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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彩装饰》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斗彩装饰 开课院系部 手工艺学院

课程代码 1102006 考核性质 考试/考查√

前导课程 釉下五彩装饰、青花装饰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总学时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是□

实践课 是□

理论+实践 是□

80 学时 理实一体化 是☑

适用专业 陶瓷设计与工艺、首饰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专业主干实践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项目式课程，在第五

学期完成。它的任务是：应要求学生通过课程系统化的学习过程，充分认识并掌

握斗彩的绘制方法、制作程序及工艺制作技巧技法。同时要求学生了解历代斗彩

发展变化，研究釉下青花和釉上斗彩、新彩、粉彩结合而成的斗彩工艺、发展现

状和代表作品，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釉上釉下装饰设计能力和彩绘能力，从而能独

立完成从构思设计至绘制、烧制等整个工艺过程。培养既有绘画水平，又有创新

能力的陶瓷设计专业人才。

二、课程目标

通过任务引领项目教学，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职业观念，树立安全意

识，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不断推行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的

学习，调动学生学技术、学理论的积极性。

(一)知识目标

1．使学生掌握斗彩装饰基本的绘画方法与斗彩的料性。

2．了解斗彩工艺过程及瓷器造型种类，提高对斗彩课程的感性认识。

3．了解斗彩的装饰技法和表现形式。

4．具备应用斗彩语言表达创意绘画的能力，提高斗彩绘画的表现能力。



5．培养学生的审美、解读能力。

6．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二)能力目标

1．掌握斗彩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釉料性能，区分色料层次，线条要自然流畅。

3．掌握斗彩中的青花釉料分水、勾线技法，古彩水料的“标水”技法，新彩

勾线彩色技法，粉彩的勾线与填色技巧。

4．掌握颜料性能，彩出虚实变化，深浅层次变化。

5．掌握填色方法，把握料的厚薄、均匀层次。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2．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

3．培养学生良好纹样装饰设计表现的能力；

4．培养学生审美意识与专业素养；

5．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6．培养良好的沟通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7．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设计思路

本课程标准在设计上本着懂理论，重彩绘技能，突出体现职业教育的技能型、

应用性特色，着重培养学生的彩绘实践应用技能，力求达到理论够用，技能过硬

的目的。

1．以“大师工作室+产品+车间”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坚持理论与实践合

一，实训与实习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2．以学生发展为本，推行校企合作实训教学。

3．以就业为导向，通过社会调研，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对陶瓷艺术设计专业

进行工作与项目分析，从而确定从事该专业的相应专项技能及相关工种，实行双

证制度。



4．本课程按陶瓷产品设计师（三级）职业活动所涵盖的专项技能和综合能

力，组成一系列典型的工作项目、课题。

5．课程项目化、课题化，各项目、课题以目前斗彩装饰（主要是手工绘制）

的实际为基础，兼顾企业发展需求，按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结合职业资格鉴定

中级标准的相关要求，确定课程内容和要求，着力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综合能

力。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

号

专项

能力

参考

学时

训练

项目

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教学评价

1 斗彩的

概述及

图案图

稿设计

能力

16 斗彩的

名称、

发展及

图稿设

计

1.斗彩的名称

2.斗彩的形成与发展

3.斗彩的特点

4.釉下绘稿

5.釉上绘稿

6.其他绘稿方法

1.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

（1）掌握斗彩的特点

（2）了解斗彩绘制工艺及步

骤

（3）掌握斗彩装饰的艺术特

征、演变和发展

2.图稿作业

（1）纹样设计图 3 张

（2）掌握构图方法和绘图技

巧

（3）把握设计构思方法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自评、

作品考核。

2 斗彩的

勾线技

法能力

16 斗彩的

勾线技

法

1.线

（1）铁线描

（2）行如流水描

（3）钉头鼠尾描

（4）虚入虚出线描

2.点、面、圈

1.掌握斗彩线条的运用及用

笔

2.掌握斗彩勾线技能

3.掌握斗彩的釉上釉下勾线

技巧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互评、

作品考核。

3 斗彩装

饰临摹

能力

16 斗彩实

训临摹

1.以动物为题材的吉

祥纹样临摹：龙、凤、

狮子、蝙蝠、蝴蝶、鸳

鸯、锦鸡、鹭鸶题材等

2.以植物为题材的吉

祥纹样临摹：牡丹、芙

蓉、梅花、竹、兰、兰

花、菊花、佛手

3.吉祥图案纹样临摹

4.人物故事题材纹样

临摹

1.了解各种题材的寓意

2.掌握釉上彩绘制的表现内

容

3.掌握釉上瓷器造型表现能

力。

4.掌握釉下彩绘表现能力

5.掌握斗彩的装饰方法与技

巧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互评、

作品考核。



4 熟悉斗

彩的颜

料及调

配工具

14 斗彩的

颜料、

调配工

具

1.油料

2.透明水料

3.笔

4.其他辅助工具

1.掌握斗彩颜料的料性

2.掌握斗彩装饰彩绘工具使

用方法

3.认识和了解斗彩水料的调

配比例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互评、

作品考核。

5 斗彩步

骤与工

艺绘制

能力

16 步骤、

工艺过

程实训

1.拷贝、搓料、磨料、

打料、勾线、分染、点

“沙点”、车箍、填色、

罩雪白、烧成

2.釉下、釉上结合绘制

1.掌握釉上的彩绘技法

2.掌握釉下彩绘的技法

3.重点掌握釉上彩的的“标

水”、洗染技法

4.掌握釉上彩瓷的烧制工艺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互评、

作品考核。

6 烧窑能

力

2 烧成流

程

1. 装窑、高温烧制

2. 低温烤炉

3.烧制 400 度关窑门

4.烧至 800 度关火

5.降温

1．掌握低温烤花炉烧制方法

2.掌握烤花炉的功能特性

四、课程考核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斗彩装饰》课程的学习情况，课程考核应将职业

素质考核、纹样设计考核、彩绘作品制作考核、综合实训考核结合起来进行，具

体考核办法为——设计创新思维考核占 20%，彩绘作品制作考核占 40%，综合

实训考核占 30%，职业素质考核占 10%。课程的具体考核项目、方式、标准及

所占比例见下表：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比例

纹样

设计

对理论

知识的

理解、辨

析

师生课堂即兴

问答

1．对老师讲解的理论理解较透彻；

2．针对优秀的彩绘作品案例，能够在老师的

指导下分析其设计特点，思考比较深入。

10%

纹样设

计方案

设计草图的绘

制及阐述

1．设计方案较有新意；

2．能够合理借鉴同类型的优秀彩绘作品。
10%

彩绘

作品

制作

考核

作品彩

绘工艺

与表现

勾线技能 线条匀称、流畅 10%
色彩效果 填色熟练、画面干净，色彩搭配合理 20%
表现手法与绘

制效果

1．彩绘工艺与纹饰表现完整统一；

2．画面有一定审美性。
10%

综合

实训

考核

表现手

法
手绘草图 手绘图表达准确，符合主题特点； 5%

设计问

题处理

解决设计图稿

过程出现的问

题

1．对设计中遇到的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

独立思考；

2．主动进行多方案比较。

20%

语言表

达
作品项目汇报

汇报流畅、清晰、主题传达到位，回答问题

有条不紊，能显示出较深入的思考。
5%



职业

素质

职业素

养

观察记录学生

平时学习纪律、

学习态度，实训

过程的操作、陈

述作品的语言

表达及举止表

现等综合以上

因素进行评判

1．学习认真、无缺勤、迟到、早退现象；

2．在作业制作等环节表现出吃苦耐劳、团队

合作、关心他人等优良品质；

3．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

作，在设计作品完成过程中有条不紊，逐步

推进；

4．作品陈述语言表达清晰流畅，行为举止表

现大方得体，符合项目汇报要求。

10%

五、课程实施

（一）教学方法与手段

《斗彩装饰》课程采用的是案例解析、实践教学法。使学生带着一个个实训

任务在探索中学习。表现在课堂上是在老师指导下，学生确定研讨主体、自主学

习、展开研究讨论，用以开拓思路、锻炼思维、培养能力、创新观念的学习行为。

学习过程是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生的学习行为来完成的。它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

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创新和应用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及分小组学

习等多种渠道，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给学生留有足够反思、

创新的余地和空间。学生的学习时间从上课时间延伸到课前、课后。学习地点一

般是图书馆、工作室、专业教室等。

分阶段的教学设计模式：根据古彩装饰实训的各个环节，实施分阶段式教学

指导，强化设计思维、彩绘能力训练。项目创作指导的模式设定设计项目任务，

以设计带教学，结合学生的设计创作实践，有针对性给予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指导。

比较和分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图案纹样设计作品，启发点拨学生，学会欣赏

和借鉴。对学生的创作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引导学生了解优劣情况。

1．理论讲授与技法相结合，结合图例，进行针对性讲解，由浅入深，循序

渐进。

2．利用多媒体展示古彩装饰基础的绘制过程和步骤，提高学生学习的直观

性、提升教学效率。

3．采用项目式教学，逐项考核，促进学生学习；推行研究性学习、合作学

习，创设工作情景，该课程通过教师的讲授、示范和分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

师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学生通过实践来深化学习、理解、消化。

4．教授过程采取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在作业的评价中，不仅有教师的评定，

也包含学生的意见。



5．在实训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创造性思维。

6．进行阶段性总结，对有创意的学生加以表扬，没有进入状态的加以引导。

7．观摩与讨论，通过展示古彩装饰的经典案例，教师进行分析和讲解，并

让学生共同参与讨论。通过分析一些经典的案例设计，使学生扩大艺术视野、提

高艺术素养。

8．专家专题讲座，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介绍设计制作方法、了解

其设计的思路和后期应用该注意的环节。

很多教学方法都是相互渗透、融合的。课堂上教师尽可以发挥自己所长，教

学效果是检验教学方法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只要能够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

以尝试各种教学方法。比如课程采用多媒体课件或录象教学；利用网络资源建立

网络课程；集体观摩赏析著名陶艺家彩绘作品案例；外出参观考察陶瓷行业市场

和学院派陶艺大赛等等。

以上的教学方法在实际的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大激发了学生的设计

创作积极性和学习主动性。创作思路得以扩展，创作水平得以提高，为后续课程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教材与课程资源

1. 教材的选取原则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项目

任务引领、实践项目导向的课程设计思想。

（2）通过斗彩彩绘技能的基本训练，临摹古代工笔花鸟、人物和各种动植物

纹样题材范本实训，掌握其装饰工艺与制作技巧，加强实践内容，以系统化实践

性操作训练项目为明线，以简明而较系统的专业理论为暗线，在各工作项目中，

根据需要编排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典型工作任务、工作项目为载体，采用项

目教学、案例教学、分组教学、现场教学等方式进行实习实训，教学全程实现“做

中教、做中学”。

（3）教材应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使学

生自主、自觉、更快、更好地发展。专业理论表达以学生能看懂听懂为基准，内

容展现应图文并茂，讲究直观性、艺术性和生活性，重视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



精心设计学习过程，极力引导学生探究，尽可能编写出研究性教程，着力提高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要渗透德育和创业教育，贯穿职中学生综合素

质各项指标的训练，提高全面素质。

（4）编写教材要征求行业、企业的意见，尽量使用新标准、新规范，充分

体现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知识，紧扣企业需求和发展趋势。要进行广泛

研讨，在企业需求、培养目标和学生实际间创建“公共面”，要注意和后续课程

的连贯性、一致性，各项活动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

（5）教材编写时，在每个项目、课题中一般要有学习目标、工作任务、工

作准备、操作步骤（包括活动引导）、质量检测（包括自测）和特别提示（注意

点）、知识宫（理论讲解）、艺术百科（扩展性知识）、体验活动（包括课堂或

课后练习、探索等）等，每个项目的开头一般要有一段激发、吸引学生学习这部

分内容的文字，最后要有该项目的成绩考核、小结等。

2. 参考教材

《景德镇粉彩瓷绘艺术》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李文跃著

《清代乾隆瓷器》粉彩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夏风编著 2005.6.

3．课程资源

（1） 空间课程网《斗彩装饰》网址：待开发。

（2） 古彩装饰技法网址：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IPEkJ1jR_EdaBd5VC4o75xekz5WAY7H5m

CSFztasuTDduwZTVDQpwicr5CU6I4_1AGtJFgaCjI_sQUiSM6HLd_

（三）教学评价

（1）改革评价手段和方法。建议从教师评价和学习者互评相结合、过程评

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课内评价和课外评价相结合、理论评价和实践评价相结合、

校内评价和校外评价相结合等方面提出要求，用尽可能清晰的行为动词阐述本课

程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与情感态度的考核标准。重视过程考核，过程考核以学

生实际完成的项目质量为评价依据，结果考核有阶段考核和五级钳工职业技能鉴

定。



（2）应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

有创新的学生应特别给予鼓励，如果学生在相关方面有发明创造或参加相关比赛

获奖，可取得相应的成绩。

（3）课程教学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讲授方式，强调古彩装饰彩绘技能职业

素质的养成。在相关的专题训练过程中，应注意教学情景的设计应真实、直观，

并注意训练的过程中在细节上督促和规范学生职业素质，在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强

调职业素质考核。

六、其他说明

1．加强学生综合素养的训练和提高。

2．完善以本专业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内容体系。

3.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教案，进行详细

的实训项目设计，以保证课程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4.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教案，进行详细的实

训项目实训，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讲究教与学的互动。该课程对学生的纹样

设计思维、手绘技能、工艺要求较高，可以考虑采用实例分析为主的教学方法，

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使学生掌握斗古彩彩绘工艺，达到课程学习目的。



《青花装饰2》课程标准

院系部： 手工艺术学院

执笔人： 夏金凤

参与制定：

工学部审核： （签名及时间）

院系部审核： （签名及时间）

2020 年 5 月



《青花装饰 2》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青花装饰 2 开课院系部 手工艺学院

课程代码 1102007 考核性质 考试/考查√

前导课程 釉下五彩

后续课程 新彩装饰、毕业设计

总学时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是□

实践课 是□

理论+实践 是□

80 学时 理实一体化 是☑

适用专业 陶瓷设计与工艺、工艺美术品设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实践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项目式课程。它的任

务是：应要求学生通过在前期青花基础装饰课程系统化的学习过程后，充分认识

并进一步掌握青花的绘制方法，了解青花写意创作设计方法和思路，熟练掌握以

写意山水、花鸟、人物为装饰图纹的绘制方法、制作程序及工艺制作技巧技法。

同时要求了解并研究写意青花的装饰特点和代表作品，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青花彩

绘技能和装饰设计能力，从而能独立完成从图纹构思设计创作至绘制、施釉、烧

制等整个青花制作过程。培养既有一定的绘画水平，又有创新能力的陶瓷彩绘设

计专业人才。

二、课程目标

通过任务引领项目教学，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职业观念，树立安全意

识，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不断推行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的

学习，调动学生学技术、学理论的积极性。

(一)知识目标

1.掌握青花图纹装饰的设计方法和图案的设计，提高设计思路。

2.理解青花瓷器造型种类，提高对青花装饰 2课程的感性认识。

3.了解写意青花的装饰技法。



4.掌握青花纹样装饰设计基本原则。

（二）能力目标

1.具备纹样装饰设计及青花汾水技能能力。

2.能掌握青花料多样性的彩绘技法和图案创新设计能力。

3.具备运用青花语言表达综合设计绘画的能力，提高青花绘画的表现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2．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

3．培养学生审美意识与专业素养。

4．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5．培养良好的沟通及语言文字表达技巧。

6．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标准在设计上本着懂理论，重纹样装饰设计和彩绘技能，突出体现职

业教育的技能型、应用性特色，着重培养学生的装饰设计及釉下青花装饰彩绘实

践应用技能，力求达到理论够用，技能过硬的目的。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就业为

导向，通过社会调研，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对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进行工作与项目

分析，推行校企合作实训教学。课程项目化、课题化，各项目、课题以目前青花

装饰 2（主要是手工绘制）的实际为基础，兼顾企业发展需求，按完成工作任务

的需要，确定课程内容和要求，着力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综合能力。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

号

专项

能力

参考

学时

训练

项目
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教学评价

1

了解青

花的概

念及图

案设计 12

青花创

作设计

概念及

绘制图

稿

1.青花图案设计种类

2.青花图案设计特点

3.图案创作方法和步骤

4.青花创作作品赏析

5.白描法绘稿

6.素描法绘稿

7.速写法绘稿

1.掌握青花的专业理论

知识

2．图稿设计方法与技巧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互评、

作品考核。



8.其他表达方法

2

熟悉青

花绘画

工具材

料 2

青花装

饰彩绘

的材料

与工具

1.坯胎

2.青花料

3.胶水

4.茶叶

5.勾线笔、汾水笔

6.拷贝纸、铅笔

7.转盘等

1.掌握并熟练青花料的

使用及调配比例

2.掌握青花辅助工具和

材料的使用方法

3.掌握勾线技巧及汾水

技法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互评、

作品考核。

3

装饰图

纹设计

创作能

力

24

青花图

案设计

创作方

法

1.手绘创作图稿，以山水

为主要图案装饰

2.花鸟与山水结合

3.写意与工笔结合

4.泼墨与重彩结合

1.熟练写意青花的构图

形式与方法

2．掌握青花写意创作的

表现技法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互评、

作品考核。

4

青花装

饰技法

能力
22

青花装

饰技法

1.工笔技法

2.写意技法

3.喷花技法

4.彩绘与雕刻技法

5.施釉技法

6.贴花技法

1．掌握青花各种装饰技

法

2．熟练标水方法

3. 掌握写生方法

4. 掌握汾水技法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互评、

作品考核。

5

烧窑实

训能力

10

烧成实

训

1.装窑、检查火孔

2.点火

3.烧至 400 度关窑门

4.观火观测温锥、氧化

5.还原、锥倒保温

6.关火

1．掌握氧化、还原火候

2.掌握氧化火候

3.掌握气压及阀门调节

4.掌握装窑工序及低温

烧制方法

作业自评、

老师测评、

作业量化、

学生互评、

作品考核。

四、课程考核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青花装饰 2》课程的学习情况，课程考核应将职

业素质考核、纹样设计考核、釉下青花彩绘作品制作考核、综合实训考核结合起

来进行，具体考核办法为——纹样设计创新思维考核占 20％，彩绘作品制作考

核占 40％，综合实训考核占 30％，职业素质考核占 10％。课程的具体考核项目、

内容、方式、标准及所占比例见下表：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比例

纹样

设计

对理论知

识 的 理

解、辨析

师生课堂即兴

问答

1．对老师讲解的理论理解较透彻

2．针对优秀的设计案例，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

分析其设计特点，思考比较深入

10％

纹样设

计方案

设计草图的绘

制及阐述

1．设计方案较有新意

2．能够合理借鉴同类型的优秀设计
10％



彩绘作

品制作

考核

作品彩

绘工艺

与表现

勾线技能 1.线条匀称、流畅 10％

色彩效果 1.汾水技法熟练、画面干净，色彩搭配合理 20％

表现手法与绘

制效果

1．彩绘工艺与纹饰表现完整统一

2．画面有一定审美性
10％

综合实

训考核

表现手法 手绘草图 1.手绘图表达准确，符合主题特点 5％

设计问

题处理

解决设计图稿

过程出现的问

题

1．对设计中遇到的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独

立思考

2．主动进行多方案比较

20％

语言表达 作品项目汇报
1.汇报流畅、清晰、主题传达到位，回答问题

有条不紊，能显示出较深入的思考
5％

职业素

质
职业素养

观察记录学生

平 时 学 习 纪

律、学习态度，

实训过程的操

作、陈述作品

的语言表达及

举止表现等综

合以上因素进

行评判

1．学习认真、无缺勤、迟到、早退现象

2．在作业制作等环节表现出吃苦耐劳、团队合

作、关心他人等优良品质

3．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

在设计作品完成过程中有条不紊，逐步推进

4．作品陈述语言表达清晰流畅，行为举止表现

大方得体，符合项目汇报要求

10％

五、课程实施

（一）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在第五学期完成。通过对釉下彩陶瓷的演变、艺术

特征、发展和釉下青花彩绘装饰及工艺的学习，了解釉下青花瓷器的特性、绘制

技能和技巧，主要培养学生的纹样装饰能力和彩绘技能。纹样设计及工艺技能要

求较高，因此要结合课程的培养目标，教学方式和手段要灵活多样，针对性强。

以下是部分教学手段，供参考。

1.理论讲授与技法相结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2.教学采取由浅入深

3.理论教学应结合图例，进行针对性讲解，也可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提高教

学效率。

4.教授过程采取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

5.在实训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创造性思维。

6.进行阶段性总结，对有创意的学生加以表扬，没有进入状态的加以引导。



7.观摩与讨论，通过展示釉下青花彩绘设计创作的经典案例，教师进行分析

和讲解，并让学生共同参与讨论。通过分析一些经典的案例设计，使学生扩大艺

术视野、提高艺术素养。

8.专家专题讲座，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介绍设计制作方法、了解其

设计的思路和后期应用该注意的环节。

很多教学方法都是相互渗透、融合的。课堂上教师尽可以发挥自己所长，教

学效果是检验教学方法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只要能够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

以尝试各种教学方法。比如课程采用多媒体课件或录象教学；利用网络资源建立

网络课程；集体观摩赏析著名陶艺家彩绘作品案例；外出参观考察陶瓷行业市场

和学院派陶艺大赛等等。

以上的教学方法在实际的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大激发了学生的设计

创作积极性和学习主动性。创作思路得以扩展，创作水平得以提高，为后续课程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教材与课程资源

1. 教材选取的原则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项目

任务引领、实践项目导向的课程设计思想。

（2）教材应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使学生

自主、自觉、更快、更好地发展。教材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讲究直观性、艺术

性和生活性，重视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精心设计学习过程，极力引导学生探

究，尽可能编写出研究性教程，着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教材充分地体现教学资源的相关内容，体现课程设计思想，以课程为载

体实施教学。项目内容选取要科学、符合该门课程的工作逻辑、能形成系列，让

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职业能力。推荐选用以下教材，除此之外，教

师也可以利用企业资源、网络相关资源自编教材。

2. 参考教材

《传统陶瓷青花装饰》罗晓涛编著.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7

3．课程资源



（1）空间课程网《青花装饰 2》网址：待开发

（2）青花装饰 2网址：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p0ClqxvmAilScxRZ6jwjutTZc_cH0XNQ

UJOqRL9lSo7xT3eyX4Azj05Jeu2Ko9iVG_3bOP4UhGyWG0dAQDZaIEFBbOKWet5rVZdT1

TY11TO

（三）教学评价

（1）改革评价手段和方法。建议从教师评价和学习者互评相结合、过程评

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课内评价和课外评价相结合、理论评价和实践评价相结合、

校内评价和校外评价相结合等方面提出要求，用尽可能清晰的行为动词阐述本课

程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与情感态度的考核标准。重视过程考核，过程考核以学

生实际完成的项目质量为评价依据，结果考核有阶段考核和陶瓷产品设计师职业

技能鉴定。

（2）应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

有创新的学生应特别给予鼓励，如果学生在相关方面有发明创造或参加相关比赛

获奖，可取得相应的成绩。

（3）课程教学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讲授方式，强调釉下青花设计创作职

业素质的养成。在相关的专题训练过程中，应注意教学情景的设计应真实、直观，

并注意训练的过程中在细节上督促和规范学生职业素质，在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强

调职业素质考核。

六、其他说明

1.对学生专业培养目标进一步完善。

2.授课内容完善以本专业就业变化为导向。

3.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教案，进行详细

的实训项目设计，以保证课程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4.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教案，进行详细

的实训项目设计，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讲究教与学的互动。该课程对学生的

纹样设计创新思维、彩绘工艺要求较高，可以考虑采用实例分析为主的教学方法，

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让学生对釉下青花装饰纹样进行创新设计和彩绘技巧的思



考与实训，使学生拓展设计思维和提升彩绘能力，达到课程学习目的。



《釉下五彩装饰1》课程标准

院系部： 手工艺学院

执笔人： 夏金凤

参与制定：

工学部审核： （签名及时间）

院系部审核： （签名及时间）

2020 年 5月



《釉下五彩装饰 1》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釉下五彩装饰 开课院系部 手工艺术学院

课程代码 1102012 考核性质 考试/考查

前导课程 白描、国画山水、国画花鸟

后续课程 青花、高温颜色釉装饰

总学时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是□

实践课 是□

理论+实践 是□

64 理实一体化 是☑

适用专业 陶瓷设计与工艺、首饰设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实践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项目式课程，在

第 2学期完成。它的任务是：主要以工笔画、写意画为主要的花鸟图案装饰。

应要求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系统化的学习，充分认识并掌握釉下五彩装饰的绘

制方法、制作程序及工艺制作技巧技法。同时要求学生了解釉下五彩的发展

变化，研究现代釉下五彩装饰发展的现状和代表作品，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装

饰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初步具备独立地运用所学知识和技法创作出艺术个

性鲜明、富有东方文化特征的新彩陶瓷作品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釉下五彩的起源、发展概况。

2.理解釉下五彩瓷器造型种类，提高新彩课程的感性认识。

3.理解五彩颜料的料性及基本的绘画方法。

4.了解五彩工笔花鸟画临摹的装饰技法。

（二）能力目标

1.具备运用釉下五彩语言表达创意绘画的能力，提高釉下五彩绘画的表

现能力。

2.能具备临摹工笔花鸟画作品的能力。



3.能具备将国画作品转换成釉下五彩作品的能力。

4.能区别釉下五彩工笔画、写意画的工艺美术特点以及与其他陶瓷装饰

的不同。

5.培养学生创新工艺的精神和培养未来创新创业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良好的沟通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培养学生良好陶艺绘画创作表现力，具有一专多能本领；

3．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热爱陶瓷制作工艺，树立专业自信

力；

4．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具有较高的艺术综合素养和精益求精、追求

卓越的工匠精神。

5．培养学生一定的艺术设计能力，具备专业各种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及

责任意识与创新精神。

6．树立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创新创业意识，养成尊重宽容、团结协

作和平等互助的合作意识，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标准在设计上本着懂理论，重绘画原理和彩绘技能，突出体现职业教

育的技能型、应用性特色。在教学方法上通过任务引领项目教学，让学生树立正

确的专业思想、职业观念，创新创业意识，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科学的工

作方法；极大调动学生学技术、学理论的积极性。同时培养学生民族情感以及实

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养成良好职业操作习惯，有效提升专业素养与人

生的自我设计发展。

课程内容的编排和组织是以企业需求、企业产品研发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

与要求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确定的。课程立足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打破

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学科模式，以企业典型工作来构建学习项目，将

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毕业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获取的标准融入课程教学，让学

生在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提升职业能力。课程内容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理



论知识的选取紧紧围绕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来进行，并加强对实训作品的过程性

评价，过程性评价如制定设计阶段性作品评价标准，由授课教师自行评审。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

号
教学内容 训练项目

思想政治教育

的融入点

参

考

学

时

教学要求 评价

1

1.釉下五彩概念

2.赏析历代釉下五彩

作品

3.绘制图稿技巧与方

法。学习前辈典范，

帮助学生领会古人创

瓷的艰苦与力量，尊

重先辈所创造的历史

成就和敬业精神。培

养优良的中华民族美

德。

1.釉下五

彩发展始

源了解

2.传统陶

瓷纹样的

装饰工艺

认识

1.通过釉下五

彩的历史树立

文化自信和陶

瓷工艺的创新

精神。

3.融入古代民

间巧匠坚持不

懈的制作陶瓷

的案例典范，

让学生了解陶

艺的美

4

1.掌握釉下五

彩专业理论知

识

2.掌握构图方

法 和 绘 图 技

巧，具备一定

的专业设计能

力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考核

互评，激活学生

学习动力和自我

体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识

和调控能力

2

1.釉下五彩颜料特点

2.工具：新材专笔、

陶瓷白胎、

3.认识材料和工具的

美，致敬先辈的工匠

和敬业精神。

1.熟悉认

识釉下五

彩材料、

工具使用

2.准备工

具和材料

1.通过对材料

发展认识创新

工艺的创新精

神。

2.培养学生的

人文精神和科

学技术创新的

精神。 2

1.掌握并熟练

釉下五彩颜料

特性、研磨方

法。

2.掌握辅助工

具和材料的使

用方法，学习

前人精益求精

态度，具有工

匠学习精神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考核

互评，激活学生

学习动力和自我

体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识

和调控能力

3

1.水料画法和釉料画

法方法

2.介绍釉下五彩制作

成型技法，赏析陶瓷

大师陶艺成型作品，

融入“陶瓷非遗产品

创新”为创作主题的

作品

1.熟悉釉

下五彩绘

水料和油

料画法

2.水料的

相互配色

了解

1.建立通过材

料创新和工艺

创新的双创教

学，引导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创业能力

的培养。

10

1.掌握传统釉

料画法方法

2.掌握水料技

法和步骤，并

有 所 创 新 意

识，提高专业

设计能力和自

信力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考核

互评，激活学生

学习动力和自我

体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识

和调控能力

4

1．水料釉料结合技

法、技巧；工具使用

2.介绍水料釉料结合

装饰技法，装饰手法

形式多样，分组讨论

1.水料和

釉料技法

制作方法

实训

2.泥坯的

1. 通 过 学 习

传统技法培养

学生继承非遗

技艺，培养工

匠精神

1．掌握水料和

釉料技法制作

方法的设计技

巧和创作力

2．掌握水料和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考核

互评，激活学生

学习动力和自我



陶瓷大师作品装饰风

格与特色，讲授“毛

瓷”制作由来，帮助

学生领会古人创瓷的

艰苦与力量

刻花装饰

实训

2. 增 强 学 生

爱国情怀，尊

重先辈所创造

的历史成就和

敬业精神

16

釉料技法制作

方 法 装 饰 技

法，具有图案

创新设计能力

体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识

和调控能力

6

1.装窑前准备、装窑、

烧制、出窑

2.了解陶艺工艺和装

饰特色，在烧制学习

时，教师以相关烧窑

规章制度及法律法规

为准则和要求进行讲

解，使学生文明规范

操作烧窑，遵守制度

1.装窑过

程实训

2.烧制工

艺流程练

习

1. 具 有 团 队

协作精神，使

自己有更高层

次的职业认同

感与自豪感

2. 树 立 科 学

服务工艺，工

艺服务艺术的

人文价值观

12

1.掌握装窑准

则和安全防范

意识

2.掌握气压及

阀门调节，温

度

的烧制方法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考核

互评，激活学生

学习动力和自我

体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识

和调控能力

四、课程考核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釉下五彩装饰 1》课程的学习情况，课程考

核应将职业素质考核、造型设计考核、手工实践作品考核、综合实训考核结

合起来进行，具体考核办法为——设计创新思维考核占 20%，手工实践作品

考核占 40%，综合实训考核占 30%，其中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考核占课程考

核总分的 10%，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成绩根据学生平时学习纪律、学习态度、

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工匠精神，实训过程的操作规范、安全规范、设备保

养，陈述作品的语言表达及举止表现等进行综合评判。课程的具体考核项目、

方式、标准及所占比例见下表：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比例

设计

对理论

知识的

理解、辨

析

师生课堂即兴

问答

1．对老师讲解的理论理解较透彻；能了解优秀

陶瓷文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自信。

2．针对优秀的设计案例，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

分析其设计特点，思考比较深入。

10%

造型设

计方案

设计草图的绘

制及阐述

1．设计方案较有新意，有一定的创新力；

2．能够合理借鉴同类型的优秀设计。
10%

手工实

践作品

考核

手 工 制

作 工 艺

与表现

水料技能
手法熟练、工艺细致，有工匠学习精神，显现专

业自信力
10%

釉色效果 简洁明快，色彩搭配合理，审美强 20%
表现手法与烧

制效果

1．手工工艺与纹饰表现完整统一；

2．有创新意识，画面有一定审美性。
10%

综合实

训考核

表现手

法
草图设计 设计稿表达准确，符合主题特点； 5%



五、课程实施要求

（一）授课教师基本要求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本科以上学历，原则上具有两年以上本专业相

关的企业工作经历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具有高尚的师德师风；具有自觉的

育人意识，将立德树人贯穿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全过程；具有自觉的育人意

识，将立德树人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道德高尚、治学严谨，掌握现代职业

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够主讲 1门以上专业课程，参与实践教学，并取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与行业及相关企业联系密切，主持或参与校企合作或相关

专业技术服务项目；能够参与教研教改课题和专业技术课题的研究。

（二）教学条件要求

陶艺彩绘课程实训条件需要一定的施舍设备，基本要求具体如下表：

实

训

室

设备配备 设备功能与要求 职业能力培养 备注

彩

绘

颜料 画画需要。1 套/人 掌握传统创作彩绘

工艺技法和图案设

材料工具需求：

新彩颜料、工具、毛笔 画画需要。1 套/人

设计问

题处理

解决设计图稿

过程出现的问

题

1．对设计中遇到的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独

立思考；

2．主动进行多方案比较，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

20%

语言表

达
作品项目汇报

汇报流畅、清晰、主题传达到位，回答问题有条

不紊，能显示出较深入的思考。
5%

职业素

质

职业素

养

通过各项专业

实训项目，观

察并记录学生

表 现 日 常 表

现；通过实训

项目中的难点

问题，观察学

生 的 工 作 态

度；通过学生

出勤情况，观

察学生的学习

态度。观察学

生完成作品过

程中体现的纪

律意识、规范

意识、责任意

识 与 创 新 精

神，进行综合

评判。

1.遵纪守法，刻苦努力；

2.团结友善，密切协作；

3.质量为本，真诚守信；

4.不断学习，勇于进取；

5.钻研技术，改革创新；

6.节约用电、节约用材意识；

7.良好的设计意识；

8.竞争意识；

9.面对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

10%



成

型

室

计能力，培养学生

创新意识，对专业

技能具有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托板、美工刀、直

尺、三角板、抹布、

水桶、铅笔等

转盘 托作品绘画使用。1 个/人

调节油 分水中挡水需要。1 套/人

管道气炉 釉下陶艺烧制需要；1 台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在“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指导下选取案例解析、实践教学讲授

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讲授案例中所用的理论知识，融枯燥的理论学习于

生动的例子中。综合运用讲授法、榜样示范法、演讲法、网络教学法和实地

参观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在学生理解基本理

论知识的基础上,再示范制作一件新彩作品，这样使学生进一步熟悉相关理

论知识的应用及实际操作。授课时先展示优秀作品效果， 讲解技法、特色

与工艺相关内容, 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案例教学法中案例的分析与完成，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学习他人优秀陶瓷文化精髓，法古前人，树立人文情怀和崇仰精神。

本课程综合考虑教学效果和教学可操作性等因素，建议选用以下教学

法。

1．分阶段的教学设计方法。根据釉下五彩创作实训的各个环节，实施

分阶段式教学指导，强化设计思维、彩绘能力训练。 项目创作指导的模式

设定设计项目任务，以设计带教学，结合学生的设计创作实践，有针对性给

予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指导。比较和分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图案纹样设计

作品，启发点拨学生，学会欣赏和借鉴。同时，学习中产生团结合作精神，

提升良好职业素养。

2．采用网络教学或录象教学法。利用多媒体进行网络课程教学，熟悉

和欣赏陶艺彩绘工艺实训视频，集体观摩赏析著名陶艺家作品案例，激发学

生的设计创作积极性和学习主动性，拓展创作思路和提高彩绘技艺，增强学

生对陶艺学习的自信心，提高学生专业文化素养。

3．示范教学法：老师准备好几个知识点进行示范教学，增加教学的生

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4．案例教学法：结合各类优秀的设计案例进行教学，加强学生的对于

抽象概念的理解，为学生后续的设计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5．头脑风暴法：针对问题，以小组讨论形式，让所有学生在自由愉快

气氛中畅所欲言，交换想法，并以此激发创意和灵感，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

目的。

6．启发诱导法：根据教学内容，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课前进行预习和

资料收集。引导学生探索新知识、新方法、新工艺的热情，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

7．分组教学法：采用分组的形式，培养同学的团队意识与协作精神。

8．小组陈述互评法：采用小组陈述与互评的教学法，引导学生积极思

考，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9．竞争教学法：根据实训任务设立奖惩办法，调动各小组积极性，形

成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

（四）教材、数字化资源应用

1. 教材的选取原则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

项目任务引领、实践项目导向的课程设计思想。

（2）教材应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

使学生自主、自觉、更快、更好地发展。教材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讲究直

观性、艺术性和生活性，重视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精心设计学习过程，

极力引导学生探究，尽可能编写出研究性教程，着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3）教材充分地体现教学资源的相关内容，体现课程设计思想，以课

程为载体实施教学。项目内容选取要科学、符合该门课程的工作逻辑、能形

成系列，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职业能力。推荐选用以下教材，

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利用企业资源、网络相关资源自编教材。

《釉下五彩装饰 1》课程教材选用表

序

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陶瓷釉下五

彩装饰》 教材

湖南大学出

版社. 夏金凤主编.. 2013. 6



《釉下五彩装饰 1》课程参考教材选用表

序

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中华文脉·中

国陶瓷艺术—

—釉下五彩瓷》

专业参考教材

醴陵国瓷馆 黑

龙江美术出版

社 中华书局

黄永平 2016.6

《釉下五彩装饰 1》课程数字化资源选用表

序

号

数字化资源名

称
资源网站

1
釉下五彩网络

空间课程

http://www.icve.com.cn/portal_new/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
d=yzr5acmo8yxbc7dfvxad9w

六、其他说明

1．加强学生综合素养的训练和提高。

2．完善以本专业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内容体系。

3.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操作性强，从课程性质和内容的角

度挖掘发现它有一定的思政人文教育融合点。如陶瓷有很多技艺是中国特色

和国家非遗技艺，在教学中将以“非遗技艺传承精神”灌输学生要学技艺、

传承陶瓷文化，学习工匠精神，对学生进行的精细化、针对性的个性化人格

思想的培养。

4.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专业课程和

教案时要结合大学生职业素养与规划，在培育中渗透人文、思想教育的教学

方案，提倡“工匠精神”发展，让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到良好的传承

与发展，使职业教育培养更具特色和更具匠心的艺术人才。开展广泛的思想

教育实践研究工作，探索创新大学生专业实践学习与思想教育融合的新路

径，提高专业教育教学效果。

5. 任课教师要深入挖掘本课程的思政元素，充分发挥各门课程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陶瓷雕刻》课程标准

院系部： 手工艺学院

执笔人： 夏金凤

参与制定：

工学部审核： （签名及时间）

院系部审核： （签名及时间）

2020 年 5月



《陶瓷雕刻》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陶瓷雕刻 开课院系部 手工艺术学院

课程代码 1102027 考核性质 考试/考查√

前导课程 陶瓷饰品设计与制作

后续课程 陶瓷雕塑

总学时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是□

实践课 是□

理论+实践 是☑

96 学时 理实一体化 是

适用专业 陶瓷设计与工艺陶瓷造型方向、雕刻艺术设计、产品设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实践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项目式课程，在第四

学期完成。它的任务是：通过陶瓷雕刻理论课的讲授及雕刻纹样设计与实践制作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陶瓷雕刻的发展概况，了解材料性能及成型步骤，掌握雕刻

的空间立体造型特点，掌握陶瓷雕刻制作工艺程序和装饰方法，掌握从纹样设计

到拓稿再到雕刻再施釉烧制的制作流程，培养学生实践创作能力和动手能力，增

进学习者从事陶瓷雕刻制作与陶艺的表现能力。通过实训学习，使学生了解陶瓷

雕刻中浅浮雕、高浮雕、镂雕、堆雕、双面雕刻、透雕、圆雕的工艺形式和表现

技巧。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理解和掌握陶瓷雕刻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2.掌握雕刻纹样设计，为拓稿做好准备。

3.懂得雕刻时合理把握造型形体、空间、量感与质感。

4.掌握应用造型语言表达和造型设计的能力。

5.培养与提高学习者的分析雕刻立体空间造型与艺术创作思维的能力。

6.培养学生的审美、解读能力。

7.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增进学习者从事陶瓷雕刻制作及装饰设计创作表



现的能力。

（二）能力目标

1.掌握陶瓷雕刻纹样设计的前期工作。

2.掌握陶瓷雕刻的工艺技法。

3.掌握陶瓷雕刻创作表现。

4.掌握陶瓷雕刻的装饰技法。

5.掌握陶瓷雕刻工艺。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良好的沟通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培养学生良好雕刻造型创作表现力，具有一专多能本领；

3．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热爱陶瓷制作工艺，树立专业自信力；

4．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具有较高的艺术综合素养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

5．培养学生一定的艺术设计能力，具备专业各种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及责任

意识与创新精神。

6．树立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创新创业意识，养成尊重宽容、团结协作和

平等互助的合作意识，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标准在设计上本着懂理论，重造型设计和手工技能，突出体现职业教

育的技能型、应用性特色，着重培养学生的造型设计及手工制作应用技能，力求

达到理论够用，技能过硬的目的。在教学方法上通过任务引领项目教学，让学生

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职业观念、创新创业意识和职业素养。该课程培养学生的

专业核心技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方法，促进学生养成

职业道德、综合能力和良好心态的立场，是培养大学生职业能力的长期系统化培

养与发展，有效提升专业素养与人生的自我设计发展。

课程内容的编排和组织是以企业需求、企业产品研发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

与要求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确定的。课程立足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打破



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学科模式，以企业典型工作来构建学习项目，将

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毕业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获取的标准融入课程教学，让学

生在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提升职业能力。课程内容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理

论知识的选取紧紧围绕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来进行，并加强对实训作品的过程性

评价，过程性评价如制定设计阶段性作品评价标准，由授课教师自行评审。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

号
教学内容

训练项

目

思想政治教育

的融入点

参

考

学

时

教学要求 评价

1

1.陶瓷雕刻定义、雕刻的分

类、陶瓷雕刻的应用范围

2.人物陶瓷雕刻与动物雕

刻的特点

3.优秀陶瓷雕刻作品赏析

4.学习前辈典范，帮助学生

领会古人创瓷的艰苦与力

量，尊重先辈所创造的历史

成就和敬业精神。

1. 陶

瓷雕刻

发展始

源了解

2. 传

统陶瓷

雕刻的

成型工

艺认识

1.传承陶瓷文

化，提高对中华

陶瓷文化的自信

力

2.具备一定的专

业理论素养和设

计能力

3.融入古代民间

巧匠坚持不懈案

例典范，让学生

了解匠人雕刻

的美。

14

1.掌握雕

刻专业理

论知识，

灌输学生

要学技艺

2.掌握雕

刻造型和

工艺特征

笔记考核、自

我认识总结、

教师评价，端

正学生学习态

度，提高学习

积极性，增强

学生对专业学

习的自信心

2

1.三角刀、雕刻刀、美工刀、

雕刻刀、木拍墩

2.雕刻泥、陶泥、高白泥、

色泥

3.熟悉陶瓷泥料

4.认识材料和工具的美，致

敬先辈的工匠和敬业精神。

1. 雕

刻泥料

认识，

工具使

用

2. 雕

刻泥性

掌握

1. 学习前人精

益求精态度

2. 具有工匠学

习精神

3. 要珍惜工具

使用，具备良好

的敬业态度

2

1.掌握并

熟练陶瓷

雕刻泥料

特性

2.掌握雕

刻辅助工

具和材料

的使用方

法

笔记考核、自

我认识总结、

教师评价，端

正学生学习态

度，提高学习

积极性，增强

学生对专业学

习的自信心

3

1.制作种类：小孩、老人、

青年、女人、马、羊、牛及

其他

2.制作种类：花卉植物、鱼、

马、羊、牛及飞禽

3.介绍雕刻制作成型技法，

赏析陶瓷大师雕刻成型作

品，融入“陶瓷非遗产品创

新”为创作主题的作品，做

1. 了

解陶瓷

雕刻技

法，技

巧

2. 熟

悉陶瓷

雕刻装

饰特点

1. 中国图案认

识，使学习有设

计创新意识

2. 提高专业设

计能力和自信力

30

1.掌握传

统雕刻制

作方法

2.掌握雕

刻种类、

技法和步

骤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好技艺传承精神 与工艺

4

1．浅浮雕法、高浮雕法、

镂雕法、透雕法、堆雕法

、双面雕刻法

2.示范陶瓷雕刻阳刻技法，

分组讨论赏析陶瓷大师作

品装饰风格与特色，讲授民

间艺人雕刻作品制作典故，

帮助学生领会前人创作的

艰苦与力量，学会崇敬民间

艺人并有一定的传承技艺

使命感

1. 传

统雕刻

制作方

法掌握

2. 传

统雕刻

装饰理

解

1. 具有细节精

益求精的制作能

力

2. 对工艺制作

追求要有工匠般

的制作精神

3. 要有爱国情

怀，尊重先辈所

创造的历史成就

和敬业精神

20

1．掌握雕

刻纹样的

设计能力

和创作力

2．掌握雕

刻工艺技

法，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5

1.刮划装饰

2.镂空装饰

3.彩绘装饰

4.施釉装饰

5.雕刻装饰

6.讲解各种装饰方法步骤，

示范演示雕刻装饰雕刻，让

学生迅速了解雕刻制作工

艺，激发学习动力

1. 雕

刻装饰

方法

2. 雕

刻的镂

空装饰

较难掌

握

1. 具有一专多

能的本领和精益

求精的态度

2. 对雕刻作品

制作有工匠学习

精神，培养学生

具特色和更具匠

心的艺术人才

20

1．掌握雕

刻成型方

法，增强

动手能力

2．掌握成

型工艺，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6

1.装窑前准备、装窑、烧制、

出窑

2.了解雕刻工艺和装饰特

色，在烧制学习时，教师以

相关烧窑规章制度及法律

法规为准则和要求进行讲

解，使学生文明规范操作烧

窑，遵守制度

1. 装

窑工艺

及要点

2. 烧

制工艺

及流程

1. 具有团队协

作精神，有良好

的德育意识

2. 使自己有更

高层次的职业认

同感与自豪感

10

1.掌握装

窑准则和

安全防范

意识

2.掌握气

压及阀门

调节，氧

化、还原

温度的烧

制方法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四、课程考核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陶瓷雕刻》课程的学习情况，课程考核应将职业

素质考核、造型设计考核、手工雕刻实践作品考核、综合实训考核结合起来进行，



具体考核办法为——纹样设计创新思维考核占 20%，雕刻实践作品考核占 40%，

综合实训考核占 30%，职业素质考核占 10%。课程的具体考核项目、方式、标准

及所占比例见下表：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比例

雕刻

纹样

设计

对理论

知识的

理解、辨

析

师生课堂即兴

问答

1．对老师讲解的理论理解较透彻；能了解优

秀陶瓷文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自信。

2．针对优秀的纹样设计案例，能够在老师的

指导下分析其设计特点，思考比较深入。

10%

纹样设

计方案

设计纹样的绘

制及阐述

1．设计意蕴较有新意；有一定的创新力；

2．能够合理借鉴同类型的优秀纹样设计。
10%

雕刻

实践

作品

考核

雕 刻 工

艺 与 表

现

雕刻工艺
手法熟练、工艺细致、浮雕感强，有工匠学

习精神，显现专业自信力。
10%

釉色表现 清新雅致、简洁明快，审美强 20%
表现手法与烧

制

1．雕刻工艺与纹饰表现完整统一；

2．画面有一定审美性。
10%

综合

实训

考核

表现

手法
雕刻技法

浮雕形式明确，立体感强；具备一定的职业

素养；
15%

设计问

题处理

解决设计图稿

过程出现的问

题

1．对设计中遇到的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

独立思考；

2．主动进行多方案比较，追求精益求精的精

神。

10%

语言表

达
作品项目汇报

汇报流畅、清晰、主题传达到位，回答问题

有条不紊，能显示出较深入的思考。
5%

职业

素质

职业素

养

观察记录学生

平时学习纪律、

学习态度，实训

过程的操作、陈

述作品的语言

表达及举止表

现等综合以上

因素进行评判

1．学习认真、无缺勤、迟到、早退现象；

2．在作业制作等环节表现出吃苦耐劳、团队

合作、关心他人等优良品质；

3．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

作，在设计作品完成过程中有条不紊，逐步

推进；

4．作品陈述语言表达清晰流畅，行为举止表

现大方得体，符合项目汇报要求。

10%

五、课程实施要求

（一）授课教师基本要求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本科以上学历，原则上具有两年以上本专业相关的

企业工作经历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具有自觉的育人意识，将立德树人贯穿课程

教学全过程；道德高尚、治学严谨，掌握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够主

讲 1门以上专业课程，参与实践教学，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与行业及相关企

业联系密切，主持或参与校企合作或相关专业技术服务项目；能够参与教研教改

课题和专业技术课题的研究。



（二）教学条件要求

雕刻彩绘课程实训条件需要一定的施舍设备，基本要求具体如下表：

实训室 设备配备 设备功能与要求 职业能力培养 备注

雕刻成

型室

雕刻台 素坯雕刻使用；1 台/人 掌握陶瓷雕刻工艺

技法和装饰设计能

力，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对专业技能

具有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材 料 工 具

需求：

陶瓷泥巴、

雕刻工具、

美工刀、直

尺 、 三 角

板、抹布、

水桶、铅笔

等

托板 陈放作品；1 台/人

转盘 托雕刻作品成型使用；1 个/人

工作台/凳 设计图、刻瓷实操用；1 台/人

烧窑工

艺室

气窑 高温釉上彩烧制作品；1 座 掌握烧窑方法及工

艺流程，有安全意

识，规范操作，传

播和传承中国陶瓷

烧制技艺

烤花炉
釉下雕刻结合釉上彩绘装饰需

要，低温釉上彩烧制作品；1 台

烘干箱
成型坯未干或施釉后未干需

要烘干使用；1 座

施釉工

艺室

水帘式排气

施釉机
作品罩釉和釉色装饰；2 台

掌握施釉技巧及工

艺，培养学生的道

德情操、实践创新

精神

气泵 给施釉机冲压施釉；1 台

磨釉机
对烧成后作品底盘有瑕疵进行打

磨光滑；1 台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1．本课程在“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指导下选取案例解析、实践教学讲授

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讲授案例中所用的理论知识，融枯燥的理论学习于生动

的例子中。在学生理解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再示范制作一件动物雕刻作品，

这样使学生进一步熟悉相关理论知识的应用及实际操作。授课时先展示优秀作品

效果，讲解技法、特色与工艺相关内容, 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中案例的分析与完成，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他人优秀陶瓷文化精髓，法古前人，树立人文情怀和崇仰

精神。

2．分阶段的教学设计方法。根据陶瓷雕刻实训的各个环节，实施分阶段式

教学指导，强化设计思维、釉下彩绘能力训练。 项目创作指导的模式设定设计

项目任务，以设计带教学，结合学生的设计创作实践，有针对性给予相关知识与

技能的指导。比较和分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图案纹样设计作品，启发点拨学



生，学会欣赏和借鉴。同时，学习中产生团结合作精神，提升良好职业素养。

3．采用网络教学或录象教学法。利用多媒体进行网络课程教学，熟悉和欣

赏雕刻彩绘工艺实训视频，集体观摩赏析著名雕刻家作品案例，激发学生的设计

创作积极性和学习主动性，拓展创作思路和提高彩绘技艺，增强学生对雕刻学习

的自信心，提高学生专业文化素养。

（四）教材、数字化资源应用

《陶瓷雕刻》课程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陶瓷影青刻花
专业教学参考

书

江苏凤凰美术

出版社
黄胜 2017.11

《陶瓷雕刻》课程参考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丁艺坭兴陶刻

(精装)

专业教学参考

书

广西美术出

版社
丁艺 2011.2

《陶瓷雕刻》课程数字化资源选用表

序号 数字化资源名称 资源网站

1 陶瓷雕刻网址 http://baidu.ku6.com/watch/3942365016545728988.html

六、其他说明

1．加强学生综合素养的训练和提高。

2．完善以本专业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内容体系。

3.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操作性强，从课程性质和内容的角度挖

掘发现它有一定的思政人文教育融合点。如陶瓷有很多技艺是中国特色和国家非

遗技艺，在教学中将以“非遗技艺传承精神”灌输学生要学技艺、传承陶瓷文化，

学习工匠精神，对学生进行的精细化、针对性的个性化人格思想的培养。

4.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专业课程和教案

时要结合大学生职业素养与规划，在培育中渗透人文、思想教育的教学方案，提

倡“工匠精神”发展，让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到良好的传承与发展，使职

业教育培养更具特色和更具匠心的艺术人才。开展广泛的思想教育实践研究工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4%B8%81%E8%89%BA&search-alias=books
http://baidu.ku6.com/watch/3942365016545728988.html


作，探索创新大学生专业实践学习与思想教育融合的新路径，提高专业教育教学

效果。



《陶瓷雕塑》课程标准

院系部： 手工艺学院

执笔人： 夏金凤

参与制定：

工学部审核： （签名及时间）

院系部审核： （签名及时间）

2020年 5 月



《陶瓷雕塑》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陶瓷雕塑 开课院系部 手工艺术学院

课程代码 1102016 考核性质 考试/考查√

前导课程 现代陶艺

后续课程 陶瓷雕刻、综合材料陶艺创作

总学时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是□

实践课 是□

理论+实践 是☑

96 学时 理实一体化 是

适用专业 陶瓷设计与工艺陶瓷造型方向、雕塑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实践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项目式课程，在第四

学期完成。它的任务是：通过陶瓷雕塑理论课的讲授及雕塑造型设计与实践制作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陶瓷雕塑的发展概况，了解材料性能及成型步骤，掌握泥塑

的空间立体造型特点，掌握陶瓷雕塑制作工艺程序和装饰方法，掌握从绘图草稿

设计到泥稿制作到翻制模型再到施釉烧制的制作流程，培养学生实践创作能力和

动手能力，增进学习者从事陶瓷雕塑制作与陶艺的表现能力。通过实训学习，使

学生了解陶瓷雕塑中泥板成型雕塑、手捏成型雕塑、印坯成型雕塑、翻模成型雕

塑的创作规律和表现技巧。为了更好地掌握本课程实训内容，同学们要适当做些

小型陶瓷雕塑临摹以提高实践认识与制作技能。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理解和掌握陶瓷雕塑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2．掌握小稿打样，为塑造做好准备。

3．准确理解形体、空间、量感与质感。

4．具备应用造型语言表达和造型设计的能力。

5．培养与提高学习者的分析雕塑立体空间造型与艺术创作思维的能力。

6．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增进学习者从事陶瓷雕塑制作及陶艺创作表现的



能力。

7． 培养学生的审美、解读能力。

（二）能力目标

1．掌握陶瓷雕塑造型设计的前期工作。

2．掌握陶瓷雕塑的成型技法。

3．掌握陶瓷雕塑创作表现方法。

4．掌握陶瓷雕塑的装饰技法。

5．掌握手捏成型工艺与技巧。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良好的沟通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培养学生良好雕塑造型创作表现力，具有一专多能本领；

3．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热爱陶瓷制作工艺，树立专业自信力；

4．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具有较高的艺术综合素养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

5．培养学生一定的艺术设计能力，具备专业各种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及责任

意识与创新精神。

6．树立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创新创业意识，养成尊重宽容、团结协作和

平等互助的合作意识，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标准在设计上本着懂理论，重造型设计和手工技能，突出体现职业教

育的技能型、应用性特色，着重培养学生的造型设计及手工制作应用技能，力求

达到理论够用，技能过硬的目的。在教学方法上通过任务引领项目教学，让学生

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职业观念、创新创业意识和职业素养，树立安全意识，具

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方法；同时该课程培养学生专业核心技

能、职业能力，促进学生养成职业道德、综合能力和良好心态的立场，是培养大

学生职业能力的长期系统化培养与发展，有效提升专业素养与人生的自我设计发

展。



课程内容的编排和组织是以企业需求、企业产品研发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

与要求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确定的。课程立足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打破

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学科模式，以企业典型工作来构建学习项目，将

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毕业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获取的标准融入课程教学，让学

生在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提升职业能力。课程内容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理

论知识的选取紧紧围绕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来进行，并加强对实训作品的过程性

评价，过程性评价如制定设计阶段性作品评价标准，由授课教师自行评审。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

号
教学内容

训练项

目

思想政治教育

的融入点

参

考

学

时

教学要求 评价

1

1.陶瓷雕塑定义、分类、

应用范围

2.赏析优秀陶瓷雕塑作品

图片，草图绘制方法

3.其他成型表达方法

4.学习前辈典范，帮助学

生领会古人创瓷的艰苦与

力量，尊重先辈所创造的

历史成就和敬业精神。

3. 雕

塑发展

始源了

解

4. 传

统陶瓷

雕塑的

成型工

艺认识

1.灌输学生要

学技艺、传承

陶瓷文化，提

高专业素养

2.融入古代民

间巧匠坚持不

懈的制作陶案

例典范，让学

生了解匠人雕

塑的美。

14

1.掌握雕塑

专业理论知

识

2.掌握雕塑

造型和工艺

特征，具备

一定的专业

理论素养和

设计能力

笔记考核、自我

认识总结、教师

评价，端正学生

学习态度，提高

学习积极性，增

强学生对专业

学习的自信心

2

1.工具：三角刀、雕塑刀、

美工刀、雕刻刀、木拍墩、

雕塑泥、陶泥、高白泥、

色泥

2.熟悉陶瓷泥料

3.认识材料和工具的美，

致敬先辈的工匠和敬业精

神。

3. 雕

塑泥料

认识，

工具使

用

4. 雕

塑泥性

掌握

1. 学习前辈

对雕塑制作前

的准备工作，

对工具使用要

有法则，珍惜

工具使用态度

2. 具有工匠

学习精神

2

1.掌握并熟

练陶瓷雕塑

泥料特性

2.掌握雕塑

辅助工具和

材料的使用

方法

笔记考核、自我

认识总结、教师

评价，端正学生

学习态度，提高

学习积极性，增

强学生对专业

学习的自信心

3

2.实训种类：小孩、老人、

青年、女人及实训种类：

飞禽、鱼、马、羊、牛及

其他

3.介绍雕塑制作成型技

法，赏析陶瓷大师雕塑成

型作品，融入“陶瓷非遗

产品创新”为创作主题的

作品，做好技艺传承精神

3. 熟

悉捏塑

技法，

技巧

4. 了

解捏塑

工艺与

特点

1.雕塑制作要

有精益求精态

度

2.有所创新创

造设计意识，

提高专业设计

能力和自信力

30

1.掌握传统

雕塑制作骨

架方法

2.掌握雕塑

成型技法和

步骤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

考核互评，激活

学生学习动力

和自我体验意

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认识和调

控能力



4

1．泥片法成型、泥条法成

型、挖空法成型、印坯法

成型、堆雕法成型、注浆

法成型、雕刻法成型

2.示范雕塑瓷成型技法，

分组讨论陶瓷大师作品装

饰风格与特色，讲授“红

色”系列雕塑作品制作典

故，帮助学生领会前人创

作的艰苦与力量，学会崇

敬历史并有一定的使命感

3. 传

统雕塑

制作

4. 传

统雕塑

装饰实

训

1. 具 有 细 节

精益求精的制

作能力

2. 2. 增 强 学

生爱国情怀，

尊重先辈所创

造的历史成就

和敬业精神

20

1．掌握雕塑

造型的设计

能力和创作

力

2．掌握雕塑

成型技法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

考核互评，激活

学生学习动力

和自我体验意

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认识和调

控能力

5

1.刮划装饰

2.镂空装饰

3.彩绘装饰

4.施釉装饰

5.雕刻装饰

6.讲解各种装饰方法步

骤，示范演示雕刻装饰雕

塑，让学生迅速了解雕塑

制作工艺，激发学习动力

3. 雕

塑装饰

方法

4. 雕

塑的镂

空装饰

较难掌

握

1. 具有一专

多能的本领和

精益求精的态

度

2. 对雕塑作

品制作有工匠

学习精神，培

养学生具特色

和更具匠心的

艺术人才

20

1．掌握雕塑

成型方法，

增强动手能

力

2．掌握成型

工艺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

考核互评，激活

学生学习动力

和自我体验意

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认识和调

控能力

6

1.装窑前准备、装窑、烧

制、出窑

2.了解雕塑工艺和装饰特

色，在烧制学习时，教师

以相关烧窑规章制度及法

律法规为准则和要求进行

讲解，使学生文明规范操

作烧窑，遵守制度

3. 装

窑工艺

及要点

4. 烧

制工艺

及流程

1. 具有团队

协作精神，有

良好的德育意

识

2. 要使自己

有更高层次的

职业认同感与

自豪感

10

1.掌握装窑

准则和安全

防范意识

2.掌握气压

及 阀 门 调

节，氧化、

还原温度的

烧制方法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

考核互评，激活

学生学习动力

和自我体验意

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认识和调

控能力

五、课程考核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陶瓷雕塑》课程的学习情况，课程考核应将职业

素质考核、造型设计考核、手工实践作品考核、综合实训考核结合起来进行，具

体考核办法为——造型设计创新思维考核占 20%，手工实践作品考核占 40%，综

合实训考核占 30%，职业素质考核占 10%。课程的具体考核项目、方式、标准及

所占比例见下表：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比例



雕塑

造型

设计

对理论

知识的

理解、辨

析

师生课堂即兴

问答

1．对老师讲解的理论理解较透彻；能了解优

秀陶瓷文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自信。

2．针对优秀的设计案例，能够在老师的指导

下分析其设计特点，思考比较深入。

10%

造型设

计方案

设计草图的绘

制及阐述

1．设计方案较有新意；有一定的创新力；

2．能够合理借鉴同类型的优秀设计。
10%

手工

实践

作品

考核

手 工 制

作 工 艺

与表现

捏塑技能
手法熟练、工艺细致，有工匠学习精神，显

现专业自信力。
10%

釉色表现效果 简洁明快，色彩搭配合理，，审美强 20%
表现手法与烧

制效果

1．手工工艺与纹饰表现完整统一；

2．画面有一定审美性。
10%

综合

实训

考核

表现手

法
草图设计 设计稿表达准确，符合主题特点； 5%

设计问

题处理

解决设计图稿

过程出现的问

题

1．对设计中遇到的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

独立思考；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

2．主动进行多方案比较；追求精益求精的精

神。

20%

语言表

达
作品项目汇报

汇报流畅、清晰、主题传达到位，回答问题

有条不紊，能显示出较深入的思考。
5%

职业

素质

职业素

养

观察记录学生

平时学习纪律、

学习态度，实训

过程的操作、陈

述作品的语言

表达及举止表

现等综合以上

因素进行评判

1．学习认真、无缺勤、迟到、早退现象；

2．在作业制作等环节表现出吃苦耐劳、团队

合作、关心他人等优良品质；

3．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

作，在设计作品完成过程中有条不紊，逐步

推进；

4．作品陈述语言表达清晰流畅，行为举止表

现大方得体，符合项目汇报要求。

10%

五、课程实施要求

（一）授课教师基本要求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本科以上学历，原则上具有两年以上本专业相关的

企业工作经历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具有自觉的育人意识，将立德树人贯穿课程

教学全过程；道德高尚、治学严谨，掌握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够主

讲 1门以上专业课程，参与实践教学，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与行业及相关企

业联系密切，主持或参与校企合作或相关专业技术服务项目；能够参与教研教改

课题和专业技术课题的研究。

（三）教学条件要求

雕塑彩绘课程实训条件需要一定的施舍设备，基本要求具体如下表：

实训室 设备配备 设备功能与要求 职业能力培养 备注

雕塑成

型室

雕塑台 操作成型使用；1 台/人 掌握陶瓷雕塑工艺

技法和装饰设计能

材 料 工 具

需求：托板 陈放作品；1 台/人



力，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对专业技能

具有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陶瓷泥巴、

雕塑工具、

美工刀、直

尺 、 三 角

板、抹布、

水桶、铅笔

等

转盘 托雕塑作品成型使用；1 个/人

泥条机
机器搓泥条，雕塑成型作品使

用；1 台

泥板机
使用机器把泥板压成，成型泥

板雕塑；1 台

大 型 练 泥

机
对回收瓷泥进行练泥；1 台

烧窑工

艺室

气窑 高温釉上彩烧制作品；1 座 掌握烧窑方法及工

艺流程，有安全意

识，规范操作，传

播和传承中国陶瓷

烧制技艺

烤花炉
釉下雕塑结合釉上彩绘装饰需

要，低温釉上彩烧制作品；1 台

烘干箱
成型坯未干或施釉后未干需

要烘干使用；1 座

施釉工

艺室

水帘式排气

施釉机
作品罩釉和釉色装饰；2 台

掌握施釉技巧及工

艺，培养学生的道

德情操、实践创新

精神

气泵 给施釉机冲压施釉；1 台

磨釉机
对烧成后作品底盘有瑕疵进行打

磨光滑；1 台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1．本课程在“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指导下选取案例解析、实践教学讲授

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讲授案例中所用的理论知识，融枯燥的理论学习于生动

的例子中。在学生理解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再示范制作一件动物雕塑作品，

这样使学生进一步熟悉相关理论知识的应用及实际操作。授课时先展示优秀作品

效果，讲解技法、特色与工艺相关内容, 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中案例的分析与完成，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他人优秀陶瓷文化精髓，法古前人，树立人文情怀和崇仰

精神。

2．分阶段的教学设计方法。根据陶瓷雕塑实训的各个环节，实施分阶段式

教学指导，强化设计思维、釉下彩绘能力训练。 项目创作指导的模式设定设计

项目任务，以设计带教学，结合学生的设计创作实践，有针对性给予相关知识与

技能的指导。比较和分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图案纹样设计作品，启发点拨学

生，学会欣赏和借鉴。同时，学习中产生团结合作精神，提升良好职业素养。

3．采用网络教学或录象教学法。利用多媒体进行网络课程教学，熟悉和欣

赏雕塑彩绘工艺实训视频，集体观摩赏析著名雕塑家作品案例，激发学生的设计



创作积极性和学习主动性，拓展创作思路和提高彩绘技艺，增强学生对雕塑学习

的自信心，提高学生专业文化素养。

（四）教材、数字化资源应用

《陶瓷雕塑》课程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动物雕塑
专业教学参考

书

中国民族摄

影艺术出版

社

邓和清等 2011.1

《陶瓷雕塑》课程参考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陶瓷雕塑
专业教学参考

书

武汉理工大

学
张景辉等 2009.7

《陶瓷雕塑》课程数字化资源选用表

序号 数字化资源名称 资源网站

1
陶瓷雕塑空间课

程

http://www.worlduc.com/SpaceShow/Index.aspx?uid=9501

2 陶瓷雕塑网址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_JGZ_hQ8vdSvpGdb7fbmO

oRdrRKqzxjgaIU4J3kX7lI2_09c7teWyBVYg5qjZnkt7_xU9NMnh8

90DmclYXl0i_

七、其他说明

1．加强学生综合素养的训练和提高。

2．完善以本专业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内容体系。

3.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操作性强，从课程性质和内容的角度挖

掘发现它有一定的思政人文教育融合点。如陶瓷有很多技艺是中国特色和国家非

遗技艺，在教学中将以“非遗技艺传承精神”灌输学生要学技艺、传承陶瓷文化，

学习工匠精神，对学生进行的精细化、针对性的个性化人格思想的培养。

4.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专业课程和教案

时要结合大学生职业素养与规划，在培育中渗透人文、思想教育的教学方案，提

倡“工匠精神”发展，让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到良好的传承与发展，使职

业教育培养更具特色和更具匠心的艺术人才。开展广泛的思想教育实践研究工

作，探索创新大学生专业实践学习与思想教育融合的新路径，提高专业教育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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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茶器》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手工茶器 开课院系部 手工艺术学院

课程代码 1102028 考核性质 考试/考查√

前导课程 陶瓷模型设计与制作

后续课程 手工茶器

总学时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是□

实践课 是□

理论+实践 是☑

80 学时 理实一体化 是

适用专业 陶瓷设计与工艺陶瓷造型方向、首饰设计、产品设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实践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项目式课程，在第五

学期完成。它的任务是：使学生具备从事手工茶器制作与造型创新设计的基本技

能，具有对现代陶瓷茶器语言熟练运用的技能，掌握相应的陶瓷艺术的理论知识；

具有拉坯、陶瓷茶器皿造型、器皿纹样装饰、手作茶器工艺及烧成的实践创作能

力；达到“陶瓷产品设计师”职业资格中标准的相关模块要求，为学生学习陶瓷

专业其它工种课程提高良好素质与艺术创作能力，培养学生自主思考、动手能力

和运用能力。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握陶瓷茶器发展历史及茶器的基本分类，全面了解茶器文化的特色。

2.了解茶器、器皿造型工艺。

3.了解传统茶器的装饰技法。

4.掌握应用茶道语言表达创意的能力。

5.培养学生的审美、解读能力。

6.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二）能力目标

1．掌握手工捏塑及拉坯制作的前期工作。



2．掌握手作茶器成型技法。

3．掌握手工茶器器皿装饰工艺。

4．掌握手工茶器及茶文化理论知识。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良好的沟通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培养学生良好陶艺造型创作表现力，具有一专多能本领；

3．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热爱陶瓷制作工艺，树立专业自信力；

4．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具有较高的艺术综合素养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

5．培养学生一定的艺术设计能力，具备专业各种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及责任

意识与创新精神。

6．树立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创新创业意识，养成尊重宽容、团结协作和

平等互助的合作意识，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标准在设计上本着懂理论，重造型设计和手工技能，突出体现职业教

育的技能型、应用性特色，着重培养学生的造型设计及手工制作应用技能。通过

任务引领项目教学，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职业观念、职业素养、创新创

业意识，树立安全意识，创作设计作品时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工匠精神，

培养学生专业核心技能与职业能力，促进学生养成职业道德、综合能力和良好心

态的立场，有效提升专业素养与人生的自我设计发展。

课程内容的编排和组织是以企业需求、企业产品研发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

与要求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确定的。课程立足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打破

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学科模式，以企业典型工作来构建学习项目，将

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毕业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获取的标准融入课程教学，让学

生在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提升职业能力。课程内容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理

论知识的选取紧紧围绕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来进行，并加强对实训作品的过程性

评价，过程性评价如制定设计阶段性作品评价标准，由授课教师自行评审。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

号
教学内容 训练项目

思想政治教育

的融入点

参

考

学

时

教学要求 评价

1

1.手工茶器定义及基本

分类

2. 赏析优秀手工茶器

作品，讲解手工茶器制

作内涵、工艺技巧与方

法，让学生了解手工茶

器的精益求精的工艺态

度，学会和尊重专业与

敬业的精神。

1.了解手

工茶器的

产生及发

展过程

2.掌握手

工和注浆

茶器的各

自特点

1.灌输学生要

学茶器制作技

艺，了解中国

传统茶文化

2.学习了解茶

文化与茶器关

系，以传承陶

瓷文化，提高

专业素养

24

1.掌握手工

茶器设计制

作理论知识

2.掌握手工

茶器的发展

与 设 计 法

则，具备一

定的茶器造

型设计能力

笔记考核、自

我认识总结、

教师评价，端

正学生学习态

度，提高学习

积极性，增强

学生对专业学

习的自信心

2

1 设计主题、造型设计、

图稿绘制、陶瓷泥料类

别

2.工具的使用方法

3.认识茶器制作材料和

工具使用的正确方法，

介绍实物作品成型的优

点，使学生懂得致敬先

辈的工匠精神。

5. 茶器绘

制注意要

点认识

6. 茶器制

作泥料、

工具的使

用掌握

1. 学习前辈

敬业精神和精

益求精态度

2. 做作品要

具有工匠学习

精神

6

1.掌握茶器

材料工艺

2.掌握手工

制作茶器和

模具制作辅

助工具的使

用方法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3

1．拉坯技法

2．茶器工艺

3．利坯方法

4．利坯工具使用

5.示范手工茶壶捏塑成

型过程，让学生迅速了

解手工茶器制作工艺，

激发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5. 手工茶

器造型设

计图纸绘

制

6.

1. 手工制作

作品要精致度

2. 对造型设

计要有所创新

设计思维能力

3. 对专业学

习要一定的自

信力

30

1.熟练草图

绘制

2.保证效果

图绘制规范

正确、线条

工整、画面

整洁

2.掌握手工

成型方法，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4

1．手捏成型方法 、泥

条成型方法、泥板成型

方法、印坯成型方法、

挖空成型方法 、注浆成

型方法

2．讲解各种成型方法

步骤，示范演示公道杯

成型步骤，让学生迅速

了解公道杯制作工艺，

激发学习动力，帮助学

5. 公道杯

造型设计

效果图绘

制

6. 手工公

道杯造型

制作

1. 具有一专

多能的本领和

精益求精的态

度

2. 对茶器作

品制作有工匠

学习精神

3. 要有传承

文化和技艺态

度

20

1．掌握公道

杯 成 型 方

法，增强动

手能力

2．掌握成型

工艺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生领会手工制作的艰苦

与耐力

5

1. 刮划装饰、镂空装

饰、彩绘装饰、施釉装

饰、雕刻装饰

2.鉴赏国外优秀陶艺家

手工茶器装饰典范，进

一步增加学生丰富的中

外陶瓷文化知识，提高

茶器认识

1. 刻 划

装饰

2. 镂 空

装 饰 技

法、施釉

装饰

1. 装饰设计

渗透人文素养

2. 工艺要精

细，掌握知足

法则，培养学

生具特色和更

具匠心的艺术

人才

16

1．掌握陶艺

各类装饰方

法，提升装

饰技巧，增

强动手能力

2．掌握陶艺

装饰工艺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6

1.装窑前准备、装窑、

烧制、出窑

2.了解陶艺工艺和装饰

特色，在烧制学习时，

教师以相关烧窑规章制

度及法律法规为准则和

要求进行讲解，使学生

文明规范操作烧窑，遵

守制度

5. 装窑实

训

6. 烧制工

艺及流程

学习

1. 具有团队

协作精神，有

良好的德育意

识

2. 学会使自

己有更高层次

的职业认同感

与自豪感

10

1.掌握装窑

准则和安全

防范意识

2.掌握气压

及 阀 门 调

节，氧化、

还原温度的

烧制方法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六、课程考核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手工茶器》课程的学习情况，课程考核应将职业

素质考核、造型设计考核、手工实践作品考核、综合实训考核结合起来进行，具

体考核办法为——造型设计创新思维考核占 20%，手工实践作品考核占 40%，综

合实训考核占 30%，职业素质考核占 10%。课程的具体考核项目、方式、标准及

所占比例见下表：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比例

造型

设计

对理论

知识的

理解、辨

析

师生课堂即兴

问答

1．对老师讲解的理论理解较透彻；能了解优秀

陶瓷文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自信。

2．针对优秀的设计案例，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

分析其设计特点，思考比较深入。

10%

造型设

计方案

设计草图的绘

制及阐述

1．设计方案较有新意；有一定的创新力；

2．能够合理借鉴同类型的优秀设计。
10%

手工

实践

作品

考核

手 工 制

作 工 艺

与表现

捏塑技能
手法熟练、工艺细致，有工匠学习精神，显现

专业自信力
10%

釉色效果 简洁明快，色彩搭配合理 20%
表现手法与烧

制效果

1．手工工艺与纹饰表现完整统一；

2．画面有一定审美性。
10%



五、课程实施要求

（一）授课教师基本要求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本科以上学历，原则上具有两年以上本专业相关的

企业工作经历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具有自觉的育人意识，将立德树人贯穿课程

教学全过程；道德高尚、治学严谨，掌握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够主

讲 1门以上专业课程，参与实践教学，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与行业及相关企

业联系密切，主持或参与校企合作或相关专业技术服务项目；能够参与教研教改

课题和专业技术课题的研究。

（四）教学条件要求

陶艺彩绘课程实训条件需要一定的施舍设备，基本要求具体如下表：

实训室 设备配备 设备功能与要求 职业能力培养 备注

手工茶

器成型

室

成 型 工 作

台
操作成型使用；1 台/人

掌握陶瓷雕塑工艺

技法和装饰设计能

力，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对专业技能

具有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材 料 工 具

需求：

陶瓷泥巴、

雕塑工具、

美工刀、直

尺 、 三 角

板、抹布、

水桶、铅笔

等

托板 陈放作品；1 台/人

转盘 托雕塑作品成型使用；1 个/人

泥条机
机器搓泥条，茶器成型作品使

用；1 台

泥板机
使用机器把泥板压成，泥板茶

器成型使用；1 台

大 型 练 泥

机
对回收瓷泥进行练泥；1 台

烧窑工

艺室

气窑 高温釉上彩烧制作品；1 座 掌握烧窑方法及工

艺流程，有安全意烤花炉 釉下雕塑结合釉上彩绘装饰需

综合

实训

考核

表现手

法
草图设计

设计稿表达准确，符合主题特点；具备一定职

业素养；
5%

设计问

题处理

解决设计图稿

过程出现的问

题

1．对设计中遇到的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独

立思考；

2．主动进行多方案比较，有工匠学习精神。

20%

语言表

达
作品项目汇报

汇报流畅、清晰、主题传达到位，回答问题有

条不紊，能显示出较深入的思考。
5%

职业

素质

职业素

养

观察记录学生

平时学习纪律、

学习态度，实训

过程的操作、陈

述作品的语言

表达及举止表

现等综合以上

因素进行评判

1．学习认真、无缺勤、迟到、早退现象；

2．在作业制作等环节表现出吃苦耐劳、团队合

作、关心他人等优良品质；

3．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

在设计作品完成过程中有条不紊，逐步推进；

4．作品陈述语言表达清晰流畅，行为举止表现

大方得体，符合项目汇报要求。

10%



识，规范操作，传

播和传承中国陶瓷

烧制技艺

要，低温釉上彩烧制作品；1 台

烘干箱
成型坯未干或施釉后未干需

要烘干使用；1 座

施釉工

艺室

水帘式排气

施釉机
作品罩釉和釉色装饰；2 台

掌握施釉技巧及工

艺，培养学生的道

德情操、实践创新

精神

气泵 给施釉机冲压施釉；1 台

磨釉机
对烧成后作品底盘有瑕疵进行打

磨光滑；1 台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1．本课程在“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指导下选取案例解析、实践教学讲授

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讲授案例中所用的理论知识，融枯燥的理论学习于生动

的例子中。在学生理解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再示范制作一件陶艺作品，这样

使学生进一步熟悉相关理论知识的应用及实际操作。授课时先展示优秀作品效

果， 讲解技法、特色与工艺相关内容, 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中案例的分析与完成，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他人优秀陶瓷文化精髓，法古前人，树立人文情怀和崇仰

精神。

2．分阶段的教学设计方法。根据手工茶器实训的各个环节，实施分阶段式

教学指导，强化设计思维、釉下彩绘能力训练。 项目创作指导的模式设定设计

项目任务，以设计带教学，结合学生的设计创作实践，有针对性给予相关知识与

技能的指导。比较和分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图案纹样设计作品，启发点拨学

生，学会欣赏和借鉴。同时，学习中产生团结合作精神，提升良好职业素养。

3．采用网络教学或录象教学法。利用多媒体进行网络课程教学，熟悉和欣

赏陶艺彩绘工艺实训视频，集体观摩赏析著名陶艺家作品案例，激发学生的设计

创作积极性和学习主动性，拓展创作思路和提高彩绘技艺，增强学生对陶艺学习

的自信心，提高学生专业文化素养。

（四）教材、数字化资源应用

《手工茶器》课程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工艺之道（平

装）

专业教学参考

书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柳宗悦著/

徐艺乙(译

者)

2011.3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9F%B3%E5%AE%97%E6%82%A6&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BE%90%E8%89%BA%E4%B9%99&search-alias=books


《手工茶器》课程参考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茶壶（平装）
专业教学参考

书

生活·读

书·新知三

联书店

池宗宪 2014.12

《手工茶器》课程数字化资源选用表

序号
数字化资源名

称
资源网站

1 手工茶器技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xNDc4MzM4NA==.html

八、其他说明

1．加强学生综合素养的训练和提高。

2．完善以本专业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内容体系。

3.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操作性强，从课程性质和内容的角度挖

掘发现它有一定的思政人文教育融合点。如陶瓷有很多技艺是中国特色和国家非

遗技艺，在教学中将以“非遗技艺传承精神”灌输学生要学技艺、传承陶瓷文化，

学习工匠精神，对学生进行的精细化、针对性的个性化人格思想的培养。

4.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专业课程和教案

时要结合大学生职业素养与规划，在培育中渗透人文、思想教育的教学方案，提

倡“工匠精神”发展，让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到良好的传承与发展，使职

业教育培养更具特色和更具匠心的艺术人才。开展广泛的思想教育实践研究工

作，探索创新大学生专业实践学习与思想教育融合的新路径，提高专业教育教学

效果。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B1%A0%E5%AE%97%E5%AE%AA&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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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陶瓷设计与制作》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日用陶瓷设计与制作 开课院系部 手工艺术学院

课程代码 1102018 考核性质 考试/考查√

前导课程 陶瓷模型设计与制作

后续课程 手工茶器

总学时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是□

实践课 是□

理论+实践 是☑

96 学时 理实一体化 是

适用专业 陶瓷设计与工艺陶瓷造型方向、工业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

一、课程性质

日用陶瓷在陶瓷艺术设计专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陶瓷专业核心课

程，日用陶瓷的造型设计是陶瓷制作工艺和陶瓷设计理论相结合的专业课程，是

以模型制作造型设计基础上进行的课程。是通过课堂教学和专业实践实训，并结

合陶瓷生产检验课的工艺实验，使学生了解日用陶瓷的设计历史，了解日用陶瓷

及主要工业陶瓷制品的种类、基本性能要求；掌握陶瓷生产主要原料的性质、特

点和作用；掌握陶瓷坯料、釉料、注浆成型基本工艺要求，培养具有现代日用陶

瓷设计与制作的专门人才，为本专业的后续课程的学习，为毕业后从事相关的艺

术设计创作和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技法基础。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日用陶瓷造型设计的方法和知识。

2．三式图与效果图的正确绘制方法。

3．能根据设计图纸制作模具造型。

4．懂得注浆成型原理。

5．培养学生的造型设计思维。

（二）能力目标

1．熟练掌日用陶瓷造型设计方法的能力。



2．掌握石膏翻制和制作模具的能力。

3．掌握日用陶瓷三视图、效果图、造型设计能力。

4．掌握利用实物进行翻模注浆成型技能。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良好的沟通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培养学生良好陶艺造型创作表现力，具有一专多能本领；

3．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热爱陶瓷制作工艺，树立专业自信力；

4．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具有较高的艺术综合素养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

5．培养学生一定的艺术设计能力，具备专业各种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及责任

意识与创新精神。

6．树立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创新创业意识，养成尊重宽容、团结协作和

平等互助的合作意识，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标准在设计上本着懂理论，重日用瓷造型设计和手工技能，突出体现

职业教育的技能型、应用性特色，着重培养学生的造型设计及手工制作应用技能，

力求达到理论够用，技能过硬的目的。同时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民族情感以

及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促进学生养成职业道德、综合能力和良好心

态的立场，有效提升专业素养与人生的自我设计发展。

课程内容的编排和组织是以企业需求、企业产品研发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

与要求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确定的。课程立足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打破

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学科模式，以企业典型工作来构建学习项目，将

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毕业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获取的标准融入课程教学，让学

生在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提升职业能力。课程内容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理

论知识的选取紧紧围绕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来进行，并加强对实训作品的过程性

评价，过程性评价如制定设计阶段性作品评价标准，由授课教师自行评审。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

号
教学内容 训练项目

思想政治教

育的融入点

参

考

学

时

教学要求 评价

1

1. 日用陶瓷设计发展

史与种类；日用陶瓷设

计的形式美法则；日用

陶瓷设计的系统化方

法

2. 赏析优秀日用陶瓷

绘制三视图图稿，讲解

绘制技巧与方法，让学

生了解日用陶瓷设计

与制作的精益求精的

工艺态度，学会和尊重

专业与敬业的精神。

1.掌握陶

与瓷的特

点

2.了解日

用陶瓷的

产生及发

展过程

3.认识与

日用陶瓷

的历史发

展

1.灌输学生

要学日用瓷

制作技艺，

传承陶瓷文

化，提高专

业素养

2.对日用瓷

造型设计要

有设计思维

和创新意识

24

1.掌握日用

陶瓷设计制

作理论知识。

2.掌握日用

陶瓷的发展

与设计法则

笔记考核、自

我认识总结、

教师评价，端

正学生学习态

度，提高学习

积极性，增强

学生对专业学

习的自信心

2

1.日用陶瓷设计常使

用材料

2.陶瓷泥料类别

3.工具的使用方法

4.认识日用瓷制作材

料和工具使用的正确

方法，介绍实物作品成

型的优点，使学生懂得

致敬先辈的工匠精神。

7. 日 用

瓷绘制步

骤认识

8. 日 用

瓷制作的

石膏、泥

料等类别

与工具的

使用

1. 学习前

辈精益求精

态度

2. 对工具

使用要有规

则和方法，

要具有工匠

学习精神

6

1.掌握材料

工艺

2.掌握日用

瓷模具制作

辅助工具和

材料的使用

方法

笔记考核、自

我认识总结、

教师评价，端

正学生学习态

度，提高学习

积极性，增强

学生对专业学

习的自信心

3

1.草图构思

2.效果图绘制

3.三视图绘制

4.示范三视图绘制过

程，让学生迅速了解日

用陶瓷三视图的绘制

制作工艺，激发学习动

力和积极性

7. 日 用

陶瓷造型

设计图纸

绘制

8. 尺 寸

的标识认

识

1. 对造型

设计具有所

设计创新意

识

2. 绘图要

细致，以提

高日用陶瓷

的设计能力

和自信力

30

3.熟 练 草 图

绘制

4.保 证 效 果

图绘制规范

正确、线条工

整、画面整洁

2.掌握尺寸

标识方法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4

1.日用陶瓷造型设计

的模型、模具制作方法

和步骤

2.在实训中各种工具

的使用

3.脱模剂的涂法

4.模块的合理分法

5.示范模具制作过程

与步骤，帮助学生领会

7. 日 用

陶瓷造型

设计的模

种制作

8. 日 用

陶瓷造型

设计的外

模制作

1.保持模型

打磨规整，

线条流畅，

具有职业感

2.造型设计

有创新力，

翻制模型要

精益求精，

工艺细致，

20

1.把握模型

与设计图纸

一致，模具翻

制合理，规整

2.掌 握 翻 制

步骤正确做

到分模合理

科学模种、模

具完整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批量生产的日用瓷模

具制作的艰苦与耐力

做工匠精神

5

1.利用模具练习注浆

方法

2.规范注浆操作

3.认真观察石膏对泥

浆的吸附力

4.把握注浆泥坯的厚

度

5.示范辅导学生完成

注浆工艺，帮助学生了

解注浆制作工艺，热爱

日用陶瓷制作，提升专

业学习态度

5. 注 浆

实训制作

6. 脱 模

实训

1. 对注浆

要有方法和

耐心，同时

要有自信

2. 增强动

手能力，对

工艺具备精

益求精态度

16

1.检 查 模 具

的干燥情况、

确保注浆顺

利进行，掌握

好泥浆的饱

和度

2.掌 握 注 浆

成型的操作

规范，泥坯厚

度控制

3.掌 握 成 型

工艺

作品展示、过

程考核、自我

评价、教师评

价、考核互评，

激活学生学习

动力和自我体

验意识，增强

学生的自我认

识和调控能力

七、课程考核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日用陶瓷设计与制作》课程的学习情况，课程考

核应将职业素质考核、日用瓷的造型设计考核、手工实践作品考核、综合实训考

核结合起来进行，具体考核办法为——图纸设计考核占 30%，手工实践作品考核

占 60%，职业素质考核占 10%。课程的具体考核项目、方式、标准及所占比例见

下表：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比例

图纸

设计

对理论

知识的

理解、辨

析

师生课堂即兴

问答

1．对老师讲解的理论理解较透彻；能了解优秀陶

瓷文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自信。

2．针对优秀的设计案例，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分

析其设计特点，思考比较深入。

15%

造型设

计方案

设计草图的绘

制及阐述

1．设计方案较有新意；有一定的创新力；

2．能够合理借鉴同类型的优秀设计。
15%

手工

实践

作品

考核

模 具 工

艺 与 制

作

制模技能
手法熟练、工艺细致，有工匠学习精神，显现专业

自信力
10%

注浆工艺 操作熟练、模型标准、工艺细致 20%

表现手法
1．制模工艺完整统一，精益求精；

2．造型有一定设计审美性。
10%

设计问

题处理

解决设计图稿

过程出现的问

题

1．对设计中遇到的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独立

思考；具备一定职业素养；

2．主动进行多方案比较，有工匠学习精神。

15%

语言表

达
作品项目汇报

汇报流畅、清晰、主题传达到位，回答问题有条不

紊，能显示出较深入的思考。
5%



五、课程实施要求

（一）授课教师基本要求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本科以上学历，原则上具有两年以上本专业相关的

企业工作经历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具有自觉的育人意识，将立德树人贯穿课程

教学全过程；道德高尚、治学严谨，掌握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够主

讲 1门以上专业课程，参与实践教学，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与行业及相关企

业联系密切，主持或参与校企合作或相关专业技术服务项目；能够参与教研教改

课题和专业技术课题的研究。

（五）教学条件要求

陶艺彩绘课程实训条件需要一定的施舍设备，基本要求具体如下表：

实训室 设备配备 设备功能与要求 职业能力培养 备注

日用陶

瓷绘图

室

工作台/椅 项目绘图实操使用；1 套/人
掌握日用陶瓷造型

设计与三视图绘制

工艺和效果图绘制

技能，培养学生创

新意识，具有职业

操作感，对专业技

能具有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材 料 工 具

需求：

全 开 素 描

纸、陶瓷泥

巴 、 石 膏

粉、车模型

的 三 角 刀

系列工具、

美工刀、直

尺 、 三 角

板、抹布、

水桶、铅笔

等

日用陶

瓷模型

翻制室

车模机
同心圆模种车制造型；1 台/

人

打磨机
打磨光滑成型后的模具作品；1

台

脱模台 1 个工位/人

烧窑工

艺室

气窑 注浆成型日用瓷作品烧纸；1 座
掌握烧窑方法及工

艺流程，有安全意

识，规范操作，传

播和传承中国陶瓷

烧制技艺

烘干箱
成型坯未干或模具未干需要

烘干使用；1 座

施釉工

艺室

水帘式排气

施釉机
作品罩釉和釉色装饰；2 台 掌握施釉技巧及工

艺，培养学生的道

德情操、实践创新

精神

气泵 给施釉机冲压施釉；1 台

磨釉机 对烧成后作品底盘有瑕疵进行打

职业

素质

职业素

养

观察记录学生

平时学习纪律、

学习态度，实训

过程的操作、陈

述作品的语言

表达及举止表

现等综合以上

因素进行评判

1．学习认真、无缺勤、迟到、早退现象；

2．在作业制作等环节表现出吃苦耐劳、团队合作、

关心他人等优良品质；

3．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

在设计作品完成过程中有条不紊，逐步推进；

4．作品陈述语言表达清晰流畅，行为举止表现大

方得体，符合项目汇报要求。

10%



磨光滑；1 台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1．本课程在“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指导下选取案例解析、实践教学讲授

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讲授案例中所用的理论知识，融枯燥的理论学习于生动

的例子中。在学生理解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再示范制作一件陶艺作品，这样

使学生进一步熟悉相关理论知识的应用及实际操作。授课时先展示优秀作品效

果， 讲解技法、特色与工艺相关内容, 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中案例的分析与完成，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他人优秀陶瓷文化精髓，法古前人，树立人文情怀和崇仰

精神。

2．分阶段的教学设计方法。根据日用陶瓷设计与制作实训的各个环节，实

施分阶段式教学指导，强化设计思维、釉下彩绘能力训练。 项目创作指导的模

式设定设计项目任务，以设计带教学，结合学生的设计创作实践，有针对性给予

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指导。比较和分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图案纹样设计作品，

启发点拨学生，学会欣赏和借鉴。同时，学习中产生团结合作精神，提升良好职

业素养。

3．采用网络教学或录象教学法。利用多媒体进行网络课程教学，熟悉和欣

赏陶艺彩绘工艺实训视频，集体观摩赏析著名陶艺家作品案例，激发学生的设计

创作积极性和学习主动性，拓展创作思路和提高彩绘技艺，增强学生对陶艺学习

的自信心，提高学生专业文化素养。

（四）教材、数字化资源应用

《日用陶瓷设计与制作》课程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陶瓷设计
专业教学参考

书

中国美术学

院出版
李正安 2010.9

《日用陶瓷设计与制作》课程参考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日用陶瓷工艺

学

专业教学参考

书

武汉理工大

学出版社
李家驹 2008.7



《日用陶瓷设计与制作》课程数字化资源选用表

序号
数字化资源名

称
资源网站

1
日用陶瓷设计

与制作技法 http://riyongtaoci.baike.com/category-41650.html

九、其他说明

1．加强学生综合素养的训练和提高。

2．完善以本专业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内容体系。

3.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操作性强，从课程性质和内容的角度挖

掘发现它有一定的思政人文教育融合点。如陶瓷有很多技艺是中国特色和国家非

遗技艺，在教学中将以“非遗技艺传承精神”灌输学生要学技艺、传承陶瓷文化，

学习工匠精神，对学生进行的精细化、针对性的个性化人格思想的培养。

4.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专业课程和教案

时要结合大学生职业素养与规划，在培育中渗透人文、思想教育的教学方案，提

倡“工匠精神”发展，让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到良好的传承与发展，使职

业教育培养更具特色和更具匠心的艺术人才。开展广泛的思想教育实践研究工

作，探索创新大学生专业实践学习与思想教育融合的新路径，提高专业教育教学

效果。

http://riyongtaoci.baike.com/category-41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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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陶艺创作》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现代陶艺创作 开课院系部 手工艺术学院

课程代码 1102015 考核性质 考试/考查√

前导课程 铜官陶艺、陶瓷饰品设计与制作

后续课程 综合材料陶艺创作

总学时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是□

实践课 是□

理论+实践 是☑

80 学时 理实一体化 是

适用专业 陶瓷设计与工艺，雕塑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实践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项目式课程，在第三

学期完成。它的任务是：使学生具备从事陶泥设计制作陶瓷的表现和造型创新的

基本技能，具有对现代陶艺语言熟练运用的技能，掌握相应的陶瓷艺术的理论知

识；具有拉坯、陶瓷装饰、陶瓷工艺制作及烧成的实践创作能力；达到“陶瓷产

品设计师”职业资格中标准的相关模块要求，为学生学习陶瓷专业其它工种课程

提高良好素质与艺术创作能力，培养学生自主思考、动手能力和运用能力。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陶瓷造型的基本概念，使学生全面了解陶瓷的特性。

2．了解陶瓷成型方法。

3．了解陶艺的装饰技法。

4．具备应用陶艺语言表达创意的能力。

5．培养学生的审美、解读能力。

6．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二）能力目标

1．掌握拉坯制作的前期工作。

2．掌握拉坯的成型技法。



3．掌握陶艺造型泥条、泥板、盘筑、挖空、捏塑、注浆、印坯等方法。

4．掌握陶艺的刻划、镂空、浮雕、彩绘、施釉等装饰技法。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良好的沟通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培养学生良好陶艺造型创作表现力，具有一专多能本领；

3．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热爱陶瓷制作工艺，树立专业自信力；

4．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具有较高的艺术综合素养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

5．培养学生一定的艺术设计能力，具备专业各种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及责任

意识与创新精神。

6．树立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创新意识，养成尊重宽容、团结协作和平等

互助的合作意识，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标准在设计上本着懂理论，重造型设计和手工技能，突出体现职业教

育的技能型、应用性特色，着重培养学生的造型设计及手工制作应用技能，力求

达到理论够用，技能过硬的目的。在教学方法上通过任务引领项目教学，让学生

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职业观念、创新创业意识和职业素养，树立安全意识，具

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方法；同时该课程培养学生专业核心技

能、职业能力，促进学生养成职业道德、综合能力和良好心态的立场，是培养大

学生职业能力的长期系统化培养与发展，有效提升专业素养与人生的自我设计发

展。

课程内容的编排和组织是以企业需求、企业产品研发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

与要求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确定的。课程立足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打破

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学科模式，以企业典型工作来构建学习项目，将

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毕业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获取的标准融入课程教学，让学

生在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提升职业能力。课程内容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理

论知识的选取紧紧围绕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来进行，并加强对实训作品的过程性



评价，过程性评价如制定设计阶段性作品评价标准，由授课教师自行评审。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

号
教学内容

训练项

目

思想政治教育

的融入点

参

考

学

时

教学要求 评价

1

1.陶艺概念

2.赏析历代陶艺作品

3.绘制图稿技巧与方法融

入古代民间巧匠坚持不懈

的制作陶瓷的案例典范，

让学生了解陶艺的美。帮

助学生领会古人创瓷的艰

苦与力量，尊重先辈所创

造的历史成就和敬业精

神。

5. 陶艺

发 展 始

源了解

6. 传统

陶 瓷 纹

样 的 装

饰 工 艺

认识

1.灌输学生要

学技艺、传承

陶瓷文化，提

高专业素养

2.掌握构图方

法和绘图技

巧，具备一定

的专业设计能

力

24

1.掌握陶

艺专业理

论知识

笔记考核、自我

认识总结、教师

评价，端正学生

学习态度，提高

学习积极性，增

强学生对专业

学习的自信心

2

1.瓷泥、陶泥、软陶泥特

点

2.工具：刮片、木质塑刀、

勾刀、打孔器、修坯刀、

帆布、辗辊和木条

3.认识材料和工具的美，

致敬先辈的工匠和敬业精

神。

9. 陶艺

泥 料 认

识，工具

使用

10.陶艺

泥 性 掌

握

1. 珍惜材料，

爱惜工具使

用，学习工匠

艺人对待材料

工具细心态度

2. 学习工匠

精神

2

1.掌握并

熟练陶瓷

泥料特性

2.掌握陶

艺辅助工

具和材料

的使用方

法

笔记考核、自我

认识总结、教师

评价，端正学生

学习态度，提高

学习积极性，增

强学生对专业

学习的自信心

3

1. 揉泥技巧与运用、菊花

揉方法、羊头揉方法

2. 介绍陶艺制作成型技

法，赏析陶瓷大师陶艺成

型作品，融入“陶瓷非遗

产品创新”为创作主题的

作品

9. 揉泥

技法，技

巧

10.菊花

揉 泥 的

方 法 与

特点

1. 有创新设

计意识，动手

能力强

2. 学习积极

主动，提高专

业设计能力和

自信力

2

1.掌握传

统陶艺揉

泥方法

2.掌握陶

艺成型技

法和步骤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

考核互评，激活

学生学习动力

和自我体验意

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认识和调

控能力

4

1．拉坯技法、技巧；利坯

方法；利坯工具使用

2.介绍陶艺瓷装饰技法，

装饰手法形式多样，分组

讨论陶瓷大师作品装饰风

格与特色，讲授“毛瓷”

制作由来，帮助学生领会

古人创瓷的艰苦与力量

9. 传统

陶 艺 制

作练习

10.传统

陶 艺 装

饰实训

1. 具有图案

创新设计能力

2. 增强学生

爱国情怀，尊

重先辈所创造

的历史成就和

敬业精神

10

1．掌握陶

艺造型的

设计技巧

和创作力

2．掌握陶

艺装饰技

法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

考核互评，激活

学生学习动力

和自我体验意

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认识和调

控能力



5

1. 陶艺成型技法：拉坯

法、泥条法、泥板法、印

坯法、挖空法、注浆法、

胶胎法

2. 讲解各种成型方法步

骤，示范演示泥条成型陶

艺，让学生迅速了解陶艺

制作工艺，激发学习动力

7. 捏

塑 成 型

作 品 练

习

8. 泥

作 品 练

习

1. 具有一专

多能的本领和

精益求精的态

度

2. 对陶艺作

品制作有工匠

学习精神

16

1．掌握陶

艺成型方

法，增强

动手能力

2．掌握成

型工艺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

考核互评，激活

学生学习动力

和自我体验意

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认识和调

控能力

6

2. 刮划装饰、镂空装饰、

彩绘装饰、施釉装饰、雕

刻装饰

2.鉴赏国外优秀陶艺家作

品装饰案例，进一步增加

学生丰富的中外陶瓷文化

知识

3. 刻

划 装 饰

方法

4. 镂

空 装 饰

技法、施

釉装饰

1. 有很好的

装饰技术及创

新设计能力

2. 装饰设计

渗透人文素

养，培养学生

具特色和更具

匠心的艺术人

才

16

1．掌握陶

艺各类装

饰方法

2．掌握陶

艺装饰工

艺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

考核互评，激活

学生学习动力

和自我体验意

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认识和调

控能力

7

1.装窑前准备、装窑、烧

制、出窑

2.了解陶艺工艺和装饰特

色，在烧制学习时，教师

以相关烧窑规章制度及法

律法规为准则和要求进行

讲解，使学生文明规范操

作烧窑，遵守制度

7. 装窑

工 艺 实

训

8. 烧制

工 艺 实

训

1. 具有团队

协作精神，有

良好的德育意

识

2. 使自己有

更高层次的职

业认同感与自

豪感

10

1.掌握装

窑准则和

安全防范

意识

2.掌握气

压及阀门

调节，氧

化、还原

温度的烧

制方法

作品展示、过程

考核、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

考核互评，激活

学生学习动力

和自我体验意

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认识和调

控能力

八、课程考核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现代陶艺创作》课程的学习情况，课程考核应将

职业素质考核、造型设计考核、手工实践作品考核、综合实训考核结合起来进行，

具体考核办法为——造型设计创新思维考核占 20%，手工实践作品考核占 40%，

综合实训考核占 30%，职业素质考核占 10%。课程的具体考核项目、方式、标准

及所占比例见下表：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比例



五、课程实施要求

（一）授课教师基本要求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本科以上学历，原则上具有两年以上本专业相关的

企业工作经历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具有自觉的育人意识，将立德树人贯穿课程

教学全过程；道德高尚、治学严谨，掌握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够主

讲 1门以上专业课程，参与实践教学，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与行业及相关企

业联系密切，主持或参与校企合作或相关专业技术服务项目；能够参与教研教改

课题和专业技术课题的研究。

（六）教学条件要求

陶艺彩绘课程实训条件需要一定的施舍设备，基本要求具体如下表：

实训室 设备配备 设备功能与要求 职业能力培养 备注

陶艺成

型室

拉坯机
同心圆产品拉坯成型；1 台/

人

掌握现代陶艺创作

工艺技法和装饰设

计能力，培养学生

材 料 工 具

需求：

陶瓷泥巴、大 型 拉 坯 拉坯、利坯、修坯、打磨；1

造型

设计

对理论

知识的

理解、辨

析

师生课堂即兴

问答

1．对老师讲解的理论理解较透彻；能了解优秀

陶瓷文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自信。

2．针对优秀的设计案例，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

分析其设计特点，思考比较深入。

10%

造型设

计方案

设计草图的绘

制及阐述

1．设计方案较有新意，有一定的创新力；

2．能够合理借鉴同类型的优秀设计。
10%

手工

实践

作品

考核

手 工 制

作 工 艺

与表现

捏塑技能
手法熟练、工艺细致，有工匠学习精神，显现

专业自信力
10%

釉色效果 简洁明快，色彩搭配合理，审美强 20%
表现手法与烧

制效果

1．手工工艺与纹饰表现完整统一；

2．有创新意识，画面有一定审美性。
10%

综合

实训

考核

表现手

法
草图设计 设计稿表达准确，符合主题特点； 5%

设计问

题处理

解决设计图稿

过程出现的问

题

1．对设计中遇到的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独

立思考；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

2．主动进行多方案比较，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

20%

语言表

达
作品项目汇报

汇报流畅、清晰、主题传达到位，回答问题有

条不紊，能显示出较深入的思考。
5%

职业

素质

职业素

养

观察记录学生

平时学习纪律、

学习态度，实训

过程的操作、陈

述作品的语言

表达及举止表

现等综合以上

因素进行评判

1．学习认真、无缺勤、迟到、早退现象；

2．在作业制作等环节表现出吃苦耐劳、团队合

作、关心他人等优良品质；

3．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能事前做好准备工作，

在设计作品完成过程中有条不紊，逐步推进；

4．作品陈述语言表达清晰流畅，行为举止表现

大方得体，符合项目汇报要求。

10%



创新意识，对专业

技能具有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陶艺工具、

托板、美工

刀、直尺、

三角板、抹

布、水桶、

铅笔等

机 台

转盘 托陶艺作品成型使用；1 个/人

泥条机
机器搓泥条，陶艺成型作品；

1 台

泥板机
使用机器把泥板压成，成型泥

板陶艺；1 台

大 型 练 泥

机
对回收瓷泥进行练泥；1 台

烧窑工

艺室

气窑 高温釉上彩烧制作品；1 座 掌握烧窑方法及工

艺流程，有安全意

识，规范操作，传

播和传承中国陶瓷

烧制技艺

烤花炉
釉下陶艺结合釉上彩绘装饰需

要，低温釉上彩烧制作品；1 台

烘干箱
成型坯未干或施釉后未干需

要烘干使用；1 座

施釉工

艺室

水帘式排气

施釉机
作品罩釉和釉色装饰；2 台

掌握施釉技巧及工

艺，培养学生的道

德情操、实践创新

精神

气泵 给施釉机冲压施釉；1 台

磨釉机
对烧成后作品底盘有瑕疵进行打

磨光滑；1 台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1．本课程在“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指导下选取案例解析、实践教学讲授

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讲授案例中所用的理论知识，融枯燥的理论学习于生动

的例子中。在学生理解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再示范制作一件陶艺作品，这样

使学生进一步熟悉相关理论知识的应用及实际操作。授课时先展示优秀作品效

果，讲解技法、特色与工艺相关内容, 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中案例的分析与完成，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学习他人优秀陶瓷文化精髓，法古前人，树立人文情怀和崇仰精

神。

2．分阶段的教学设计方法。根据现代陶艺创作实训的各个环节，实施分阶

段式教学指导，强化设计思维、釉下彩绘能力训练。 项目创作指导的模式设定

设计项目任务，以设计带教学，结合学生的设计创作实践，有针对性给予相关知

识与技能的指导。比较和分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图案纹样设计作品，启发点

拨学生，学会欣赏和借鉴。同时，学习中产生团结合作精神，提升良好职业素养。

3．采用网络教学或录象教学法。利用多媒体进行网络课程教学，熟悉和欣



赏陶艺彩绘工艺实训视频，集体观摩赏析著名陶艺家作品案例，激发学生的设计

创作积极性和学习主动性，拓展创作思路和提高彩绘技艺，增强学生对陶艺学习

的自信心，提高学生专业文化素养。

（四）教材、数字化资源应用

《现代陶艺创作》课程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现代陶艺创作
专业教学参考

书

中国民族摄

影艺术出版

社

李明珂等 2015.3

《现代陶艺创作》课程参考教材选用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1 现代陶艺教学
专业教学参考

书

武汉理工大

学
何炳钦 2003.7

《现代陶艺创作》课程数字化资源选用表

序号
数字化资源名

称
资源网站

1
现代陶艺创作

技法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14/00/5316345_2997

20332.shtml

十、其他说明

1．加强学生综合素养的训练和提高。

2．完善以本专业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内容体系。

3.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操作性强，从课程性质和内容的角度挖

掘发现它有一定的思政人文教育融合点。如陶瓷有很多技艺是中国特色和国家非

遗技艺，在教学中将以“非遗技艺传承精神”灌输学生要学技艺、传承陶瓷文化，

学习工匠精神，对学生进行的精细化、针对性的个性化人格思想的培养。

4.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专业课程和教案

时要结合大学生职业素养与规划，在培育中渗透人文、思想教育的教学方案，提

倡“工匠精神”发展，让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到良好的传承与发展，使职

业教育培养更具特色和更具匠心的艺术人才。开展广泛的思想教育实践研究工

作，探索创新大学生专业实践学习与思想教育融合的新路径，提高专业教育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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