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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3Dmax》课程为 2019年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经过 3年的建设，网站内容搭

建已完善，其中含有基本教学微课视频 121 个 ，累计 900 多分钟，主要包括设

计基础、软件介绍、基本建模工具讲解、灯光制作讲解、材质制作讲解、居住空

间效果图制作、公共空间效果图制作与部分施工要点、赛证培训等几大部分，目

前教学视频向其他院校学生及社会人士开放学习使用；其次扩展资源共计 10 余

项近 300 个，包含软件安装包、项目资源、训练题库、参考资源、素材资源、延

伸学习、课件相关资料、优秀案例赏析等，内含视频 35个，200多分钟。经过 5

学期课程，选课总人数 533，学习点记率目前 35129 人次。学生提交作业 3210

份、直播 51次、讨论区话题 30个，参与讨论 900余次。 

 

http://umooc.ulearning.cn/pc.html#/course/home/26177 

图 1 3Dmax 精品课程网址及部分内容展示 

二、课程整体设计 

2.1 课程性质与任务 

2.1.1 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是高职教育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的专业类核心基础课。共

计 72 学时，4 学分。主要授课对象为大一新生，直接对应的工作岗位有模型制

作师、效果图制作、设计师助理、游戏场景搭建师等。通过课程学习使得学生具

http://umooc.ulearning.cn/pc.html#/course/home/26177


4 

 

备工作领域必备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后续设计类课程、专业竞

赛与考证、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该课程在环艺专业的课程

结构中居于核心（重要）地位，对环艺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

而更好的服务于广东地区的地方经济建设等持续提供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

才。 

 

                       图 2 3Dmax 前后课程衔接图 

2.1.2 教学内容 

通过岭南文化沁润课程，引领思政，贯穿课程四大模块，助力育人培养。其

次通过项目式教学以及和三大实践方式（企业参观学习、实际项目施工场地观摩

学习、已建成场地调研）有效结合，融入行业新规范、新技术、新工艺，使得学

生熟练运用 3Dmax 制作基础上，通过真实项目从方案至效果图表现、施工的完整

制作过程进行巩固与提升，使得学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精操作、懂工艺与施

工、善协作，同时结合 VR渲染和 3Dmax云渲染等技术，培养学生立体创作思维、

空间想象能力等，培养具备从事效果图制作及专业相关工作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操

守，为后续设计类课程的学习和毕业实习及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依托两大参

与项目方式（订单班和工作室），验证课程效果、完善课程内容，提高学生专业

素养，最终培养政治正确的时代新人，以及高素质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即现

场工程师。 

2.2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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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学情分析 

本课程课程授课为高职环境艺术专业大二学生，任课教师基于之前上课情况，

结合人才培养方案，该阶段学生学情分析总结如下： 

1. 知识和技能基础 

知识储备：前期已完成设计概论、设计色彩课程的学习，熟知人机工程学相

关理论知识等，有一定的专业相关知识基础。 

技能基础：学生已完成 CAD 课程的学习，对于环艺专业岗位有一定的认知。 

2. 认知和实践能力 

认知能力：大多数学生对于 3Dmax技能习得非常感兴趣，动力十足，但又了

解到 3D 软件操作界面复杂，内容多，有一定的忧虑。 

实践能力：所有学生均没有相关工作与兼职基础，在抽象思维、举一反三、

灵活运用等方面尚有不足。 

3. 学习特点 

3DMAX 软件操作界面复杂，部分学生表现出抵抗、排斥情绪，学习信心不足；

大多数学生忽视实操的重要性或者不重视，以为观看视频学习即可，导致学习效

果一般；善于利用网络获取学习资源，线上学习兴趣较浓。同时作为艺术生，大

多数学生个性化较强，需要选择适当的方式进行因材施教。 

2.2.2 教学目标 

根据行业岗位核心能力要求、专业学生发展需求、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

课程标准，企业专家、企业导师与专业教师共建教学目标，使得学生学习知识扎

实有深度、技能精进有精度、思想认识有高度，具体内容如下： 

1.素质目标 

（1）弘扬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工匠精神、质量意识； 

（2）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目标和乐于创新、勇于创业的双

创教育目标。 

2.知识目标 

（1）掌握居住空间和公共空间等各类空间的建模、材质与灯光、以及最终

出图的制作与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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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环艺设计项目实施流程与方案设计要点，以及重要的施工工艺，

并使用效果图完美的表达出设计意图，精操作。 

3.能力目标 

（1）具备可清晰表达设计理念效果图的能力； 

（2）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善协作与沟通，并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 

2.2.3 教学重难点      

根据教学目标，总结教学重点为： 如何在熟练 3D技能基础上，可准确表达

制作出符合设计理念的效果图，具备举一反、灵活运用的能力。 

根据学情分析，总结教学难点为： 如何抵消学生的排斥心理，增加课程趣

味性，使得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持续性增长。 

2.3 教学策略 

2.3.1 教学理念         

本着“以学生为主体，以实际工作岗位需求及能力要求为导向，以项目为引

导、任务为驱动，以思政内容为素质要求”的教学理念，“课证融通、学训一体、

赛创同步、思政共育”的产学协同育人教学模式，对接行业岗位要求标准，校企

合作，构建“方法要点，能力要求，技能训练，素质提升”实训体系，使学生将

知识与实践有效结合，融会贯通。       

2.3.2 教学模式  

区别于以往的填鸭传统式教学，本课程使用能够结合实际应用以启示性教学

为方法建立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CBL 教学模式，“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主动学习、

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并且更加注重学习策略的研究，强调从教师教的角色转

变为学生学的角色，最终达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发展能力的目标”。 

2.3.2.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通过校企协作，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搭建线上共享学习平台，提高学生课程参

与度，助力学生学习动力与能力持续提升，结合线下课程以及实际项目训练的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课前线上自学与讨论，课中线下解决问题、课后线上知识

深化与拓展，并结合教学模块形成以结合启发式教学，形成“自、调、尝、做、

评、拓”六大课程实施步骤，实现成果线上转化的层次递进式教学策略，同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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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化教学手段贯穿整个课程，如利用 VR 虚拟技术等构建学生三维空间感知

能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2.3.2.2 校企协同构建“3+3+2”培育现场工程师模式 

校企共建递进式课程三大实训模块、课程三大实践方式，两者有效结合，同

时融入行业新规范、新技术、新工艺，依托两大参与项目方式，验证课程效果、

完善课程内容，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即现场

工程师。 

 

图 3  “3+3+2”培育现场工程师模式 

2.3.3 教学方式 

（1）教法 

任务驱动教学法：以制作创新实训项目为总目标统领四大模块，每一模块每

一节均有子任务，做到节节有收获，并逐层次递进内容与提高难度，最终掌握所

需技能，提高专业素养。 

情境教学法：通过 VR 虚拟技术、线上展馆等方式引入岭南文化相关内容开

展课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后续 3Dmax 教学内容做好准备。 

启发式教学法：通过课前学生线上预习课程内容，对问题进行自主探究，课

中提出所未解决的问题，教师通过授课内容引导其逐步解决，课后拓展学习的过

程，提高学生课程参与度，弱化教师主导地位，持续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学法 

自主探究法：通过对课前预习、课后拓展等平台发布内容进行自主学习，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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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组合作法：3-4人一组，对发起的教学任务进行分配，并交流探讨，锻炼

学生辩证思维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 

2.3.4 教学资源   

对课程知识进行模块化组织和重构，选用国家规划教材作为参考，并配合企

业研发教材，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开放课程资源创建课程内容，使用优学院等平台

与数字资源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同时具备校内智慧教

室 2间，校内校外实践基地 2个。 

表 1  “教学资源与教学手段 

 

2.4 教学评价 

利用全过程评价，结合多元化评价，同时将思政评价有机融合于课程评价中，

贯穿每一模块、每一小节、每一环节，构建三维考核方式。最后构建知识与技能

掌握、情感及态度、期末考核三方面考核方式，具体分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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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融入思政评价的课程评价方法 

1) 知识与技能掌握：预习内容+平时作业（多主体）+期中（企业教师和课

程教师双评价）+模拟考证训练（企业教师和课程教师双评价），40%； 

2) 情感及态度：考勤率+在线学习（课件学习与拓展学习）+提交作业按时

度，线上参与讨论+课堂表现，占 30%； 

3) 期末考核：30%。 

全过程评价： 

 

图 5  课程内容模块对应思政评价方式及要点 

多元化评价： 

1) 评价内容系统性：实践课教学评价和理论课评价相结合，并根据不同难

度划分权重，使学生在不同方面都有被评的机会；每一项目成果，期中期末测试

考核结果； 

2) 评价主体多元化：机器评价、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企业教师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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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形式多维化：平台课件学习、考核测试结果、拓展资源的学习、参

与线上讨论、课堂参与积极度、1+X 考证和职业能力比赛考核效果图部分内容； 

4) 评价结果全面性：认知、情感态度、岗位要求的专业能力及素养。 

三、课程内容 

以岭南文化为本，构建三依托、四维度、八大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环环相

扣，逐层递进，有效浸润课程四大活动环节，助力育人目标达成。 

表 2：课程内容一览表 

 模块 具体内容 思政元素 学时 

 

 

 

 

 

 

岭 南 文

化 引 领

思 政 建

设  ，协

同育人  

 

政 治 正

确 

以 德 树

人 

三 全 育

人 

时 代 新

人 

 

 

模块一 

行业认知

和界面

操作 

1.了解 3Dmax在行业中地位，行

业发展趋势、效果图制作过程与

步骤； 

2.3Dmax界面操作与设置； 

3.岭南风格效果图赏析； 

4.通过讲解岭南文化中粤绣，绘

制图案元素，熟练 3Dmax界面相

关操作。 

 

 

家国情怀 

文化自信 

个人自信 

 

 

 

8学时 

 

模块二 

基础命令

操作 

 

1.掌握效果图制作规范和要点； 

2.利用 VR 虚拟技术等内容展现

立体化岭南家具和瓷器； 

3.通过对岭南风格家具和瓷器

的了解与学习，利用 3Dmax建模

方式创建对应模型，并制作匹配

的灯光及材质。 

 

 

标准意识 

匠人精神 

自我要求 

 

 

 

20学时 

 

 

模块三 

效果图制

作实训 

1.引入企业真实项目，进入施工

场地观摩其施工过程与工艺，利

用 VR 虚拟技术感受三维空间效

果； 

2.了解岭南建筑及室内风格特

点与现代化使用； 

3.利用所学知识临摹企业案例-

岭南风格居住空间设计效果图； 

4.利用所学知识临摹企业案例-

 

 

 

专业能力 

团队协作 

自我反省 

 

 

 

 

 

2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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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传统文化学堂  

 

 

模块四 

综合实训 

1.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岭南风格

的创新空间设计（企业项目）； 

2.职业技能大赛及 1+X室内设计

资格证书效果图部分制作要求

与难点，并进行模拟考试。 

 

专业素养 

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 

 

 

18学时 

                           共计 72学时 

 

四、教学活动与教学指导 

4.1教学整体与评价实施 

使用线上线下混合式启发式教学，“自、教、学、做、评、测、拓”六大步

骤完成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内容。 

图 6  完整教学实施流程 

将课程思政评价有效融入整个教学评价活动实施过程中，力求评价全面性，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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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完整教学评价实施流程（融入课程思政） 

 

4.2教学具体活动与评价实施 

以模块二项目 1 中的二维线建模-车削命令小节为例，展示教学具体活动实

施。 

 

图 7 车削小节在本课程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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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车削小节完整教学实施流程 

将课程思政评价有效融入本节课前课中课后教学评价活动实施过程中，力求

评价全面性，如下表： 

表 4： 车削小节教学评价实施流程（融入课程思政） 

 

五、应用效果与影响 

5.1学生学习效果 

从三维目标、岗课赛证、产教内容融合等维度，经过 3年建设，应用效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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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三维目标达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通过课堂实现线上线下混动式教学，优学院平台显示学生平均提升显著，知

识目标有效达成；通过课程测试，98%学生能较好掌握软件相关技能，能力目标

有效达成；通过思政融入，学生专业素养提高，职业认同度增加。 

 

 图 9：2022-2023（1）学期考试成绩-优学院平台 

5.1.2 订单班培养助力产教融，学生社会服务能力提升显著    

实施产教融合，推行了“订单式”培养，3年建设期间，共创建三个订单班

并顺利成功结课，如伊效果图制作订单班等；技术服务行业企业，产教融合进一

步深化，我校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教研室与广东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单位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共计 10余项，学生参与项目制作，实践能力提升显著。 

        

图 10：订单班培养及社会服务协议 

 5.1.3 岗课赛证有机融合，学生专业竞争力增强 

课中实施过程中注重“课程—证书—比赛—岗位”的相互渗透、相互衔接，

使授课内容契合岗位职业能力需求，培养出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本专业师生

近几年在各类专业竞赛中获奖 24项 130余人次，如在 2019--2021连续三年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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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信部举办的“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中获得奖项等；同时为 1+X室内

设计证书考试奠定基础，考证通过率达 98%以上；广东省挑战杯铜奖、校级创新

创业比赛取得金奖等；职业能力比赛荣获省级荣誉奖项 8余项。 

       

图 11：学生获奖部分证书 

5.2 社会影响 

5.2.1 教学内容及方法等受到学生好评，课程满意度提高 

经过问卷调查显示，89.5 学生对课程整体满意度较高，92.2 学生觉得课程

内容完善且适合，93.4学生对课程授课方式比较满意，课程整体情况良好，受到

学生一致好评。 如环艺 1901班学生评价：主讲老师带领我们在学中做，做中学，

切实提高了动手能力，教学效果好。 

     

课程整体满意度                课程内容完善度               课程授课方式满意度 

图 12：课程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 

5.2.2 企业评价良好，办学质量得到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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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问卷调查显示，近些年，95企业对于毕业生评价持续提高，效果图制

作方面认为该校学生专业基本技能较为扎实，踏实细心，可塑性极高。如广州

图派阿马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人员的评价学生：在经过学习进入到该公司

项目实践中获得客户好评，作品表现手法新颖独特，富有创意，学生的专业技

能较强，工作主动、认真。 

        
专业技能满意度                         工作态度满意度     

图 13：企业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 

5.2.3 产教融进一步深化，可借鉴性高 

本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是广东省装饰行业协会战略联盟理事单位。近些年，

我校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教研室已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盘

古装饰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建立实习等合作实训项目，建有校内外实训基地，同

时校企共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内容，参与具体教学任务，并探索企

业与教师双向互动实践制度，深入践行产教融合，助力专业技能人才培养。 

5.2.4 教学团队建设成效显著，引领专业建设发展 

校企深度融合资源共享，促进教师企业实践能力、教学水平的提升，最终提

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截至 2023 年 6 月，教学团队积极申报科研课题共计 33 余

项，其中省级或厅级 20 余项，校级 13 余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0 余项；发表

教材 12 余部；论文 40 余篇，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1 余项，发明专利 1 项；

省级和校级教学能力比赛奖项共计 10 余项，教师荣获优秀教师或表彰、称号等

20余项，其中广州工艺美术行业青年杰出人才 1项。 

http://www.baidu.com/link?url=SCZ3L6wD4h6dq2W7HhCCKAA2Mq61LOtKQRDvqHktSrfVtPX97r7Uif4RvytIwX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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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团队部分建设成果 

六、反思与改进措施 

6.1 课程特色与创新 

6.1.1课程建设凸显“三四八四”3Dmax 课程思政融入模式  

本着“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为引导、任务为驱动，以思政内容为素质要求”

的教学理念， 以岭南文化为本，构建三依托、四维度、八大思政元素融入课程，

环环相扣，逐层递进，有效浸润课程内外四大活动环节，助力育人目标达成。 

6.1.2 校企协同构建“3+3+2”培育现场工程师模式 

校企共建递进式课程三大实训模块、课程三大实践方式，结合 CBL教学模式

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依托两大参与项目方式，验证课程效果、完善课程

内容，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即现场工程师。 

6.1.3 全过程和多元评价相结合，融入思政评价，力求评价全面性 

利用全过程评价，结合多元化评价，同时将思政评价有机融合于课程评价中，

贯穿每一模块、每一小节、每一环节，构建三维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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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不足与改进 

课程思政挖掘不够，应深入践行思政教育，完善三全育人，并加强与企业 

之间的协作，共建、共育思政教育，同时更为及时的引进企业的新技术、新规范

等内容，力争做到“学以职用”，培养行业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七、课程团队 

本课程教学团队含有校内教师和校外企业人员共计 18 名成员组成，是一支

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布局合理、专兼结合、精干高效、相对稳定的高水平双师

素质师资团队。 

2.1职称结构 

 

其中：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 87%。 

2.2 年龄结构 

 
本课程是一支以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为主力、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教学

团队，有良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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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缘结构 

课程组专兼职教师分别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韩国东义大学、瑞士伯尔尼应用科技大学等的环境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家具设

计等对口专业，有博士 3 人、硕士 12 人，本科 3 人，具有良好的学历结构和学

缘结构，专业优势强。 

     教学团队在人才培养方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

知识、技术技能培养等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紧密联系产业群，融入新技术与

新要求；在教学方法方面，掌握多种教学方法，如项目式、模块化、混合式等新

教法；在技术融合方面，充分应用“互联网+”，融入人工智能、AI、VR等现代

技术。团队始终保持动态性和开放性，与企业建立良好密切的联系，人员双向流

动，及时吸纳新技术、新工艺、新科技、新理论，拓展新思路，并将其有效融入

教学中。采取以项目为引导、任务为驱动，以思政内容为素质要求”的教学理念，

“课证融通、学训一体、赛创同步、思政共育”的产学协同育人教学模式，实训

结合实践，培养学生职业素养、技术技能，实现高质量就业高素质培养。 

近些年来，教学团队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教学与科

研、实训基地、教材建设与研究、指导学生竞赛等方面均取得了不菲得成绩, 2019

年立项为校级品牌专业。截至 2023年 6月，教学团队积极申报科研课题共计 33

余项，其中省级或厅级 20 余项，校级 13 余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0 余项；发

表教材 12余部；论文 40余篇，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1余项，发明专利 1项；

省级和校级教学能力比赛奖项共计 10 余项，教师荣获优秀教师或表彰、称号等

20余项，其中广州工艺美术行业青年杰出人才 1项。 

八、课程平台支持服务 

优学院平台为公开课程平台，符合《中国互联网管理条例》等规定，获得国

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二级认证。平台运行安全稳定畅通，课程在线教学支持服务

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