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ML+CSS 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以“创建家乡特色专题网站”为例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李勤加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程 学科门类:工学-08

课程及案例简介:《HTML+CSS 网页设计与制作》是计算机专业的基础课程，开设对象为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一、二年级学生。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如何编写 HTML 和 CSS 代码，以

及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创建具有视觉吸引力和交互性的网站，同时所选项目具有一定的完善性

和实用性，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优秀的网站设计技能。

“创建家乡特色专题网站”是本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使学生能够进一步掌握网页设计

的结构、流程和制作方法。本案例能树立学生履行时代赋予使命的责任与担当，激发学生热

爱家乡的理想情怀，加强了学生的职业道德与规范修养，培养了学生爱国敬业并关注家乡发

展，用科技的方式展现家乡美的表现。

1.教学与育人目标

1.1 知识传授目标

1)让学生能理解专题网站的设计流程。

2)让学生掌握设计网站的制作方法。

1.2 能力培养目标

1)让学生能掌握专题网站的设计流程步骤。

2)让学生能掌握常见的网页设计制作方法。

3)通过翻转课堂、线上学习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3 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对不同专题网站的对比学习，提升学生的家乡情怀和文化自信。

2)通过挖掘家乡特色和产品，弘扬家乡民俗、特产文化，培养大学生热爱家乡的理想信

念。

3)通过优秀专题网站的特色优点，激发学生利用科技展示家乡美的情怀。

2.教学策略与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1 教学策略

本节课程采用“问题驱动”与“案例展示”的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了线上教学

与实践环节，通过讲授“创建家乡特色专题网站”使思政铸魂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实现思



政教育从达情达意到人脑人心。

2.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2.1搜集资料，多屏联动(课前)

课前请学生去关注和了解当前比较优秀的民俗特色网站，特别是宣传家乡特产及民俗文

化的网站，同时让学生去重点关注网站的布局和色彩搭配等，鼓励学生去主动思考和研究不

同地方特色所展现的特点。以讨论的法师让学生进行意见交流，再由教师进行重点梳理，让

学生开始关注到专题网站的发展。

【设计意图】通过课前准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让学生在准备过程中体悟专题网

站的发展特点，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2.2.2作品分析，启发引导(课中)

1)问题导入:专题网站的特点及发展，以问题引入荆州松滋土家族专题网站的特点，让

学生深切感受专题网站带来的视觉感受，激发学生的家乡情怀。通过专题网站的特点，让学

生去思考、讨论、分析，专题网站的特点和发展，为特色网站创新应用发展打下基础。

2)案例展示:通过案例和实际发展变化展示版本的发展，启发学生思考事务发展的规律

和过程，由此让学生体悟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所有的幸福都需要打

拼和奋斗，而不能等，鼓励学生肩负起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激发学生的强国梦，坚定学生

争做时代新人的理想信念。

3)理论上升:通过讲解事物的发展过程，让学生去关注和思考我们家乡的特色及相关应

用的展示，使学生在思考过程中充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设计意图】通过例子的展示，让学生知道事物的发展，激发学生关注专题网站的特点，

特别是针对家乡文化发展的发展途径和情况，我们必须根据事物发展规律来和系列图像的呈

现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激发学生对技术创新应用的关注。

2.2.3翻转课堂，讨论学习

1)翻转课堂:立灵的生互动方式，由教师给出相关问题，让学生根据兴趣分组并自由讨

论，之后由学生上台对问题进行解答通过问题的回答来激发学生对于特色网站创新应用的关

注，通过对特色网站的发展充分感受中国的信息技术创新带来的便捷，加深对特色网站创新

应用的发展关注。

2)理论总结:通过优秀专题网站的分析，和例子的演示，让学生对网站设计和常用制作

方法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再次加深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

【设计意图】通过不断强化对专题网站的发展变化趋势和展示，让学生能对特色挖掘发

现和特色创新融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2.2.4分享互动，深入把据(课中)

1)课堂创作:通过对比不同类型的特色网站和具有家乡特色的网站进行分析，让学生知



道家乡特色网站的特点和规范性，激发学生的热爱家乡情怀和工匠精神。让学生在学习创作

的同时，去关注到学习途径的重点和知识特点，同时更加要去关注到特色专题网站的特征。

2)通过对发展家乡文化、特产专题网站的特点进行分析，然后对开发流程进行概况，查

看网站的流程结构，特别是项目结构中的布局和项目命名特点，让学生去关注工匠精神的特

点，不断激发学生的爱家乡的情怀，将个人理想融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坚定用自己的行

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设计意图】以实际案例进行分享和展示的方式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结合专

业特点，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与创新能力。

2.2.5贯通古今，知识迁移(课中)

1)通过 linux 操作系统中关于多系统版本的发展，特别是众多开源版本，让学生去了解

开源系统发展的特点，特别是让学生去主动思考和学习，去思考开源系统带来的特点和优势。

以此加深学生对中国开放共享精神的认知和理解，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另

外通过举例的方式，引导学生体会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鼓励学生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中保持

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平和的健康心态。

2)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采用讲授法和案例分析法，引出开放共享精神和

理念在当前时代的体现和运用。通过对案例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共享的表述，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开放共享精神的本质与内涵。

【设计意图】通过知识进行举例，让学生进行中华文化知识的深刻理解与学习，去思考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让学生去理解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学习和发展，只有实现发展，我

们才能通过发展去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2.6本地特色专题与外地特色专题比较，拓展思考(课中)

通过对本地特色、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了解和外市、外省有着特色的网站进行对比，

让学生知道我们必须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光看待家乡的发展，用科技来推广家乡的特色产品，

提升家乡的知名度，只有加大发展家乡产业和坚持共享发展产业，才能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们通过本地和外地特色网站的对比，才能去发现自己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知道

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性，坚持开放发展，我们才能融入世界经济，只有不断发扬工匠将神，

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增强对西方文化的思辨力，自觉抵制去思想化、去

价值化、去历史化等错误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

真正的认识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才能实现文化自信，才能在国产信息创新应

用中有更多发展空间，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设计意图】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不仅能够实现知识的有效延伸和拓展，同时还能够让

学生在学习中进一步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

而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2.2.7协同线上，立体覆盖(课后)



1)线上评价，数据呈现:每节课后请学生根据智慧职教的平台数据对本次课堂做出评价，

进行线上打分。另外还可以借助数据平台的记录将学生的成长轨迹进行数字化、可视化的呈

现，以便教师即时调整教学内容。

2)线上答疑，增强互动:教师定期在线上发布课前预习任务以及相关学习资料并通过建

立微信群、智慧职教班级、QQ 群等方式加强与学生的联系互动，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提高其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3)线上发布，扩散传播:将理论授课与学生实践相互融合，组织学生以热爱家乡为题材

进行设计实施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 APP 进行线上发布，增强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创造力。

【设计意图】在开展信息化教学时贯穿课前、课中和课后 3 个环节，运用信息化技术不

仅能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能提高学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定期的作品发布活动还有助于在线教育平台的搭建以及课堂联动的现，从而实现让学

生在参与中体验，在体验中认同，在实践中内化，促进思政内容自然而然地传播。

3.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与反思

3.1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

1)价值塑造成效：实际教学中，课程知识教学开展前，用优秀的特点专题网站作为导入，

然后讲解课程知识，在课程知识中运用优秀的网站和一般的网站做对比，并分析出两者之间

的区别，激发学生关注专注网站的特点，创作家乡特色文化的热情。

2)知识传授成效:在《HTML+CSS 网页设计与制作》课题的教学中，我们要认识不同类型

的专题网站，只有认识不同的类型中才能去发现凝聚出自有的特色，才能为以后发展和创新

适合本地特色的专题网站打下基础，通过不同的版本，让学生去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

维。

3)能力培养成效:通过对案例的实践练习操作，通过翻转课堂、讨论学习等教学方式培

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是通过国产信息化应用发展的特点，通过信

息化的教学模式，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为今后的学习与创作打下

一定基础。

3.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反思

1)价值塑造反思:通过课程学习和思政相结合，学生在学习本课题的过程中， 家乡情怀

感不断加强，同时也感受到了专题网站的特点，以及我们国家在乡村振兴，文化振兴的发展

特点和不足，同时也会为推广本地特色做出了相关宣传。更加激发了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和积极向上学习，用科技去支持家乡的发展，为继续积极进行后续的专业学习打下了基础。

2)知识传授反思:本案例结合了课堂教学与信息化教学的模式，力图构建立体多维的知

识价值体系。但基于当前经验不足，在知识点的迁移与内容的深化上还需要多加挖掘，虚心

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求教，把握好知识的难度阶梯，促进学生进行深人的思考。



3)能力培养反思:在学习专题特色网站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对不同特色网站的结构剖析，

让学生去学习到了特色网站发展的特点，其中我们要重点去关注不同特色类型网站的开发过

程中的难点问题，只要有大量知识的累计和不断地练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只要

推动特色网站的发展与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文化振兴的战略，采用科技赋能的方式，

提升群众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将科技的方式融入到此中，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我

们通过这一目标，实现我们的价值。引导无数的青年学子人才投身其中，是其蓬勃发展的最

重要动力。但是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单纯的去某个课程中插入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根据实

际情况和条件，去开设相关的课程，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让学生积极的去关注这个行业，

去投身这个行业，才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色效果，达到既定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不断通

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