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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设计

——“案例与专题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三明学院 文艳群

一、案例综述

（一）课程名称

案例与专题设计。

（二）具体章节

第六章可持续设计专题，第一节可持续设计理念。

（三）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深入理解可持续设计理念内涵，说出绿色设计与可持续设

计的区别。

能力目标：解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从中洞察设计机会点。

思政目标：培养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人文情怀，坚定可持续发展理

念，增强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设计的责任与担当。

（四）特色创新

1.教学理念创新

构建“三段两线三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图 1），使课程思政实现

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混合式教学环节分为鱼头、鱼肚、鱼尾

三段，混合式教学设计遵循专业教育线与思政教育线两线融合，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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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感染、情意表达、情操培养三层情境教学方法，促进显性教学内容与

隐性思政教育融合。

图 1 “三段两线三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2.教学方法创新

将课堂教学分为引入、解释、讨论、探究、迁移、评价、延展等七个

环节，通过经典导读、案例解读、情境创设、互动研讨四种方式，以及六

种手段：一张图片、一段视频、四个案例、一个问题、一个练习、一个公

众号，帮助学生学懂、弄通、悟明可持续设计理念内涵，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论述中滋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在典型案例中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情境创设中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

（五）案例意义

通过情境创设、案例解读、互动研讨等多种方式，推进显性教学内容

与隐性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吸引并激发学生对可持续设计的兴趣，让可持

续设计理念入脑入心，增强学生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设计的社会责任感，

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相统一。



3

二、案例解析

（一）思路与理念

构建“三段两线三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环节分为鱼头、

鱼肚、鱼尾三段，鱼头段为线上学习，对标达成知识的记忆与理解目标；

鱼肚段为学生中心的课堂教学，对标达成知识的应用分析目标；鱼尾段为

线上评价与反思，达到以评促教，持续改进目标。混合式教学设计遵循专

业教育线、思政教育线两线融合。专业教育线紧扣可持续设计理念内涵要

义展开理论学习和案例研讨，思政教育线凝练“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

两大思政主题，并通过情境感染、情意表达、情操培养三层情境教学方法，

推进显性教学内容与隐性思政教育融合。情境感染层重在创设情境，情意

表达层重在表达观点，情操培养层重在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二）设计与实施

1.思政切入点

守正创新与创新精神。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论

述：“增强问题意识，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

通过典型案例和同伴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为可持

续发展战略而设计的创新方案。

责任意识与主动作为。引入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碳达峰”、

“碳中和”的承诺与行动，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引导学生主

动作为，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勇毅前行，勇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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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演示北京周围大型垃圾场分布图，用真实

情境触发学生对生态危机的深刻认识，引导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观，积极

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2.教学实施

（1）鱼头段：线上自学并提出问题

将初阶知识点，如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概念等，放到线上平台，学

生提前线上自学，提出疑惑点，教师线上答疑解惑。

（2）鱼肚段：专题研讨并解决问题

情境感染层

学习通发布前测，检测学生线上自学情况并分析。

引入：通过一张图片——北京周围大型垃圾场分布图，让学生猜：图

中密布的黄点是什么？以创设生态危机情境。播放一段视频：中国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所做的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视频，引出可持续发展问题，创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情境。

图 2 垃圾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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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论述：“我们要强调

问题意识，不断提出解决真正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引出可

持续设计理念，并结合四个案例：北京冬奥会“绿色场馆”“绿色能源”

“绿色交通”案例、海尔人力洗衣机案例、往届学生获奖作品《海洋垃圾

回收无人机》、清华美院学生获奖作品《低成本农村免水冲生态户厕系统

设计》，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生态发展观，讲解从绿色设计到可

持续设计的发展历程。

图 3 可持续设计案例分析

情意表达层

讨论：学习通讨论一个问题：“绿色设计与可持续设计的区别”，并

发布抢答：“除了维持健康的环境，还应该维持什么？”，进而引出 17

项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目标。

探究：布置一个练习，小组选择最关心的 1-2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探讨设计师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设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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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课堂研讨活动

情操培养层

迁移：通过一个公众号：lens可持续设计学习网络，引导学生把目光

拓展至可持续设计与社会创新结合的领域，找寻更多可能性，培养关注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人文情怀，增强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设计的责任感。

评价：每组派一名代表汇报研讨成果，并完成组间互评和教师点评。

图 5 学生汇报研讨成果

延展：学习通发布课后作业：小组选择最关心的 1项联合国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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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试从可持续设计与社会创新结合的角度，提出设计方案，以引导

学生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3）鱼尾段：线上评教与学习反思

学习通发布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教学反思与总结。同时，线上

辅导作业并督学。

三、案例反思

（一）效果与评价

1.目标达成度高

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发表有关绿色设计与可持续设计区别的观点 81

条，探讨设计师参与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设计的可能性，发表见解 63条。

学生对可持续设计有更深的理解，更坚定了用设计服务于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信念，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设计的责任意识得到增强（图 6）。

图 6 学生参与讨论

2.学生创新能力突出

学生紧紧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展开设计构想，涉及可持续社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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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处理、循环利用、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创新设计方案 12套。其中，

作品《“保安”系列森林飞行器》和《固力吸发器》获未来设计师大赛—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设计类别二等奖和三等奖；《Magic Light》

获香港当代设计奖银奖；《Scarploer-服务设计》获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三

等奖（图 7）。学生创新意识凸显，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图 7 部分学生作品及其获奖证书

3.教学满意度高

组织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和团队协作式学习，通过情境创设、案例解

析、问题研讨等多种形式，感染、启发、引导、激励学生守正创新、敢于

担当，课程思政实现了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的效果。学生认为

“本章节学习活动对学习内容有很大帮助”“增强了设计服务人类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责任感”。教学满意度高，学生评教为 97.54分（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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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2 学期

图 8 教学满意度高

（二）持续改进措施

1.加强数字化资源建设，形成思政案例并推广

加强课程思政数字化资源建设，积极跟踪前沿，将专业领域新数据、

新资料、新思维融入相关知识单元，凝练思政主题，形成思政案例并推广。

2.持续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积极探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增值评价方式，持续完善教学评价体

系，不仅关注知识掌握、能力提升，还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价值观。

课程负责人（签字）：

2024年 1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