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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教学思路 

为应对疫情防控的需要，落实“延迟开学不停学”的要求，结合课程特点，从学生学

习效果出发，本课程主要采用“钉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授课、上传相关课程材料供学生

学生以及习题的练习。 

本次课程为《美学》第五讲，主要介绍审美类型中第一种类型——形式美。课程内容

分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形式美的自由历程，介绍从形式到美的形式在到形式美。第

二部分形式美的构成要素，则是从色、形、声、质、味讲解。接着讲到第三部形式美的基

本规律，也就是从形式美法则展开讲解。最后形式美的变迁。 

二、教学内容 

按照课程大纲，依据教学计划，本周《美学》课程教学内容为审美类型模块第一讲《形

式美》，主要讲解形式美的自由历程；形式美的构成要素；形式美的基本规律；形式美的

变迁。其中教学重点：形式美的构成要素与形式美的基本规律；教学难点：形式美的变迁。

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美的形式与形式美，了解形式美的构成要素与基本规律，学习形式

美的变迁。 

   

三、教学实施过程 

（一）教学手段选用 



课程综合采用讲授、视频、提问互动等教学方法。 

使用钉钉群“屏幕分享”讲授 PPT 中教学内容，借助“板书”等方式同步语音讲解，

加深学生理解，强调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实时提问，让学生参与到在线学习中，活跃课

堂气氛，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挖掘学生内在潜力。随时了解学生动态并答疑解惑，对每个

小节讲述完毕后都进行简短总结。 

（二）课程思政与《形式美》教学内容的融合 

本周从《百鸟朝凤》与《青藏高原》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的音乐与歌曲融入形式美要

素的讲解中，让学生在民族文化中理解形式美的要素，在对形式美教学的过程中感受中华

民族文化特点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工具的装饰化造型与装饰的出现：如大汶口黑陶刻绘纺

轮、传统工艺雨伞等；说明形式美是从美的形式中经过进一步的抽象而提取出来的。这些

许多广为流传的艺术作品或从民间挖掘整理出来的艺术宝藏，都值得学生传承。这些专业

领域的素材整合起来，才能贴近专业、贴近学生、形成系统，从而培养学生爱国精神、社

会责任感等。 

  

（三）教学过程 

1.学生课前考勤情况 

首先充分利用“钉钉”平台的各项功能，距离上课前 15分钟在“钉钉”的课程群里

发布上课的签到功能，对于还没有进课程群和忘签到的学生们进行线上签到提醒，督促学

生按时上课。 



  

2. 课堂导入 

    以一个学生们常见的问题进行课堂导入，可以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开阔学生的视野，

增长学生的智慧，使之善于思考问题，并能培养学生的定向思维，使学生的思维迅速定向，

集中探索知识的本质，为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 

  

3. 新课讲授 

向学生展示从教材中提取的要点以及有关美学原理的基础知识，采用多媒体教学法，

通过展示图片、播放视频，让学生对课程内容有直观的体会。将所讲本次课内容，深入的

理解，抓出总体大纲，在课上把基本含义和大概的要点全部阐明，告诉学生学的是什么，

哪里是重点，哪里对以后的人生或者工作、生活有帮助，这更能提升学习兴趣，同时，告

诉学生们应付考试要注意哪些方面，这能让他们更有重点地学习。 

  



4.课堂互动 

课中进行相关内容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关注力并让学生学会思考。对于积极参与互动

的学生及时给予鼓励，提高学生的课堂活跃氛围，营造积极的课堂气氛。 

     

5.课堂小结 

    在本次课新的课程内容讲授完毕后，为使学生对本次课内容有个清晰的认识与梳理，

老师则对本次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归纳与讲授，来帮助学生巩固本次课知识点。 

 

6.课间休息 

由于学生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进行线上课程学习，很容易造成学生的视力疲劳，因此

在课间安排学生做眼保健操，在帮助学生缓解眼疲劳的同时，也给了学生放松的时间，有

助于提高下半节课学生听课的质量。 



     

7. 课堂笔记 

   引导学生完成课堂笔记。 

     

（四）课程作业 

充分利用钉钉软件功能，在钉钉上发布本次课的课堂作业，要求学生完成本次课作业

并进行线上提交，帮助学生巩固课上所学知识，或作为课堂知识延伸，丰富学生知识积累。

如作业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下节课上课前会统一说明，个别学生个别问题会单独与学生进行

沟通交流。    



（五）课程成绩设置 

总成绩 100分=平时成绩（100分*40%）+期末成绩（100分*60%） 

平时考核 100分由四部分组成： 

1. 课堂表现 40分。加分项：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根据回答情况一次加 5-10分；

能对本课程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或意见根据情况加 5-10分；本学期全勤加 10分。 

减分项：旷课一次扣 10分，三次及以上重修；缺勤 5次及以上重修（含事病假）；

迟到、请假一次扣 2分；早退一次扣 5分；无假条按旷课计，公假不扣分。课堂上玩手机、

睡觉等违纪情况根据实际情况一次扣 5-10分。 

2.课堂笔记 20 分。要求每位学生必须记录课堂笔记，课程结束后上交老师，任课教

师根据字迹工整度、内容完整度、逻辑条理等进行评分。 

3.课后作业 40 分。任课教师把每一讲重点内容归纳总结后，以试题形式考察学生的

学习效果并批改评分。课程结束后，计算作业的平均分，平均分折合为占平时成绩的 40%。 

4.附加分：撰写征文发布公众号一篇加 10分，20分封顶，普通稿件一篇加 5分； 

（六）课后指导写作 

为进一步推动本课程教育教学工作，活跃校园文化，树立正气，营造良好的写作氛围，

开展校园写作征稿活动。 

在发布了本学期的征稿活动通知之后，很快就收到了学生的投稿，学生们参与积极性

很高。学生可以在写作中提升自我，丰富内涵；同时学生也可以在活动中体验写作的乐趣，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觉悟和文化底蕴，营造清风缕缕满园书香的氛围。 

     



四、教学效果反馈 

对于本次课的学习情况来看，学生学习情况良好，学生基本都能完整的听完本次课内

容，课上回答问题积极，课堂气氛活跃，对于学生精彩的回答或者意外发问，教师都给予

肯定。这样能使学生从中得到激励，继而产生积极性。在课下教师通过钉钉平台、QQ、电

话等形式随时解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由于线上教学的特殊性，对个别未签到或缺勤的学

生，则通过班长或直接联系学生查明情况，鼓励学生按时完成课程内容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