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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专业《中国工艺美术简史》

课程标准

一、前言

（一）课程性质

《工艺美术简史》课程是工艺美术专业学科中一门基础理论学科，也是高考科目之一。

本课程的任务是讲授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探索各个历史时期工艺美术的风格及

其演变规律，赏析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重要作品，使学生了解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

展历史，培养学生的艺术文化素养和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情怀。本课程具有系统性、实践

性、理论性、设计性、人文性等综合特点。

（二）课程设计理念

学生的知识是在一定的情境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主动构建获得

的，因此对于本课程的教学应从灌输式教学发展到激发学生主动探究式学习为主。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达到“用中学”的教育理念，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供丰

富的学习资源，使学生能主动地构建他们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既要掌握具体作品，还需理解工艺美术的设计思想，这一点对于工艺美术专业学

生尤为重要。讲授中国工艺美术史，要针对中职学生特点，将教学内容适当衍发；同时注意

增加人文素质内容。既要贴近专业、服务专业，又要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以具

有挑战性并促使工作能力提高的项目工作任务为导向，教师精心创设学习情景，在完成项目

任务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实践一体化学习和相关的多学科知识一体化学习。

二、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工艺美术史，了解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从中吸取宝贵的

营养，达到设计古为今用的目的。最终加深学生对于中国工艺美术的认识，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信心和自豪感，陶冶情操，提高艺术素养和对工艺美术的审美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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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发展脉络、风格演变有一个比较系统

的了解。

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的审美底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素质基础。

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工艺美术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能更深入地理

解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2. 技能目标

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赏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及艺术欣赏力，增强感性认识，提高综合

素质；通过对设计理念的分析，培养学生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思考研究的习惯，加强理论技术，

并以此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拓宽设计思路。

3. 素质目标

将中国工艺美术与中国文化相联感受其文化基础引发学生学习兴趣，陶冶情操，增加学

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三、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一）教学内容选取依据

本课程选用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书中注重用事实说话，吸收

了大量考古最新发现，同时附有大量图片，便于学生理解。

（二）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本课程理论+实训共 92 课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授课时间，每个领域可适当增减若干

课时。具体内容如下表：

序号 课程内容 理论教学 课内实践教学 课 时

小计

备注

教 学 课 时 教学 课时 其 他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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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课时 方式 课时 练习

1 绪论 讲授 4 欣赏 4

2 史前时代美术 讲授 6 欣赏 1 2 9

3 夏商周时期美术 讲授 5 欣赏 2 2 9

4 秦汉时期美术 讲授 6 欣赏 2 2 10

5 三国两晋南北朝

美术

讲授 5 欣赏 2 1 8

6 隋唐五代美术 讲授 6 欣赏 3 2 11

7 宋辽金夏美术 讲授 6 欣赏 3 1 10

8 元代美术 讲授 4 欣赏 2 2 8

9 明代美术 讲授 5 欣赏 3 1 9

10 清代美术 讲授 5 欣赏 2 1 8

11 考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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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建议

（一）教材的选用

本课程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一书，全书结构体例和内容设置都力

求简明概括，其涵盖的内容仅限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书中注重用事实说话，尽可能吸收

了多年以来，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文物考古的最新发现和成果，同时附有大量的图片，便于

学生理解。

（二）实践教学要求

本课程除理论教学环节外，还配有多媒体教学内容，通过让学生欣赏数百件名家力作，

从中分析各流派不同的艺术表现风格，来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此项内容也是美术史论课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三）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场所

多媒体教室。

2.教学团队

本专业教学团队专任教师 7 人，教学名师 1 名，30％以上教师具有双师资格。团队的建

设以专业骨干教师为核心，以强化教师实践能力为重点，形成“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团队合

力。

（四）考核与评价

1、考查方式：以卷面考试为主要评分依据

2、评分标准

项目 分值指标及分值 评分说明 备注

考勤 10 根据学生考勤情况，学习态度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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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30 根据学生作业完成度及卷面整洁认真度

酌情给分

考试 60 根据学生考试成绩给分

（五）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中国工艺美术简史》教学基本理念:德育、美育、专业教育三育并举，融德育、美育于

专业教育。

1、引导学生通过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美学特性的学习，增强学生对中国工艺美术文化的热爱、

自信，自觉弘扬中华优秀工艺美术文化。

2.通过对中国杰出工艺美术品类的全球性影响力的了解，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

心。

3.由对工艺造物的学习继而生发到尊重劳动与劳动者，尊重并养成工匠精神，润物无声、潜

移化地培养学生的诚信与匠心意识、工艺职业情操，而升华到人民之上的精神养成。

（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图片、视频、多媒体课件等提高学生对各教

学方法的认识，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课程资源的交互空间。

2、充分利用学校周边文化场所，带学生参观展览、博物馆等多种实践教学形势。

五、编制说明

适用专业：工艺美术

专业组：工艺美术教研组

制定人：崔浩亮、何杉

审核人：陈硕

编制日期：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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