）

结合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以《UI设计》课程中的知识技能要点作为牵

引，在基于循证的解析课堂教学过程基础上，依据提出问题、解析要素、循证评价、融合

应用、效果反馈的循证法，构建了一套《UI设计》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创建了“画像—解

析—匹配—融通—反馈”的“五段递进”教学模式，系统性有效解决了《UI设计》课程思

政从思政元素挖掘到思政融合育人的问题。

1.构建融合思政元素的“三维层级”课程体系

图 2 “三维层级”课程构建

《UI设计》课堂革命实施“书证一体、以赛促学”的人才培养机制，促进包括课程知

识基础层级、核心知识层级、拓展知识层级在内的“三维层级”课程体现，实现课程知识

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挖掘和充实《UI设计》课程的思政教学资源，构建融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在内的“三维层级”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文化

自信和职业道德，能胜任 UI设计产业岗位链的创新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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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索“画像—解析—匹配—融通—反馈”的课程思政课堂革命

图 3 案例课程教学“五段递进”体系

（1）画像——运用教育数字化

利用学习通、教务系统等大数据信息化技术，精准勾勒学生学习与价值观画像，打破

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方式，变革为师生互动的混合式学习模式。从培养 UI设计文化自

信、工匠精神等视角出发，明晰育人目标，细化育人主题。

图 4 “画像”课堂教学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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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析——挖掘思政元素

对照“画像”，以课程标准为纲，对接“1+X界面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能力要求，

挖掘 UI设计课程设计的价值与精神塑造，从人文、科学和科技属性等与 UI设计紧密联系

的课程知识挖掘思政元素，做到科学性与思想性的辩证统一。

图 5 “解析”课堂教学呈现

（3）匹配——设计课程思政

将选定的思政元素进行深度凝炼，凸显“家国情怀、文化自信、职业道德、工匠精神”

等隐性思政教育设计。通过内涵外延挖掘思政资源，切入高度契合的思政案例设计，以学

生喜闻乐见的设计语言链接相关思政主题，吸引学生兴趣，引发学生共鸣。

图 6 “匹配”课堂教学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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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融通——融入课堂教学

根据《UI设计》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内在逻辑，将精选的学科竞赛贯穿课堂，设计作

品融入思政案例，实现文化育人的“固化于制、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促进情感升华，增

强思政教育成就感和亲和力。

图 7 “融通”课堂教学呈现

（5）反馈——激发价值认同

构建课堂革命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反馈机制，通过调查问卷、学生互评、校企点评等

多维度量化评价，获得学生在课堂革命学习中的情感体验、价值认同的验证与反馈。

图 8 “反馈”课堂教学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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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入课程思政课堂改革，推进“三全育人”长效机制

通过课前、课中、课间和课后课堂改革，持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三全育人格局。以

教学团队为抓手，构建课程思政改革全员育人的新格局。以知识内容改革为契机，构建课

程思政改革全过程育人的新资源。以制度建设为核心，构建课程思政改革全方位育人的长

效机制。具体实践：

图 9《UI设计》课程“查学思拓”能力输出图

（1）课前“查”，学生定位问题。课前在学习通发布 UI设计课程任务，任务设置包含

课程“UI设计页面布局设计”授课内容的思政元素案例，启发学生查阅发现生活学习中移

动 APP页面设计之美，重视建立学生审美意识，与生活多向度交融的文化自信。

图 10 课前“查”

（2）课中“学”，教学团队解决问题。教学团队经过遴选、提炼、积累，丰富课堂教学

内容，把学生课前疑问和课上疑惑进行答疑，帮助学生解惑。在 UI设计页面颜色搭配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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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理念的新案例，挑选“学习强国”APP中页面视觉颜色进行讲解和

讨论，充分体现家国情怀的 UI设计。

图 11 课中“学”

（3）课间“思”，师生互动优化方案。学以致用是 UI设计课程的目标，融入精益求精

工匠精神的新过程，学生小组分组讨论 UI设计页面布局原则、步骤，适应互联网移动 UI

设计的迭代过程。 “研方案、优设计”多次优化循环互动，使设计作品趋于完美，体现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图 12 课间“思”

（4）课后“拓”，课程思政丰富应用。课后布置 UI设计页面布局设计任务，并复习课

上讲授知识，重点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做笔记、勤思考、牢复习、守纪律、懂规矩的自觉

性，抓好育人一线，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规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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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效果（500 字以内）

1.激活了“参与式学习”动力，学生学习热情和兴趣得到显著提升。

通过“三维层级”课程体系实施，《UI 设计》课堂学生的“参与式学习”能力增强，

学生课堂互动有 2019年的 85%提升至 2022年 92%，提升 7%。学生课堂的“内省式”的

实践体验显著增强。UI设计课堂信息交流的师生对话式、双向式得到了教与学互动相长的

效果，学生课堂“抬头率”有 2019年的 90%提升至 2022年 98%，提升 8%，学生达到对

教师知识阐释的共情共鸣。

图 13 《UI设计》课堂教学互动频率和抬头率数据展示

2.提升了“以赛促学”本领，学生专业核心技能和实践能力提高。

《UI设计》课堂通过“课程一体、以赛促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开展课赛融合、专创

融合等教学改革，把产业需求、岗位要求转化为学生的素养、技能。学生先后获得省职业

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国赛优秀奖 1

项、省赛一等奖 4项，二等奖 8项、三等奖 11项等。

图 14 《UI设计》“课程一体、以赛促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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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强了“产教融合”育人效果，学生项目成果落地，助力乡村振兴。

通过《UI设计》“查、学、思、拓”三全育人机制，驱动了产教融合项目落地开花，

课程思政价值影响力提升，学生自发形成在“学中做”与“做中学”。助力信宜市大成镇北

梭村乡村振兴，为该村巷道和小学绘制主题墙绘，并为农特产品包装设计，助力乡村振兴。

图 15 课程教学实践助力乡村振兴设计成果

图 16 学生课程作业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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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与示范（500 字以内）

1.课堂融合创新：打造基于目标、内容、评价与一体的课程改革。

（1）目标融合创新：立德树人+课程教学

实施基于学习产出（OBE）课程设计，融入思政案例，让学生理解 UI设计的相关环境

在项目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将优秀项目作品进行展示，明确学习目标。

（2）内容融合创新：思政教育+以赛促学

因课制宜，融入课程教学。本案例教学环节中，涉及 APP页面布局设计等内容，融合

课程思政教育。课程结合“1+X界面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学，既能实践操作，又能

参加认证考试，提高就业含金量。同时结合专业竞赛来制订选题，参加专业技能竞赛，以

赛促学。

（3）评价融合创新：育人目标+学习目标

实现课程全过程评价体系，把线上线下、课上课下的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设计，

形成良好的合作与学习风气，提高育人成效。

2.搭建“共建、共享、共生”课堂教学示范平台。

通过平台、面授和实践三位一体课堂实施，把MOOC和学习通资源，SPOC端学生共

建作品，创建职场沉浸体验，以全面激发情感认知相互作用，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紧密融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推动了“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对专业内其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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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思与改进（500 字以内）

1.反思

（1）《UI设计》课堂重点、难点知识讲授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学时分配紧张，线下专题

讨论开展不够。

（2）学生自主挖掘和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后，未能与小组充分讨论并开展专题分享。对

UI设计课程思政知识点掌握不透彻，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和职业道德思政

元素不够。

2.改进

（1）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合理控制和分配学时，确保课程思政教育高质

量开展。

（2）更加充分地分配好学生的学习时间，以专题展示分享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亲自挖

掘和展示课程学习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辅助相应的激励和考评机制，提高学生们的

学习兴趣。

（3）有针对性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和职业道德融入《UI设计》课程

思政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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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部分由学校负责学生评教的部门填写。

四、授课教师 2021-2022学年学生评教情况2

负责部门（盖章）：

2022 年 11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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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课教师承诺

本案例为原创案例，不存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没

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同时，本表内容真实无误、准确，没有弄虚

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全体授课教师（签名）：

2022 年 12 月 日

六、学校推荐意见

授课教师师德高尚，为人师表，切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和义务，

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该案例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我

校同意推荐该案例。

学校（盖章）：

2023 年 1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