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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美术史》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二） 

课程名称 中外美术史 适用专业 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授课章节 第二章  魏晋美术史 内容名称 感受国风之美，走进“洛神赋图”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学时 1 学时 

教材分析 

 

1、 尹吉男等，中国美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中国美术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是一部关于美术的

创作者、欣赏者、经营者、批评者、收藏者一系列问题的美术史著作，兼容了社会史、

精神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等，突破只有绘画、雕塑、建筑“小美术”的概念，将

具有美术价值的园林、家具、工艺等都纳入到美术史范围来考虑。 

该教材涉猎面广，对于扩大学生知识容量、了解美术背后深厚中国文化提供了强

大素材。教材问题意识突出，通过大量史料让学生寻找答案，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2、 张夫也，外国美术史（第三版），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 年  

《外国美术史》（第三版）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高等院校设计学

专业基础教材之一。该教材应用一些新的资讯和材料，来论证美术史中经常遇到的一

些问题。从绘画、雕刻、建筑和工艺美术几个主要方面切入，勾画出一条清晰的外国

美术发展脉络，全面展示各历史时期、各地区、各民族美术发展的瑰丽图景。 

教学内容 

 

感受国风之美，走进“洛神赋图”。 

本节处在《中外美术史》中国美术史部分，第三章“魏晋美术史”，属于作品欣

赏板块，安排 1 个课时。前面已经学习了魏晋美术背景以及魏晋美学追求。 

主要讲解“洛神赋图”的卷轴画形式、故事内容、构图、人物形象。学生了解魏

晋文化背景：政权更迭，佛教输入、道教勃兴，士族文人遂开清谈之风，形成了一系

列魏晋审美范畴：清远、虚静、风骨等，并理解“秀骨清像”“传神阿堵”“以形写

神”“迁想妙得”艺术观。在了解文化背景基础上掌握洛神赋图卷轴形式、浪漫爱情

内容、连环画构图、空灵飘逸人物形象，并能正确观赏卷轴画，以及提炼洛神赋图中

的神话元素，进行创新设计。 

教学重点：“洛神赋图” 卷轴画形式、画面内容、连环画构图、空灵人物形象。 

教学难点：能以“洛神赋图”为主题，对其国风特色、传统技法、魏晋风骨内涵

进行元素提炼，进行创新设计构思，实现知识的运用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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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洛神赋图”因其卷轴形式、浪漫爱情内容、连环画构图、空灵飘逸人物形象，

非常典型地代表中国画的特色。本节课内容能很好地让学生感受中国艺术特质，树立

文化自信，培养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同时，绘画作品中所传达的道德情感，也能给

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树立良好的道德标准。本堂课教学目标如下： 

知识目标：了解魏晋文化背景，掌握“洛神赋图”的卷轴形式美、浪漫爱情故事

美、连环画构图美、空灵飘逸形象美。 

能力目标：能够正确观赏卷轴画，能以“洛神赋图”为主题，对其国风特色、传

统技法、魏晋风骨内涵进行元素提炼，进行创新设计构思，实现知识的运用迁移。 

思政目标：从魏晋美学观念入手，通过解析“洛神赋图”经典名作，使学生理解

魏晋时期“秀骨清像”“灵动飘逸”的文化观与审美观，以及“画者，成教化，助人

伦”社会功能，领悟“发乎情止乎礼”道德追求，达到修身正气的目标。 

“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1、感受魏晋艺术魅力，实现文化自觉：通过“洛神赋图”的卷轴形式、浪漫爱

情故事、连环画构图、空灵飘逸人物形象，让学生感受中国艺术魅力，实现文化自觉，

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情趣，学会发现美、欣赏美。 

2、培养青年大学生的情爱观，重视道德修养：由“洛神赋图”男女主人公“发

乎情止乎礼”道德理想追求，在思想上培养大学生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

度，以及正确的情爱观。 

3、传承魏晋文化，增强创新设计的能力。由“洛神赋图”国风元素、传统技法、

魏晋风骨入手，设置“现代洛神创意设计构思”作业，鼓励学生用更多更新颖的方式

传承魏晋文化，强化学生对美术元素的迁移与创新设计能力。 

 

 

 

 

                        

 

                       图一 课程思政整体设计  

                                                                                                                                                                                                                                                                                                                                                                                                                                                                                                                                                                                                                                                                                                                                                                                                                                                                                                                         

 

教学方法 

与举措 

 

一、课前探究环节 

任务驱动法：课前布置“了解作者顾恺之”“洛神赋图创作背景”“洛神赋图内

容”探究性学习任务，要求学生查资料，看线上课程，对知识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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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与举措 

 

 

 

 

二、课中学习环节 

讲授法：向学生介绍顾恺之其人其事，以及“传神写意”艺术追求，并对“洛神

赋图”内容与人物形象进行总结。 

直观演示法：通过教师观赏示范和学生实践练习，掌握卷轴画观赏方式。让学生

去感受由卷轴画的连环画构图和曲折情节故事所带来的节奏感、电影感，中国画的观

看方式和西方绘画观赏体验是不一样的。 

表演法：学生分组扮演洛神与曹植邂逅、相恋、定情、离别情节故事，让学生通

过观察获得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感受中国爱情的浪漫美。 

三、拓展环节 

陶冶法：通过赋文朗读和画面人物欣赏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感受魏晋人物的仙

风道骨；通过教师分析洛神朦胧迷离的眼神，让学生理解“传神写意”的艺术追求；

通过对临摹人物线稿的点评，让学生领悟魏晋艺术“用线”和“传神”特色。 

 

 

 

 

 

 

 

教学实施

过程 

 

 

 

 

 

 

 

 

 

 

 

一、学情分析 

学习本课程的学生所处学期为大二第一学期，初步具备美术史知识。《中外美术

史》是一门联系历史、人文、艺术的综合性课程，其学科架构与知识结构都不简单。

本门课对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影响大，不同于美术史论专业教学，局限于美术史学习，

更强调通过课程内容的跨学科性，将美术理论融入其他相关专业，并对其积极传承与

应用。 

“洛神赋图”在魏晋美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生有一定了解，但停留在

作品背诵记忆初级学习，与历史文化相融合的深度学习不够，对“洛神赋图”的卷轴

形式美、浪漫爱情故事美、连环画构图美、空灵飘逸形象美把握不到位；更不能够将

作品的国风元素、传统技法、魏晋风骨迁移应用到现代设计中，进行融合创新设计。 

二、整体教学过程设计 

1、针对学生自主学习不足，“课前线上预习，课堂线下深化，课后实践巩固”

三步教学。通过自主开发的在线课程，搭建交互式学习环境，课前学生通过微课视频

等资料进行预习；线下老师带领学生进行更高阶学习；课后学生在平台巩固知识，提

交作业，形成“课前预习，课堂深化，课后巩固”三步教学。 

2、针对学生对优秀文化认识度不高，采用“体验—感受—讨论—赏析”四步进

阶教学。根据艺术生接受知识的特点，紧紧围绕“洛神赋图”内容美、构图美、艺术

美，用图片、视频、原作实物直观展示，创设教学情境，培养学生国风审美能力。 

3、针对艺术理论知识与专业设计之间核心联系不紧密，采用“前沿设计拓展，

课后创设实践”相结合，用“现代洛神创意设计构思”作业，培养学生在设计中运用

中国元素，树立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强化学生对美术元素的迁移与创新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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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图二 课堂教学环节设计 

三、 具体实施 

（一）课前建立初步认知 

1、观看碎片化微课视频，把基础知识要素总结出来，完成预习。 

2、跟读音频资料——曹植《洛神赋》，归纳“洛神赋图”内容情节。 

3、临摹洛神人物线稿，注意线条的运用和神韵的把握。 

（二）新课导入（2 分钟） 

《如果国宝能说话·洛神赋图》动图导入，让学生对画作有整体感知。 

 （三）作者与创作背景在线检测与教师总结（3 分钟） 

通过学习通在线测试检测学生预习情况，教师调整面授内容。 

（四）课中“体验—感受—讨论—赏析”进阶教学，感受国风之美（35 分钟） 

 

 

 

 

 

图三 “洛神赋图国风之美”教学实施过程 

1、体验卷轴形式美（10 分钟） 

教学活动 教学形式 教学设计及思政目标达成 

卷 轴 画

“洛神赋

图”尺寸

与结构 

原作展示+

学生讨论+

教师总结 

学生观察：故宫博物院“洛神赋图”复制品展示，学生近

距离观看卷轴画洛神赋图的尺寸与结构。 

教师总结：卷轴画是中国画特有装裱形式，体现古人对书

画的保存智慧。由天头、引首、画心、尾纸组成，不能分

割。长度五、八、九米不等，高度在二十到五十厘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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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思政融入：联系英国截断中国卷轴画事件，分析造成悲剧

的原因：缺乏对中国卷轴画结构和观画习惯的了解。激发

学生保护与传承中国艺术的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每个人都有责任。 

卷 轴 画

“洛神赋

图”观看 

老师观赏示

范 

教师示范：一个观者来掌握阅读节奏，用手展阅。右手拉

动，左手展开，身体随故事运动，画作和观者产生互动。  

 “ 洛 神

赋图”观

看实践 

学生观赏实

践 

学生实践：组长带领观看“洛神赋图”实物，观者将看到

内容讲给同学听。近距离感受中国艺术，鼓励学生去博物

馆看原作。 

2、感受画面的内容美（10 分钟） 

教学活动 教学形式 教学设计以及思政目标达成 

内容 学生角色扮

演+教师总结

+知识拓展 

学生表演：课前指导学生排练四个场景小故事。课堂上

表演曹植与洛神“邂逅、相恋、定情、离别”情节。让

学生感受曹植与洛神“中式”浪漫。同时教师引导学生

观察画面细节，感受浪漫的爱情故事。 

知识拓展：将曹植《洛神赋》与顾恺之“洛神赋图”结

合，辞赋+绘画的形式，将“洛神赋图”与历史文化相

融合，加强学生对绘画的理解，拓展深度学习的内容。 

曹植与洛

神爱情介

绍 

微辩论+教师

总结 

微辩论：以‘洛神赋图’中‘发乎情止乎礼’道德情感，

是否适用于当下人际交往”为题，学生展开辩论。 

思政融入：通过辩论形式，培养学生自我克制，重视自

我道德修养，树立正确恋爱观与价值观。 

3、讨论构图的连环画形式（5 分钟） 

教学活动 教学形式 教学设计以及思政目标达成 

“洛神赋

图”连环

画构图 

分组讨论

+ 教 师 讲

授 

学生讨论：“洛神赋图”构图特色。“人大于山，水不容

泛”，合理吗？人和景物大小关系，按照西方绘画欣赏习

惯，合理吗？ 

老师总结：长卷连环画构图。画中以人物为中心，安排了

各个场景，有分、有连、有起、有伏，洛神多次以不同姿

态出现，打破了时空限制，在空间和时间上给人一种不断

的“运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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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思政融入：由于卷轴画连环画构图形式，使画面故事情节

丰富，可以给观者带来节奏感、电影感、期待感。这是卷

轴画欣赏过程中特有的“中式”愉悦感。 

4、赏析人物的飘逸美（10 分钟） 

教学活动 教学形式 教学设计以及思政目标达成 

“洛神赋

图”人物

形象 

教师介绍 教师介绍：结合洛神赋中对洛神的描写，教师引导学生感

受洛神含情脉脉的眼神，衣带飘逸、凌波而来的外形，仙

风道骨的气质，春蚕吐丝的线条，充满动感，富有诗意。 

思政融入：通过魏晋空灵飘逸人物形象培养学生发现美、

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够力。 

“洛神赋

图”临摹 

临摹作业点

评 

对学生“人物线稿临摹”进行点评，点评标准是“用线是

否准确”和“眼神把握是否到位”，让学生感受“洛神赋

图”春蚕吐丝人物线条，以形写神的神韵追求。 

概念延展：以形写神，细腻生动地描绘了人物神态动作。 

（五）学科前沿拓展（5 分钟） 

分析叶露盈插画《现代洛神插图》，该作品将古典美和神话人物特色用大家能理

解的形式表达，让学生了解最前沿设计动态，明白学习传统艺术目的是在设计中运用

与表现，培养学生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图四 “洛神赋图”创新设计 

（六）作业 

【创新设计】现代洛神创意设计构思：结合某个国潮品牌，提炼洛神元素，设计

化妆品包装等周边文创。或者用卡通与漫画形式设计你心中的洛神形象。 

【思政融入】该作业采用新文科的设计思路，有一定的挑战度，需要学生“跳起

脚来摘桃子”，鼓励学生用更多更新颖的方式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旨在培养学生理论

与实践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的能力，强化学生对美术元素的迁移与创新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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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1、强调过程性评价，思政考评观测点合理。课前、课中、课后通过预习、在线

测试、表演、微讨论、临摹、设计构想等实现全程考评。通过强化阅读能力考查，经

典作品临摹分析能力考查，提升学习的广度。加强“传统美术语言与现代设计”实训

作业，增大作业的挑战度。 

 

 

 

 

 

 

 

 

图五  思政考评观测点 

2、强调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将中国艺术符号植入到现代设计中，强化课程高阶

性，作业的挑战度。“现代洛神插画”“现代洛神创意设计构思”，从传统美术语言

中提炼素材，运用创意思维导图作为桥梁连接现代设计，思政育人全过程润物细无声。 

3、今后改进地方：学生对中国传统艺术很感兴趣，以前接触实物原作的机会比

较少，可让学生到实践基地、博物馆直观感受原作，增添文化知识。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基于中外美术史传统教学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见前面学情分析），本堂课设计

了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依托自建网络教学资源、实物观看体验、辞赋跟读等建立

多维度的教学资源。 

一、对自主开发的在线开放课程的使用 

自主开发《中外美术史》在线开放课程，包括授课 PPT、在线测试、课程微视频

资源等，主要围绕基础知识点展开，教学方法主要以讲授法为主，满足学生随时随地

自主学习的需要。核心知识点放到线下进行，把在线学习和面对面学习两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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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图六  在线课程    

课前，学生观看“魏晋画家顾恺之”在线课程，完成在线测试。课中，用学习通

平台“讨论”“抢答”功能，组织课堂。课后，上传“现代洛神创意设计构思”作业。 

二、用实物、视频、音频资源构建沉浸式教学环境 

视频资源：“洛神赋图动图”做为课堂导入；“洛神赋图”线稿动图，供学生对

主要人物形象线稿临摹；“奥运会开幕式卷轴画开场”引出“洛神赋图”卷轴画形式。 

实物资源：“洛神赋图”复制品，让学生感受原作的尺寸、结构；获多项国际奖

项的现代版《洛神赋》插图设计、“洛神赋图”书签文创，为学生“现代洛神创意设

计构思”作业做示范。 

 

 

 

 

 

 

 

 
图七  现代版《洛神赋》插图设计 
 



 9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音频资源：曹植的《洛神赋》诵读音频，进行跟读；国家宝藏“洛神赋图”主题

曲“仙才叹”，很好地将魏晋“洛神赋图”和现代洛神插图结合在一起，音乐婉转、

震撼、临下课播放，在该音乐中结束课程。 

三、图书资源 

（1）尹吉男.中国美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2）邵仄炯.读懂中国画【M】.河南：河南美术出版社，2021. 

（3）叶露盈.洛神赋绘本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4）符靖.“洛神赋图”的视觉图像研究【J】.艺术评鉴，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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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教学照片： 

 

 

 

 

 

 

图五 课堂上作品展示 

图六 学生观赏”洛神赋图” 

 

                     图一  师生一起分析“洛神赋图”形式与结构 

 

 

 

 

 

 

 

 

 

 

                             图二   师生一起观看“洛神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