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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陶瓷工艺与设计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环境陶艺设计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金

伊林春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5

开课学期 1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3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立体构成》、《设计素描》、《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等

后续课程：《产品形态设计》、《造型基础 2（雕塑）》、《产品模型制作》

等

B

课程描述

《环境陶艺设计》课程，探索陶瓷艺术在环境中的创新应用。学

生将学习如何将传统陶艺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创造与环境和谐

共生的艺术作品。课程内容涵盖设计构思、材料选择及制作实践，旨

在培养学生在公共空间中的创意表达能力。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 熟悉环境陶艺的基本概念与创作设计原理，理解其在室内外环境空间中的应用表

现及其规律。

2. 明确国内外环境陶艺发展的概况，鉴赏不同环境空间中作品的独特艺术属性以及

时代语意表达。

（二）能力

3.学生需具备独立设计并制作与环境相协调的陶艺作品的能力。

4. 掌握环境陶艺设计的创作方法与观念进行设计的能力，并且能够针对不同场所和

空间类型制定设计方案。

（三）素养

5.素养上，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以及对传统

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意识。

6.学生能够成为既懂陶瓷成型技术又具备卓越艺术修养的环境陶艺专业设计人才。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此部分必须为培养方案中内容，

不能改变）

课程目标

专业知能

A2 了解设计学科前沿及其发展趋势，

掌握前沿的现代设计理论、方法与工

具，具备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的能力。

课程目标 1

实务技能

B1 掌握设计调研、数据分析、设计创

意、设计表达、模型制作、设计展示

等基本技能

课程目标 2

应用创新

E2 能够在产品设计方案中考虑产品

使用阶段对环境、安全、健康等因素

的影响，并能采取相应科学的解决措

施。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

践

合

计

第一章 环境陶艺概论

1.环境陶艺的概念及设计原理。

2.环境陶艺与环境空间环境的相互关系

2 0 2

第二章 环境陶艺材料与技术

1.陶瓷材料的种类、性能及其应用。

2.陶艺成型技法及其在不同环境空间中的陶艺表现方式。

2 0 2

第三章 环境陶艺设计与创意

1.1.环境陶艺的设计原理与创新思维方法。

2.进行特定环境空间下的陶艺作品创意表达。

4 4 8

第四章 空间环境与陶艺作品的关系

1.不同空间环境对陶艺作品风格、形式、色彩等方面的要求。

2.陶艺作品与环境空间的适配与融合

4 8 12

第五章 环境陶艺基础技能训练

1.陶艺基本成型方法的掌握，为后续的创作打下基础。

2.环境陶艺制成品的墙面安装与施工可行性探究

2 10 12



第六章 课题研究与方案设计

1.自选环境空间进行拟定设计研究。

2.完成设计方案图稿，推敲方案的创新性和施工的可行性。

2 10 12

合 计 16 32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

课

程目

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 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 环境陶艺概论

1.环境陶艺概念及设计原

理。

2.环境陶艺与环境空间的

相互关系。

1

课堂教授

问题导向

2
第二章 环境陶艺材料与

技术

1.陶瓷材料种类、性能及

其应用。

2.陶艺成型技法及其在不

同环境空间中的陶艺表现

方式。

1
围绕艺术振

兴乡村设计

专题展开讨

论

坚定文化自

信，弘扬传统

文化。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探究学习

3
第三章 环境陶艺设计与

创意

1.环境陶艺的设计原理与

创新思维方法。

2.特定环境空间下的陶艺

作品创意表达。

1、2、

3

案例分析朱乐

耕九江人民文

化广场环境陶

艺作品“爱莲

说”

4.引入可持续发展

理念，呼唤家国情

怀的回归。强调陶

瓷设计中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自觉的重

要性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4
第四章 空间环境与陶艺

作品关系

1.不同空间环境对陶艺作

品风格、形式、色彩等方

面的要求。

2.陶艺作品与环境的适配

与融合

1、2、

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5
第五章 环境陶艺基础技

能训练

1.陶艺基本成型方法的熟

悉与掌握。

2.环境陶艺制成品的墙面

安装与施工可行性

1、2、

3

韩国济州岛肯

辛顿大酒店大

堂环境陶艺壁

画群的工艺及

展示方式分析

3. 重视科学发展

观的教育理念，强

调科教兴国，国家

的安定统一对于维

护国家稳定的重要

意义，以及对于国

家各项事业的繁荣

发展的重要保障意

义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6
第六章 课题研究与方案

设计

1.自选环境空间进行拟定

设计研究。

2.完成设计方案图稿，推

敲方案的创新性和施工的

可行性。

1、2、

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期中（30%）

1.到堂情况:学习态度及遵守纪律的

情况、上课不迟到、不早退。权重 5％

2.课堂讨论与平时作业：完成平时作

业 3 次共 15 分，设计方案创意新颖、

草图绘制完善、具有个性化，制作手

法精到。权重 15％

3.期中小测验。权重 10%

1、2、3

期末（70%）
以专题创作考核为准，

A、B卷。权重 70％
1、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及学习资料：

《环境陶艺设计》张玉山主编 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

《论环境陶艺的审美特征》 黄焕义著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0 年

J

教学条件

需求

陶艺教室，多媒体、泥料，拉坯机，窑炉等。

K

注意事项
根据教学需要，可适当调整作业次数与内容。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教学目标清晰，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较为吻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合理。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符合培养方案要求，同意执行。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三明学院 陶瓷工艺与设计微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日用陈设陶瓷设计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金

金琼如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5

开课学期 1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3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立体构成》、《设计素描》、《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等

后续课程：《产品形态设计》、《造型基础 2（雕塑）》、《产品模型制作》

等



B

课程描述

课程主要涉及陶瓷造型概论与认知、陶瓷造型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法、陶瓷造

型基本法则，以及陶瓷造型基本形态整合、设计图纸的绘制等内容，着重培养学生

的造型创造力、造型表现能力和审美判断能力，使学生掌握现代陶瓷造型创作的基

本原理和一般规律，学会运用陶瓷造型的艺术语言表达设计思想，提高学生的审美

素养，最终具有应用陶瓷产品设计的能力。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 明确日用陈设陶瓷设计的基本内容及学习方法，增强对相关日用陈设瓷设计的起

源与发展变化的认知。

2. 明确日用陈设陶瓷设计的分类与特点，明确适用人群、使用方式与适用场合。

（二）能力

3.掌握日用陈设陶瓷造型设计的图绘制与学习，全面熟悉手绘图纸的设计要领与绘

制方法。

4. 掌握日用陈设陶瓷造型的构成要素及方法与形态整合与构件处理，针对不同类型

制定相应设计方案。

（三）素养

5.使学生养成全局设计观念，兼顾日用陈设陶瓷的审美性、实用性、卫生性等。

6.认识到陶瓷设计来源于实践作用于实践，从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价值观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此部分必须为培养方案中内容，不能

改变）

课程目标

专业知能

A2 了解设计学科前沿及其发展趋势，掌

握前沿的现代设计理论、方法与工具，

具备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的能力。

课程目标 1

实务技能

B1 掌握设计调研、数据分析、设计创意、

设计表达、模型制作、设计展示等基本

技能

课程目标 2

应用创新

E2 能够在产品设计方案中考虑产品使

用阶段对环境、安全、健康等因素的影

响，并能采取相应科学的解决措施。 课程目标 3

E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 实 合



教学内容
论 践 计

第一章 日用陈设陶瓷造型概论

1.日用陶瓷设计概论

2. 日用陶瓷设计的溯源与流变

3. 日用陶瓷设计的基本分类和学习意义

2 0 2

第二章 日用陈设陶瓷造型的设计原理

1. 日用陶瓷造型的设计观诠释及设计语义

2. 陈设陶瓷造型的设计观诠释及设计语义

2 0 2

第三章 日用陈设陶瓷造型的分类及特点

1. 日用陶瓷造型的分类及其特点

2.陈设陶瓷造型的分类及其特点

3. 国际知名设计品牌造型及特点分析

2 8 10

第四章 日用陈设陶瓷造型的构成要素及方法

1. 日用陶瓷造型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法

2.陈设陶瓷造型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法

2 8 10

第五章 日用陈设陶瓷造型的形态整合与构件处理

1. 日用陶瓷造型的形态整合与构件处理技法

2.陈设陶瓷造型的形态整合与构件处理技法

4 8 12

第六章 日用陈设陶瓷造型设计图的绘制与学习

1. 日用陶瓷造型的形式法则与组织形式

2.陈设陶瓷造型的形式法则与组织形式

4 8 12

合 计 16 32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

程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 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 日用陈设陶瓷

造型概论

1. 日用陈设陶瓷设计

概述

2. 日用陈设陶瓷设计

的基本分类

）

1 引导学生认识日

用陶瓷设计来源

于生活实践，最终

服务于实践

课堂教授

问题导向

2
第二章 日用陈设陶瓷

造型的设计原理

3. 日用陶瓷造型的设

计观诠释及设计语义

4. 陈设陶瓷造型的设

计观诠释及设计语义

1、2 引入景德镇经

典器形梅瓶、葫

芦瓶案例，分析

古代先民的陶

瓷艺术审美。

培养建立“以人为

本”的设计思想并

应用于具体的创

作方案。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探究学习

3
第三章 日用陈设陶

瓷造型的分类及特点

1.日用陶瓷造型的分

类与特点

2.陈设陶瓷造型的分

类与特点

3.国内外优秀日用陶

瓷设计案例分析

1、2、3
以“7501”中南

海用瓷的设计故

事为主线，引出

老一辈国家领导

人对于艺术设计

的重视

4.引入可持续发

展理念，呼唤家国

情怀的回归。强调

陶瓷设计中的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的重要性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4
第四章 日用陈设陶

瓷造型的构成要素及

方法

1.日用陈设陶瓷造型

的构成要素与方法

2.陈设陶瓷造型的构

成要素与方法

1、2、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5
第五章 日用陈设陶

瓷造型的形态整合与

构件处理

1. 日用陶瓷造型的构

成要素与构件处理方

法

2. 陈设陶瓷造型的构

成要素与构件处理方

法

1、2、3

课 堂

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6
第六章 日用陈设陶

瓷造型设计图的绘制

与学习

1. 日用陶瓷造型的形

式审美法则与组织形

式

2. 陈设陶瓷造型的形

式审美法则与组织形

式

1、2、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期中（30%）

4.到堂情况:学习态度及遵守纪律的情

况、上课不迟到、不早退。权重 5％

5.课堂讨论与平时作业：完成平时作业

3次共 15 分，设计方案创意新颖、草图

绘制完善、具有个性化，制作手法精到。

权重 15％

6.期中小测验。权重 10%

1、2、3

期末（70%）
以专题创作考核为准，

A、B 卷。权重 70％
1、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及学习资料：

《陶瓷造型艺术》杨永善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5 月

《日用陶瓷鉴别》 李雨苍著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日用陶瓷工艺学》 李家驹著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J

教学条件

需求

陶艺教室，多媒体、泥料，拉坯机，窑炉等。

K

注意事项
根据教学需要，可适当调整作业次数与内容。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教学目标清晰，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较为吻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合理。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符合培养方案要求，同意执行。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三明学院 陶瓷工艺与设计微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生活陶瓷设计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孙乙泰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5

开课学期 1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3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立体构成》、《设计素描》、《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等

后续课程：《产品形态设计》、《造型基础 2（雕塑）》、《产品模型制作》

等



B

课程描述

《生活陶瓷设计》课程是一门融合传统与现代，注重实践与创新的艺术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深入了解陶艺的发展历程、基本技法及现代设计理念，

掌握从构思到成型的全过程。课程内容涵盖陶艺基础知识、手工制作技巧、装饰与

施釉方法以及烧成技术等，旨在培养学生的艺术感知力、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同

时，课程还强调陶艺作品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结合，引导学生创作出既满足日常生活

需求又富有艺术美感的陶艺作品。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 生活陶瓷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历史发展、材料特性及现代设计理念等

2. 明确生活陶瓷设计的分类与特点，明确适用人群、使用方式与适用场合。

（二）能力

3.掌握日用陈设陶瓷造型设计的图绘制与学习，全面熟悉手绘图纸的设计要领与绘

制方法。

4. 掌握日用陈设陶瓷造型的构成要素及方法与形态整合与构件处理，针对不同类型

制定相应设计方案。

（三）素养

5.使学生养成全局设计观念，兼顾生活陶艺的审美性、实用性、卫生性等。

6.认识到陶瓷设计来源于实践作用于实践，从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价值观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此部分必须为培养方案中内容，不能

改变）

课程目标

专业知能

A2 了解设计学科前沿及其发展趋势，掌

握前沿的现代设计理论、方法与工具，

具备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的能力。

课程目标 1

实务技能

B1 掌握设计调研、数据分析、设计创意、

设计表达、模型制作、设计展示等基本

技能

课程目标 2

应用创新

E2 能够在产品设计方案中考虑产品使

用阶段对环境、安全、健康等因素的影

响，并能采取相应科学的解决措施。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

论
实践



第一章 生活陶瓷设计概论

1. 生活陶瓷设计的溯源与流变

2. 生活陶瓷设计的基本分类和学习意义

2 0 2

第二章 生活陶瓷造型的设计原理

5. 生活陶瓷造型的设计观诠释

6. 生活陶瓷的造型的设计语义

2 0 2

第三章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的分类及特点

1.生活陶瓷设计造型的分类及其特点

2.国际知名设计品牌造型及特点分析

2 4 6

第四章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的构成要素及方法

1.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法

2.生活陶瓷设计装饰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法

2 10 12

第五章 生活陶瓷造型设计图的绘制

1. 生活陶瓷造型的形式法则与组织形式

2.设计图纸的正式绘制

4 8 12

第六章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的形态整合与成型方法

1.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的形态整合与构件处理技法

2.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的制作与烧成技法

4 10 14

合 计 16 32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

程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 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 生活陶瓷设

计概论

1. 生活陶瓷设计的溯

源与流变

2. 生活陶瓷设计的基

本分类和学习意义

）

1 引导学生认识生

活陶艺设计来源

于生活实践，最终

服务于实践

课堂教授

问题导向



2
第二章 生活陶瓷造

型的设计原理

1.生活陶瓷造型的设

计观诠释

2.生活陶瓷的造型的

设计语义

1、2 引入景德镇清

代陶瓷文房用

具案例，分析古

代先民的陶瓷

艺术审美。

培养建立“以人为

本”的设计思想并

应用于具体的创

作方案。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探究学习

3
第三章 生活陶瓷设

计造型的分类及特点

1.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

的分类及其特点

2.国际知名设计品牌

造型及特点分析

1、2、3
以“7501”中南

海用瓷的设计故

事为主线，引出

老一辈国家领导

人对于艺术设计

的重视

4.引入可持续发

展理念，呼唤家国

情怀的回归。强调

陶瓷设计中的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的重要性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4
第四章 生活陶瓷设

计造型的构成要素及

方法

1.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

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

法

2.生活陶瓷设计装饰

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

法

1、2、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5
第五章 生活陶瓷造型

设计图的绘制

1. 生活陶瓷造型的形

式法则与组织形式

2.设计图纸的正式绘

制

1、2、3
课 堂

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6
第六章 生活陶瓷设

计造型的形态整合与

成型方法

1.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

的形态整合与构件处

理技法

2. 生活陶瓷设计造型

的制作与烧成技法

1、2、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H

评价方式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教学目标清晰，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较为吻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合理。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符合培养方案要求，同意执行。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三明学院陶瓷工艺与设计微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陶瓷综合装饰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金

原佳丽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5

开课学期 2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3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三大构成》、《设计素描》、《产品设计 1》等

后续课程：《产品形态设计》、《造型基础 2（雕塑）》、《产品模型制作》

等

B

课程描述

课程融合传统陶瓷工艺与现代设计思维，深入探索陶瓷装饰的无

限可能。学习釉料与彩绘运用、图案装饰技法创新等技巧，旨在培养

学生在陶瓷艺术领域的审美与创造力，为未来的设计之路奠定坚实基

础。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 陶瓷综合装饰的基本概念与创作设计原理，理解其在陶瓷艺术中的应用及其规

律。

2. 熟悉当前陶瓷综合装饰发展的概况，鉴赏陶瓷综合装饰作品的独特魅力

ᡁ制作X

力

�» �Ä0;
ñ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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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关系

专业知能

A2 了解设计学科前沿及其发展趋势，掌

握前沿的现代设计理论、方法与工具，

具备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的能力。

课程目标 1

实务技能

B1 掌握设计调研、数据分析、设计创意、

设计表达、模型制作、设计展示等基本

技能

课程目标 2

应用创新

E2 能够在产品设计方案中考虑产品使用

阶段对环境、安全、健康等因素的影响，

并能采取相应科学的解决措施。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

践

合

计

第一章 陶瓷综合装饰概论

1.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史概述

2.陶瓷综合装饰的基础理论

2 0 2

第二章 陶瓷材料的分类与特性

1.色彩学与色彩搭配原理在陶瓷装饰中的应用

2.图案与纹样设计基础

3.陶瓷综合装饰的技法与工艺

2 0 2

第三章 陶瓷彩绘技法

1.釉下彩装饰技法（青花、釉里红等）

2.釉上彩装饰技法（粉彩、新彩等）颜色釉装饰技法

3.其他特殊装饰技法（如刻花、划花、镂空加彩等）

2 8 10

第四章 陶瓷综合装饰的创作与设计

1.设计构思与草图绘制

2.装饰图案的布局与构图技巧

3.综合装饰技法的选择与应用

4.创新设计与实验探索

4 8 12

第五章 陶瓷综合装饰的实践操作

1.陶瓷坯体制作与修整

2.装饰材料与工具的准备与使用

3.各阶段装饰技法的实践操作

4.烧制过程与温度控制

2 8 10



第六章 传统陶瓷文化的认知与传承

1.现代陶瓷设计的创新理念与方法

2.陶瓷综合装饰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表现

4 8 12

合 计 16 32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

程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 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 陶瓷综合装

饰概论

1.中国陶瓷装饰发展

史概述

2.陶瓷综合装饰的基

础理论

1

课堂教授

问题导向

2
第二章 陶瓷材料的

分类与特性

1.色彩学与色彩搭配

原理在陶瓷装饰中的

应用

2.图案与纹样设计基

础

3.陶瓷综合装饰的技

法与工艺

1 生态观念的融

入

坚持科学发展观，

珍惜环境，以人为

本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探究学习

3 第三章 陶瓷彩绘技

法

1.釉下彩装饰技法（青

花、釉里红等）

2.釉上彩装饰技法（粉

彩、新彩等）颜色釉装

饰技法

3.其他特殊装饰技法

（如刻花、划花、镂空

加彩等）

1、2、3 朱乐耕北京地

铁十号线红绿

彩作品“奔马

图”赏析

4.引入可持续发展

理念，呼唤家国情

怀的回归。强调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4
第四章 陶瓷综合装

饰的创作与设计

1.设计构思与草图绘

制

2.装饰图案的布局与

构图技巧

3.综合装饰技法的选

择与应用

4.创新设计与实验探

索

1、2、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5
第五章 陶瓷综合装

饰的实践操作

1.陶瓷坯体制作与修

整

2.装饰材料与工具的

准备与使用

3.各阶段装饰技法的

实践操作

4.烧制过程与温度控

制

1、2、3 吕金泉《童子》

系列综合装饰

盖罐设计案例

赏析

3.弘扬红色文化精

神，增强爱国情怀

课堂

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6
第六章 传统陶瓷文化

的认知与传承

1.现代陶瓷设计的创

新理念与方法

2.陶瓷综合装饰的文

化内涵与艺术表现

1、2、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期中（30%）

10.到堂情况:学习态度及遵守纪律的情

况、上课不迟到、不早退。权重 5％

11.课堂讨论与平时作业：完成平时作业

3 次共 15 分，设计方案创意新颖、草图

绘制完善、具有个性化，制作手法精到。

权重 15％

12.期中小测验。权重 10%

1、2、3

期末（70%）
以专题创作考核为准，

A、B卷。权重 70％
1、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及学习资料：

《陶瓷综合装饰教程》冯绍华主编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23 年 5 月

《现代陶艺教学》 何炳钦著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J

教学条件

需求

陶艺教室，多媒体、窑炉等。

K

注意事项
根据教学需要，可适当调整作业次数与内容。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教学目标清晰，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较为吻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合理。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符合培养方案要求，同意执行。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三明学院 陶瓷工艺与设计微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陶瓷成型工艺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孙乙泰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2 总学时 64 其中实践学时 48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设计素描》等

后续课程：《产品形态设计》《造型基础 2（雕塑）》《产品模型制作》等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现代陶艺的概念、起源与流变、东西方现代陶艺的

鉴赏与分析。重点掌握现代陶艺常用的五种成型技法：拉坯成型、泥片成型、雕塑

成型、泥条盘筑、模具成型。其次结合陶艺肌理制作以及釉色的运用与搭配，烧成

方法与展示方式的运用，着重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启发学生对于材料的感知与应

用能力，培养设计素养，拓宽创意思维。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理解现代陶艺的概念、起源与流变关系,归纳东西方陶艺家的设计思想和作品风格

特点。

（二）能力

2.分析常见的五种现代陶艺成型技法,评价陶艺成型技法的选取与综合装饰技巧表

达。

（三）素养

3.重视运用多学科交叉知识和方法，养成跨界审美观、设计观、价值观以及道德感

与社会责任。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此部分必须为培养方案

中内容，不能改变）

课程目标

专业知能

A2 了解设计学科前沿及其

发展趋势，掌握前沿的现代

设计理论、方法与工具，具

备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的能

力。

课程目标 1

实务技能

B1 掌握设计调研、数据分

析、设计创意、设计表达、

模型制作、设计展示等基က示等技能
课程目标

2

（变创2分
1

据学沿计调据据沿握论掌毕创基势
，

发，设计为论点，析论
、

设设为续标计论计方容，制毕析程创意分。 课程目标。， 方学内2

技求身2

身学理能理论实2设2掌基标

析代

制标技论求标掌基求学析意制标求B掌基求学析意制标标标掌方求学技意与现与学模变技系掌程求系掌意方现与程论

标

标标

掌基标

析代

制标技论（意与分标掌基求学中能技意制标求势掌基求学计方析意制势掌方求学技意与现与学技系掌程求毕掌意方现与程与标计学理标
标标
2掌方标

析代

制标技论析型技法（基）�基求学等意析）�基求学技计设22

2 标掌程标

析代

制标技论析型技法（基）�基求学技意析）�基求学毕务析型、工技工）22 标掌应标

析代

制标技论掌应设）�基求学析论制标技论掌应制作掌基求系制论等方等能 制标与标作22 标



第六章 现代陶艺命题创作

第一节：现代陶艺专题创作与研究

第二节：烧成技法研究与实施

2 12 14

合 计 16 48 64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

程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填写

3 次）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第一章 现代陶瓷工艺

概述

1.现代陶艺概念及其

原理

2.现代陶艺的起源与

流变关系

1

课堂教授

问题导向

2
第二章 现代陶瓷工艺

鉴赏与分析

1.中西方传统陶瓷艺

术鉴赏与分析

2.中西方现代陶艺陶

鉴赏与分析

1、2 引入原始彩陶

为案例，分析原

始先民的陶艺

审美。

培养建立

“以人为

本”的设

计思想并

应用于具

体的创作

方案。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探究学习

3
第三章 现代陶瓷工艺

成型技法（一）

1.拉坯成型

2.泥条盘筑

1、2、3 引入葫芦花瓶

的拉坯学习案

例，感受传统陶

瓷艺术的形式

审美

培养建立

“文化自

信”的设

计思想

课堂讲授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4
第四章 现现代陶瓷工

艺成型技法（二）

1.泥板成型

2.雕塑成型、模具成

型

1、2、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5
第五章 现代陶瓷工艺

肌理表达

1.现代陶瓷工艺肌理

制作

2.现代陶瓷工艺综合

装饰技法与釉料配搭

方法

1、2、3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6
第六章 现代陶艺命题

创作

1.现代陶艺专题创作

与研究

2.烧成技法研究与实

施

1、2、3 引入朱乐耕教

授“十二生肖”

系列雕塑作品，

研究其成型工

艺

培养生态

环保，可

持续发展

的设计观

课堂讲授

分组合作

实作学习

专题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期中（30%）

13.到堂情况:学习态度及

遵守纪律的情况、上课不

迟到、不早退。权重 5％

14.课堂讨论与平时作业：

完成平时作业 3 次共 15

分，设计方案创意新颖、

草图绘制完善、具有个性

化，制作手法精到。权重

15％

15.期中小测验。权重 10%

1、2、3

期末（70%）
以专题创作考核为准，

A、B 卷。权重 70％
1、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及学习资料：

《现代陶艺创作》李明珂 黄胜主编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23 年 5 月

《陶艺》章星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4 月

《陶艺基础》刘木森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9 年 1 月

J

教学条件

需求

陶艺教室，泥料，拉坯机，泥板机、手推车、坯板、窑炉等。



K

注意事项
根据教学需要，可适当调整作业次数与内容。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教学目标清晰，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较为吻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合理。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符合培养方案要求，同意执行。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三明学院 陶瓷工艺与设计微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国陶瓷史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金

王苗苗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1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三大构成》、《专业导论》、《产品设计 1》等

后续课程：《产品形态设计》、《造型基础 2（雕塑）》、《产品模型制作》

等

B

课程描述

主要讲授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历史，涵盖从原始社会到清代的各

个时期。通过解析不同朝代的陶瓷艺术特色、工艺技术及文化背景，

引导学生了解和欣赏古代陶瓷艺术之美，体验学习古代陶瓷的乐趣。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独特艺术传

统，提升对古典陶瓷艺术的鉴赏能力。

C

课程目标

（一）知识

1. 熟悉中国历代经典陶瓷艺术作品的形制及工艺，涵盖历代陶瓷工艺、风格及文化

审美特点。

（二）能力

2.掌握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脉络及经典作品，提升对陶瓷艺术的鉴赏能力。

（三）素养

提升艺术审美与文化传承意识，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和文化自信，使其具备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艺术修养。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此部分必须为培养方案中内容，

不能改变）

课程目标



对应关系

专业知能

A1 掌握专业所需的人文、艺术、科技

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熟悉乡村振兴战

略、地方产业发展、产品设计行业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

课程目标 1

实务技能

B1 掌握设计调研、数据分析、设计创

意、设计表达、模型制作、设计展示

等基本技能。

课程目标 2

协作整合

D1 能够就乡村建设、地方文化创新等

领域的产品设计问题与国内外不同

专业领域的人员、社会公众等进行有

效沟通与交流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

践

合

计

第一章 制陶术的起源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陶器的起源与发展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总结

4 0 4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的陶器

夏商周的北方陶器

流行于东南沿海的印纹硬陶

仿铜陶礼器和陶制明器的兴起及演变

4 0 4

第三章 汉唐时代的陶器与瓷器

汉代的铅釉陶和彩绘陶

唐三彩及其他唐代陶器

原始瓷与青瓷的烧制成功

东汉成熟瓷器的出现

4 0 4

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瓷器

青瓷的“一统天下”

南方各地的瓷窑与北朝的瓷业

白瓷的诞生及其意义

4 0 4

第五章 隋唐五代的瓷器

“南青北白”新格局的形成

隋代瓷业的发展

唐五代的青瓷与白瓷

唐代黄釉、黑釉、花釉等特色瓷器

4 0 4



第六章 两宋时期的瓷器

宋代瓷业的繁荣与主要瓷窑体系

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名窑的特色与成就

官窑与民窑的区别与艺术价值

6 0 6

第七章 明清时代的瓷器

景德镇成为全国陶瓷工业中心的原因

青花瓷器的发展与艺术特色

颜色釉瓷器、斗彩、五彩、粉彩等彩瓷的艺术成就

6 0 6

合 计 32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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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汉唐时代的陶器

与瓷器

1.汉代的铅釉陶和彩绘陶

2.唐三彩及其他唐代陶器

3.原始瓷与青瓷的烧制成

功

4.东汉成熟瓷器的出现

1、2、3引入唐代唐三

彩案例，分析

唐代审美与艺

术特色，感受

博大情怀

4.引入可持续发展

理念，呼唤家国情

怀的回归。强调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课堂讲授

4
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

的瓷器

1.青瓷的“一统天下”

2.南方各地的瓷窑与北朝

的瓷业

3.白瓷的诞生及其意义

1、2、3

课堂讲授

5
第五章 隋唐五代的瓷器

1.“南青北白”新格局的

形成

2.隋代瓷业的发展

3.唐五代的青瓷与白瓷

4.唐代黄釉、黑釉、花釉

等特色瓷器

1、2、3

课堂讲授

6
第六章 两宋时期的瓷器

1.宋代瓷业的繁荣与主要

瓷窑体系

2.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名

窑的特色与成就

3.官窑与民窑的区别与艺

术价值

1、2、3引入宋代景德

镇 湖 田 窑 青

瓷，分析帝王

喜好原因以及

长盛不衰的独

特审美

3.弘扬民族大团结

精神，增强爱国情

怀

课堂讲授



7
第七章 明清时代的瓷器

1.景德镇成为全国陶瓷工

业中心的原因

2.青花瓷器的发展与艺术

特色

3.颜色釉瓷器、斗彩、五

彩、粉彩等彩瓷的艺术成

就

1、2、3

课堂讲授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平时+期中（30%）

16.到堂情况:学习态度及遵守纪律

的情况、上课不迟到、不早退。权重

5％

17.课堂讨论与平时作业：完成平时

作业 3 次共 15 分，设计方案创意新

颖、草图绘制完善、具有个性化，制

作手法精到。权重 15％

18.期中小测验。权重 10%

1、2、3

期末（70%）
以专题创作考核为准，

A、B卷。权重 70％
1、2、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及学习资料：

《中国陶瓷史》第三版，叶喆民主编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22 年 1 月

《中国陶瓷史》 冯先铭著 文物出版社 2012 年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项
根据教学需要，可适当调整作业次数与内容。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教学目标清晰，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较为吻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合理。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9 月 29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符合培养方案要求，同意执行。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9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