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二）

1. 案例名称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书法字体

2. 结合知识点 书法字体在海报设计中的运用

3. 案例意义

本案例致力于引导学生深入探索书法艺术与现代海报设计的交融，把

握书法字体在视觉传达中的独特魅力。通过本案例的学习与实践，学生将

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在当代设计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传承与创新在文化发

展中的双重作用。课程内容强调书法字体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教授学

生如何将这些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创造出既具有文化底蕴又

符合现代审美的设计作品。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

知和鉴赏能力，也培养了他们的审美素养和创新思维。

此外，案例还涵盖了书法字体在广告、品牌形象和文化传播等多个领

域的应用，展示了如何通过设计创新增强海报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通过实际的设计项目和创作实践，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具有实际影

响力的作品，从而激发他们对设计创作的热情和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和翻转教学相结合的学习。教师采用

案例分享教学模式，课程通过引入、学习目标展示、案例分析、参与式学

习等环节完成知识的学习，实现育人目标。

（2）教学实施



知识点精讲：深入挖掘书法字体的艺术魅力，并将其巧妙运用于海报

设计之中，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展现书法艺术的创新活力。

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书法字体的运用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

敬，更是对现代设计理念的丰富和拓展。

知识点延伸：书法字体在海报设计中的创新应用、书法字体在现代设

计领域的拓展、书法字体的传承与创新。

思政案例导入：以王羲之创新书法观念和表现谈他的书法创作。王羲

之在师承的基础上，对古法进行了增减和裁成，从而引领了书法体式上的

“革命性”发展。他能够跳出当时的禁锢，将行楷书体向前推进，并开辟

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兼顾了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这种创新

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书法作品中，更对整个书法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价值观引领：以王羲之的创新创作的持之以恒、不断探索的精神为导

向，他的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他

深入研究了前人的书法作品，吸取了其中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理解和感

悟，创造出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引导学生设计创作也需要具有不断探索的

精神。

讨论主题：你认为书法字体创新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与价值有哪些？

讨论的目的是深刻理解书法字体创新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其价值和意义广泛而深远。首先，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的

桥梁，通过现代表达形式赋予古老艺术新的生命，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人的

审美和生活。其次，这种创新有助于加深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归

属感，激发他们探索和维护文化遗产的热情。此外，书法字体的创新设计



丰富了文化表现的多样性，促进了创意和设计的繁荣发展。同时，它作为

跨文化交流的纽带，助力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和普及，增强了不同文化

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书法字体创新在教育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启发意义，

它不仅向学生传授书法的历史和美学价值，还鼓励他们进行创新思考和艺

术实践。书法字体创新不仅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文化

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设计实践：运用书法字体的特点进行创新设计并在海报中运用。在本

设计实践中，学生将有机会深入探索书法字体的独特特点，并将其应用于

创新设计中，特别是在海报设计领域的运用。通过一系列的设计任务和项

目，学生将学习如何将书法艺术的传统韵味与现代设计的创新理念相结合，

创作出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视觉吸引力的海报作品。

课后拓展：探索书法字体现代设计中的创新应用，如何运用新技术进

行创新应用。这一过程不仅为传统书法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通过技

术的介入，拓展了书法表达的边界和可能性。利用数字工具和软件，设计

师可以将书法字体与现代视觉元素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和视觉效

果的设计作品，从而提升设计的吸引力和传播力。此外，新技术的应用还

能帮助书法艺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网络平台和多媒体设备，让

更多人能够接触和欣赏到书法的魅力。这种创新实践不仅有助于传统文化

的传播和普及，还能够激发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参与度，促进文化多

样性的发展。同时，它也为设计师提供了展示创意和技艺的新平台，推动

设计行业的进步和发展。总之，书法字体的现代创新应用不仅丰富了设计



语言，也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展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

新价值和新生命。

5. 教学反思

该课程专注于探索传统文化中的书法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创新相

结合，旨在应用于多样化的场合。这一教学理念不仅响应了国家对于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播的号召，同时也突显了教育在激发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

面的重要性。在实施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课程在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方面

仍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在书法创新设计的实际应用阶段。如何将传统书法

字体的精髓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创造出既符合现代审美又具有传统文

化内涵的设计作品是我们持续要努力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