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摄影》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以“摄影构图”为例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艺术工程系，瞿侨利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 学科门类:艺术学-13

课程及案例简介:《文物摄影》是文物专业学生的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文物摄影以文物

为拍摄对象，通过摄影的纪实特点，再现历史文物的艺术和科学价值。文物摄影的艺术性以

及它的角度选择、光线运用、背景配置，都要受到考古科学性的相对制约，要求文物造型、

色彩、质地的真实性；并且摄影师在拍摄时需要小心、细心、耐心，特别要注意文物的安全

问题。但因器材受限，因此在本课程讲授中，主要从摄影术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出发，介绍了

摄影术诞生及发展的历史。介绍了数码相机的基础知识，包括光圈、快门、感光度、白平衡、

景深等核心概念，然后重点讲解了室内拍摄出土器物的设备、拍摄角度、用光、色彩、距离

等基本要素。通过理论与实操的结合，培养学生利用简单的手机拍摄出一定的专业水准，帮

助学生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

“摄影构图”是本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构图作为摄影拍摄的中心环节，传递着审美的

认知与体验，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让给学生从周边事物中，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感受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美好生活，体会如今生活的来之不易，激励学生不忘初心，努力奋斗

的精神。本案例是关于“摄影构图”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教学与育人目标

1.1 知识传授目标

1）了解构图的目的、依据。

2）了解构图的基本逻辑。

3）了解构图的类型。

1.2 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引导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构图方式完成拍摄，提高学生的审美感受力。

2)通过鼓励学生进行艺术创作，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3)通过线上预习、实践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3 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对优秀摄影作品的学习，提升学生对美的认识和感受。

2)养成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将美表达出来的能力。

3)通过点评、鉴赏学生的优秀作品，促进正能量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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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教学”的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了案例欣赏

与实践环节，通过讲授“摄影构图”使思政铸魂与艺术教育深度融合，实现思政教育从拍摄

中感受、体会身边的美好事物。

2.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2.1 搜集资料，案例分享(课前)

课前请学生搜集优秀的摄影作品，如创意拍摄作品、旅行拍摄作品、博物馆拍摄作品等，

鼓励学生主动挖掘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感受中华文化下的美好事物。以投屏的方式呈现优秀

作品素材，再由教师进行重点梳理，引出知识点①“发掘美”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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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审美素

养、陶冶情操，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2.2.2 作品分析，启发引导(课中)

1)视频播放:《疯狂摄影师之不一样的北极》、《我在博物馆拍文物》以及张艺谋的影视

片段作品进行展示。《疯狂摄影师》主要是讲述一名摄影师为了拍出最经典的企鹅抱团的现

象，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北极，为了就是将难以出现的现象进行展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

解、认识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我在博物馆拍文物》主要讲述的是赵广田老师为了保存敦煌

的文物，不断学习进修，通过不断的尝试拍摄，将历经十几年的时间，将敦煌的灿烂文物进

行拍摄、留存，制作成册，让更多的人欣赏中国的优秀文化。以中国故事、中国人物进行引

入，让学生深切感受视频人物中的坚韧，感受美好事物的意义，激发学生的不怕困难的精神

和感受美的能力。并请学生思考“视频中的摄影者，展现出了怎样的精神?”由此引出知识

点②感受美。

2)图片展示:通过摄影构图中的三分法（或对称法）、对角线法、引导线法等具体的案例

图片进行展示，将构图融入作品之中，文物的对称拍摄、人物的三分拍摄等，启发学生思考

美的含义，美没有界定，文物的外观不应该被定义，不能因为外观的美丑，忽略它内在的美，

每一个文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人也不能通过外貌去评判善恶，不能因为外貌尚缺，而怀揣

恶意，应该用美的眼光去发现美，找到属于她的闪光点。引导学生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取向。

引出知识点③创造美。

3)理论上升:在讲解知识点的过程中，渗入马克思哲学理论，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

的关系看待事物。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艺术观，把握特殊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

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事物在拍摄过程中，存在偶然性，有些意想不到的点缀是偶然出现的，

如按下快门的瞬间一辆急驶汽车突然闯入画面，创造动与静的效果。



【设计意图】整体上遵循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路径以便学生接受。在理论层面由浅入深

地进行深入。在思政方面，通过热门影视作品和系列图像的呈现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培养学生的正确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2.2.3 创作实践，探究学习(课中)

1)创作实践:通过对摄影构图类型的讲解，让学生对构图形式更加深入的了解，将学生

带到校园中进行实践拍摄，在实践中感受真知。通过对事物的拍摄，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身

边的美，创造美，提高审美素养。

2)实践探究:通过实践，在拍摄中，与同学进行探讨构图方式，展现事物不同的面貌，

再次加深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

【设计意图】通过实践的方式，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方式，加强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程度，也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将美表达出来的能力。

2.2.4 分享互动，审美鉴赏(课中)

作品分享:请学生将实践中拍摄的作品进行投屏展示，拍摄者先简述拍摄想法，之后请

其他学生互相点评欣赏，老师做最后点评。让学生在讨论中学会欣赏其他同学的作品，提升

鉴赏能力。

【设计意图】以作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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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

2.2.5 协同线上，立体覆盖(课后)

1)线上评价：将学生上传的拍照作品，在智慧职教上根据课程难易度、知识掌握度以及

评分标准等要素对本次课堂做出评价，并进行线上打分。

2)线上答疑:在学习中不太理解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行询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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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图】线上教学贯穿课前、课中和课后 3 个环节，运用新媒体技术不仅能增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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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学生在实践中进行体验，在实践中认识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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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课过程中，通过以上授课形式和内容的思政元素融入，开发课程

中的“育德”内涵，打破原有学科的思维束缚，梳理、挖掘蕴含于课程中的显性及隐性的“思

政元素”，将其列入教学计划的重要条目和课堂讲授的重要内容，从而让学科内容更加丰富

和深入：同时，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融入人文和情感因素，让知识的传授更有感情，

这些改革和变化都有助于增强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实现教学与育人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提升。

2)知识传授成效:本案例选取了《摄影》中“摄影构图”一节，进行了课程思政做教学



设计。第一，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大量经典艺术作品和音像资料的导人，深入浅出，易于学生

的理解和接受;第二，注重知识的拓展和迁移，横纵拓展，能够帮助学生有效掌握知识内容;

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另外，结合了线上教学，增强师生互动，

并结合专业特点将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学以致用。

3)能力培养成效:本案例通过实践拍摄、作品鉴赏等方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审

美鉴赏力，通过学生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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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通过结合线上的教学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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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基本围绕“案例分析一理论讲解-实践探究-点评鉴赏”四个方

面进行展开。其中课程案例的挑选与讲解是价值培育的重要一环，因此在案例导入时，按照

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收集素材，尽可能贴近当下大学生的心理，实现思政内容与课堂内容的紧

密融合。

2)知识传授反思:本案例结合了线上教学的模式，力图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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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与价值理念的提升离不开实践环节的培养，这是一个系统的、

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而当前对于实践平台的搭建使用的不熟练，需要在今后进一步地落实

和细化。

综上所述，摄影课程不仅是是拍摄简单的作品，更是在拍摄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途径。本案例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中结合了经典人物事迹、经典影视作品鉴赏以及优秀

的图片案例，积极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取向，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培

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教学模式上紧跟时代，以线上+线下等方式增强

课堂的思想性与趣味性，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结合专业特点，鼓励学生将生活的

美好，通过摄影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世界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