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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校企合作，优化模块化教学团队 

 
 

专业教学团队深度对接湘绣行业企业产品研发、工艺生产、营销

管理各流程，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建立和完善了“教学创新团队分工

协作的模块化+名师大师同台授课的综合职业能力训练+‘MOOC+翻

转’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同时引入湘绣行业专家、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邬建美、柳建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夫也、林乐成教授等加入

专业教学团队，形成高校学者、艺术家、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参与的的

模块化教学团队。教学团队依托行业企业真实生产环境，导入真实生

产项目案例，广泛开展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场景教学、任务驱动教

学，实施专业课程小班式教学全覆盖，建立教学过程监控机制，有效

开展学情分析、教学质量诊断等工作。 

一、专业教学团队实施模块化教学情况 

以湘绣 2002 班《设计色彩》课程为例 

湘绣 2002 班共有学生 37 名，根据学情分析，在《设计色彩》

课程教学中，由于学生的绘画基础薄弱，给绘画类教学带来了较大的

难度。对此，教师采用模块式教学模式，将色彩学习分解成三个模块，

模块一:大师色彩作品临摹、模块二：写实性归纳色彩临摹、模块三：

写实性归纳色彩写生。 

教学效果 

模块式教学把复杂的色彩知识和技能自顶向下逐层把系统划分

成 3 模块重构教学的过程。每个模块完成一个特定的子功能，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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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按某种方法组装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完成整个系统所要求的功

能。增强了师生间互动关系，突出了因材施教，因此学生获得感与课

程作品质量较之以前明显提升。 

 

教师实施模块化教学 

 
教师指导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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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绣 2002班学生完成的作品 

 

二、专业教学团队实施名师大师同台授课情况 

以湘绣 1801班《绣稿设计（油画）》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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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绣 1801 班《绣稿设计（油画）》课程中我邀请油画名师高

尚老师同台授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课前时，高老师连线为

学生发布了学习任务，与教师一同跟踪指导。课中学生有问题，及时

与高老师连系，通过讨论解决方案，作品汇报时，高老师来到课堂，

评价学生作品，提出更高的要求。 

 
绘画名师高尚在线上给学生发布任务 

 

 

绘画名师高尚在线上指导学生 

 
在展示环节高老师来到课堂评价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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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 

名师进课堂与教师同台授课，新颖的教学理念，丰富了课堂教学，

提高了学生地学习兴趣，学生反馈收获很大。 

 

教师作品图               学生作品 

 

三、专业教学团队开展混合式教学情况 

以湘绣 1901班《绣稿设计（写意）》课程为例 

专业教学团队灵活运用信息技术运用等教学手段，使学生掌握了

绣稿设计的流程和经典长征地标、风景的赏析方法。通过学生自评、

生生互评、教师点评、企业参与等多维途径，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客观

综合评价考核，较好地提升了学生长征精神画结合的绣稿设计能力和

绘制能力。通过学习通平台，完成课前、课中和课后全过程的学习轨

迹记录，引导学生进阶式的完成绣稿设计。综合考量学生课前、课中、

课后学习情况，采用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相结合，线上平台数据

和线下课堂记录相结合的考评机制，进行全过程平台和人工数据采集，

得出学生最后成绩。 

（一）课前导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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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学生自主进入教学平台领取学习任务，学习线上教学视频，

完成课前参与互动，同时小组协作完成绣稿素材收集以及草图绘制，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平台学习数据  课前成绩评分表 

（二）课中督学：（40%） 

课中采用过程性考核，针对学生课堂表现、实践过程教师手动打

分。 

小组展示绣稿草图，共同分析讨论在本次绣稿设计中如何通过构

图、笔墨等绘画意趣表达出长征多元之美，提升绣稿整体艺术及文化

价值。学生掌握国画写意绣稿创作的方法和原则，通过正稿绘制提高

绣稿创作的整体把控能力。 

 
 教师课堂记录成绩              课堂学生互评成绩 

（三）课后促学：（20%） 

课后学生根据课堂作业点评情况继续完善绣稿，并及时与教师进

行线上线下联系，根据教师指导视频及时修改，正稿绘制完成后上传

学习平台，教师对绣稿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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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作业评分 

综合以上考核指标，学生最终成绩： 

 

学生最终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