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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常见花卉与植物摄影》是面向全校各个专业的公选课，是花卉学、植物学

和艺术学的交叉学科，分为两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常见花卉，通过这部分

内容的课程学习，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常见花卉的类型和特征从而更好地识花，

赏花，种花，用花。在授课过程中自觉培养学生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全面提

高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第二部分内容植物摄影，主要讲授如何构图、用光等拍

摄技巧，以及优秀的植物摄影作品赏析；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摄

影兴趣；同时，让学生发现美，欣赏美，疲累的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与愉悦，为

后续的学习贮备更多的精力。

相关思政元素：立德树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赏析花韵，提升自我——花卉的美学鉴赏

2.对应章节：第一章第二节 花卉的美学鉴赏

3.课程讲次：第 1 个课时

三、案例教学目标

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与第一章第二节，花卉的美学鉴赏，花韵鉴赏这个知识

点的教学目标相对应，有意识地融入花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知识传授中体



现一定的美学感染力，在价值塑造中彰显一定的引领作用。培养学生对花卉美学

的兴趣和热爱；提升学生的审美意识与鉴赏能力；增强学生的美学修养与文化自

信；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将美学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四、案例主要内容

（1）从哪些方面赏花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卉赏析

（3）当代艺术中的花卉赏析与思考

（4）花卉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结合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1）问题创设：提出同学们都是如何赏花的，引发学生思考，进行小组讨论。

（2）事件导入：提出与本节课专业知识点相关的事件，从花色，花形，花香，

花韵四个方面进行花卉美学鉴赏，从牡丹如何成为国花切入，阐述花卉背后的中

华传统文化元素，并进行小组讨论。

（3）故事导入：讲述与花中君子梅兰竹菊的故事，引导学生进行探索。

（4）情境导入：基于情景预设，引导学生进入情境，逐步引出中华传统文化元

素及个人品德养成的教育主题。

（5）比较导入：进行不同花形，不同花色，不同花香花卉的对比，进而导入每

个人都是不同的花，不要求所有的花在同一天绽放；但也要通过努力，成为自己

想成为的花，从而升华“自信”思政教育主题。

2.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通过课堂讲解与讨论，利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进行何

花卉赏析，激发学生的兴趣，提升学生的美学素养，引导学生在赏析花卉美学中

提升自我，实现全面发展。

（2）与花卉有关的文学作品介绍：通过介绍与花卉相关的诗词、散文、小说等

文学作品，激发学生对花卉美学的深入思考。人们欣赏花的色、香、姿，乃花的

自然美，是外部条件引起赏花者对花的美感，而花韵，是人们对色、香、姿的综

合感受，并由之引发的各种遐想。中国文人创造了许多以花卉为题材的千古佳作。

花卉所具有的品格、精神、气质、风韵等人格化的东西，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活

不可缺少的内容。从花卉精神上引领学生自我品格的修养，启发学生每个人都可

以成为自己喜欢的那种花，每个人也是不同类型的花卉，鼓励学生自信地接受自

己的优点和不完美

六、教学反思

通过本课程的案例教学，学生将能够在思政课程中理解和体验美学概念，

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心和审美情趣，为将来的

学习和生活积累丰富的美学素养。同时，也通过本案例教学，承接和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注入现代审美理念，引导学生在赏析花卉美学中提升自我，实现全

面发展。本案例采用了多种教育手法，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从

方方面面去了解花卉美学，效果明显。但这些方法在实际授课中仍然需要不断改

进和完善，以达到教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