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三）

1. 案例名称 中国汉字的屏幕之路

2. 结合知识点 屏显字体的识别与使命

3. 案例意义

通过深入探究汉字在屏幕显示中的创新与应用，充分展现了汉字作为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独特魅力。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汉

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形态、结构和内涵都蕴含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通过屏幕显示技术的不断创新，汉字得以在电子屏幕上焕发新的

生机与活力，进一步弘扬了传统文化，让更多人领略到汉字的魅力。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采用讲授、案例分析、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法，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

实践性。利用多媒体课件、视频资料、字体设计软件等辅助教学，提高教

学效果。

（2）教学实施

知识点精讲：汉字屏显字体的历史演变与现状：介绍汉字屏显字体的

发展历程、主要风格及特点，让学生了解汉字屏显字体的演变过程。屏显

字体的设计原则与技巧：详细讲解屏显字体的设计原则（如易读性、美观

性、统一性）和技巧（如字形的调整、笔画的优化等），并通过案例分析

帮助学生理解掌握。

知识点延伸：屏显字体设计的技术与趋势、汉字在国际化设计中的应

用、屏显字体的跨学科合作设计。



思政案例导入：引入“中华精品字库工程”，中华精品字库工程是一

项旨在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的重要项目。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支持项目，由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指导，中国书法家协会负责

开发字体的遴选和质量审核，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负责字库的开发

工作。该工程致力于精选 100 款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的代表作品，开发成计

算机字库，以此推动书法艺术和信息技术、汉字应用的高度融合，助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该工程也为各类公益组织、公益活

动、新闻出版相关单位、政府机构等免费提供字库公益授权，使书法经典

能够“走进”日常生活，全面“用起来”。

此外，中华精品字库工程还启动了文创联名共创计划，免费提供中华

精品字库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以多方跨界、联合创作的方式，充分发掘该

工程的艺术魅力和时代价值，推动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价值观引领：本次思政案例以中国传统书法字体为设计使命，以屏显

字体为方向，通过设计实践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不仅提升

了学生的设计能力和文化素养，还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

时，也为传统书法字体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讨论主题：请研究东西方字体设计的异同，探讨如何将两者融合，创

造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审美趋势的屏显字体。东西方字体设计在

形式、结构和审美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也有着共通的设计原则和目标。

西方字体设计强调几何形状的规整性和视觉的均衡，注重字体的可读性和

排版效率，而东方字体设计，尤其是中国书法，更注重笔画的流畅与和谐，



追求字体的韵律美和艺术表现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将东西方

字体设计的优势融合，创造出既展现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审美的屏显字体，

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融合不仅能够丰富屏显字体的表现力和多样

性，还能够促进文化的交流与理解。通过设计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易于国

际用户接受的字体，可以增强中文信息的全球传播力，同时也为国际设计

界提供新的灵感和视角。此外，这样的创新实践有助于推动中国设计走向

世界，提升中国设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对于设计师而言，这种

跨文化的设计理念和方法的学习与实践，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和

国际化视野。探索东西方字体设计的融合，不仅对推动设计领域的发展具

有积极作用，也对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具有深远影响。

课后拓展：结合所设计的屏显字体，阐述其所承载的使命或设计理念。

分析该字体如何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或如何满足现代审美需求，或如何

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功能等。

5. 教学反思

课程在内容上紧密结合了思政元素，通过深入挖掘汉字文化的内涵与

价值，引导学生认识到汉字不仅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的重要象征。在屏显字体设计实践中，鼓励学生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

计理念相结合，既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实践能力。屏显字体设计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活动，更是对社会责任

和文化传承的担当。因此，在未来的教学中，将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热点、了解人民需求，将设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理念贯穿始终。



同时，通过邀请行业专家、举办讲座等方式，让学生了解设计行业的现状

与发展趋势，增强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

最后，我认为在思政课程设计中，还需要更加注重跨学科的合作与交

流。汉字屏显字体设计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知识与技能，通过与其他专业的

合作与交流，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课程内容，提升教学质量。因此，

我将积极寻求与其他专业的合作机会，共同开展跨学科的教学活动，以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