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炉前社区“禁毒”命题公益广告设计——图形重构 
        

基础信息 

课程名称 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 专业名称 广告艺术设计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拓展课 

授课对象 
高职广告艺术设计专业 

二年级学生 
授课学时 1学时 

章节内容 
第四章  项目：公益广告设计 

第二节  任务：图形创意设计——图形重构：填充法的应用 

教材名称及
出版单位 

《平面广告设计》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教学分析 

内容分析 

本项目是《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这门课程的第三个项目，依据高职广告艺

术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标准，融入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知

识，融合 1+X证书制度，深化“乡村振兴”和“社区党建宣传”的校企合作

模式，该项目基于教学过程融入项目开发，重点培养学生以实际项目为导向，

进行市场调研、项目方案设计、图形设计、广告文案设计等项目开发能力，

以满足广告艺术设计企业的岗位需求。 

依据高职广告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引入社区项目开发内

容，本课重点讲授公益广告设计中图形部分的表现形式。 

           



 

学情分析 

知识技能基础：学生在平行课程中学习了《Illustrate》的课程，对图形的

辅助绘制与设计操作技能具有一定基础，在此前的课程中也学习了平面构

成、色彩构成和公益广告设计原则的相关内容，掌握了点线面元素和色彩三

大要素的应用原理以及理解了公益广告的设计要求。 

认知实践能力：能进行市场调研的实践活动，对收集的相关案例作品进行审

美鉴别。但对图形的创意能力不足，无法采用合理的手法进行表现。 

专业特点：学生对于画面的审美能力较好，但是对于设计素材的获取方式、

素材图的再处理应用能力较弱。 

学习习惯：学生对自主观察和主动思考分析的意识较弱。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养目标 

1.掌握图形重构--填充

法则结合联想创意法设

计符合命题要求的主要

图形的方法 

2.掌握使用点线面知识

和色彩三要素结合图形

造型使设计方案更具审

美价值的方法 

1.具备使用软件绘制或

处理素材图的能力 

2.具备能设计出符合社

区需求和具备审美功能

的广告主图能力 

 

1.加强青少年禁毒意

识、安全意识 

2.加强在服务社区工作

中严谨求实、统筹兼顾

的意识 

 

 

教学重点 根据设计思路，使用填充法对图形进行重构，制作广告作品中的主图形 

教学难点 制作图形过程中，对大小、疏密、色彩对比知识的综合应用 

教学策略 

教学组织 

本项目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为根本”的职业教育课程理念，采用课

前导学、课中小组讨论、任务驱动、自主探究、课后助学及时巩固教学效果。

结合微课探究、小组 PK、生生互评等环节突破重难点。 

本课主要采用项目式与理实一体的教学方法，围绕社区实际项目开发任务的

第二个“图形重构”任务完成学习，教学对接工作任务，教学过程对接工作

过程。 

课前教师将课前的学习资源上传学习通课程平台，并发布课前学习任务，学

生思考分析优秀公益广告案例预习图形重构的方法，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课中教师通过案例讲解进行提问，学生通过观看教学 PPT和视频等单元

学习资料，结合小组讨论、小组 PK、投票等环节与教师互动以突破教学重难

点。课后学生根据教师和社区反馈进行方案整改，并根据所学知识和掌握的

技能完善作品中主图形的制作，通过多元评价方式对学习成果进行鉴定。 

     

教学资源 

结合使用花瓣网、包图网获取设计素材，使用小红书、哔哩哔哩 APP以及学

习通等教学软件进行教学和学习。 

      

 

教学实施 

课 前 

教师活动 

（需备注时间） 

学生活动 

（需备注时间） 
设计意图 

平台发布任务： 

1. 分析两张关于“禁毒”

命题公益广告案例中图

形的设计优点 

      

2. 结合上节课学习的

“联想创意”法，收集或

绘制两款与“禁毒”相关

的图形 

1. 根据教师发布的两个

作品案例，分析作品中图

形设计优点（20min） 

2. 从花瓣网、包图网等

素材网站收集或使用软

件绘制两款与禁毒命题

相关的图形（30min） 

1. 了解“禁毒”公益广

告中图形创意设计的地

位与重要性 

2. 与上节课学习内容相

互连接，将创意与表现形

式两个知识紧密结合 

3. 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课 中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需备注时间） 

学生活动 

（需备注时间） 
设计意图 

导入 

知识点 

（10min） 

评价与总结课

前任务成果 

1. 选取两份优秀

案例分析作业从

内容和排版方面

进行点评（5min） 

  

2. 展示各组收集

的与“禁毒”命题

相关的素材图，并

分析其使用价值 

(5min) 

   

1. 学生记录教

师点评内容 

2. 学生回答教

师提问：哪些素

材图无法直接用

来创作？原因是

什么？（5min） 

1. 了 解 图

形创意在广

告作品中的

重要性 

2. 提 高 学

生审美能力 

新知识 

讲解 

(15min) 

视频片段 

图形重构 

——填充法 

1. 展示 PPT，以汽

车填充牛身案例

讲解填充法的技

能要点（6min） 

  

 

2. 展示教师从学

生课前作业中选

择的两个图形，应

用填充法创作的

两个方案，并引导

学生思考方案中

的优缺点（9min） 

  

1. 观 察 教 学

PPT 中的案例，

听讲并记录填充

法 技 能 要 点

(6min) 

 

2.小组讨论、思

考并回答教师方

案中有哪些可以

完善的内容 

(5min) 

1. 使 用 案

例教学法，

结合小组讨

论、自主探

究的手段锻

炼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2. 教 师 参

与创作，学

生思考教师

方案中的不

足，提高学

习兴趣，解

决教学难点 



 

实践 

（20min） 

修改教师方案 

（10min） 

1. 总结教师方案

中的不足，提供修

改建议（3min） 

2. 辅助学生完成

案例修改（7min） 

 

1. 记录修改建

议（2min） 

2. 选取一份案

例 进 行 完 善

（7min） 

增加师生互

动，提高学

习积极性，

锻炼学生解

决学习难点

的能力 

独立创作 

(10min) 

1. 布置任务：从

课前作业中选择

两个图形，使用填

充法进行创作 

2. 辅助学生创意

表现 

 

1. 小组讨论选

择图形 

2. 使用 PS或 AI

软件，对图形进

行处理美化，结

合图形重构的填

充法，进行创作 

1. 对 新 知

识的熟练应

用 

2. 提 高 团

队协作能力 

3. 提 高 利

用软件操作

解决问题的

能力 

课 后 

教师活动 

（需备注时间） 

学生活动 

（需备注时间） 
设计意图 

1. 辅助学生完成课堂中

没有完成的创作 

 

2. 根据设计说明对作品

提出修改建议 

1. 完成作品，并提交到

学习通平台 

2. 结合团队自评和小组

互评建议，自己提出整改

方案，完善方案 

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提高学生学习参与度和

学习兴趣。 

板书设计 

根据教学策略与教学内容，板书设计内容见下图 

 

              
 



 

教学评价 

 

本课教学评价标准 

姓名 平台(15%) 实操过程

(40%) 

团队自评

(10%) 

小组互评

(10%) 

课堂表现

(15%) 

社区评价

(10%) 
总分 

平台成绩

(15%) 

修改教师方

案(20%) 

图形重构创

作(20%) 

团队成绩

(10%) 

图形重构创

作(10%) 

参与度(5%) 

课堂答问

(10%) 

社区评价

(10%) 
100 

一组        

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 

通过学习通在线活动和任务，学生学习兴趣得到了提高。启发式和探究式的

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在课前对教学内容进行思考和预习，课中和课后让学生通

过参与式和合作式的方法完成禁毒广告中的主图设计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实

操能力，培养学生的“毒品预防”的意识和严谨求实的精神。 

特色创新 

1. 项目融入“社区党建”、“乡村振兴”相关内容。2023年 4月，广告艺

术设计教研室携“益农创社”和“南洋大社”社团成员前往厦门翔安区炉前

社区走访，参观了社区党建宣传建设、戒毒所和胡萝卜种植基地，应社区负

责人的委托和戒毒所的需求，设计“禁毒”内容的公益广告，教研室将此项

目植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课核心课程中，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

力求使学生体验项目真实落地过程。 

               

2.学生“纠错”教师，提高学习兴趣。教师在课前根据授课内容准备一份自

己的作品，并刻意在作品中留有隐形的漏洞和错误，让学生进行“纠错”练

习，打破传统教师灌输纠错意见的方式，增进师生感情，有效提高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与好奇心。 

改进措施 

本专学生人数较多，有的班级近 50 人，在分组练习中，有的学生存在“抱

大腿”行为，因此在之后的教学中会继续完善评价系统，争取为每一位学生

作品成绩处理得合情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