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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云南民居“一颗印”文化课程教学案例，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充分发挥教师课程育人的主体作用，大力推动以

课程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

素和德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课程教学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人格塑造相统一。

2 云南民居“一颗印”文化课程的思政教学
价值

生活在昆明附近乡村中的彝族，其住房多采用合院式

建筑。从外观和平面来看，都像一枚方形的印章，因此称

之为“一颗印”建筑。“一颗印”民居的优点是独门独院、

保暖、防风、抗震、防火、防盗、美观、舒适，便于农村

的生产和生活。云南“一颗印”与客家围龙屋、北京四合院、

陕西的洞、广西的“杆栏式”并列一起，被中外建筑学界

称之为中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 [1]。

作为云南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一颗印”民居既

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又能体现政治、经济、科学、

技术、哲学、审美观念等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同时还可

满足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方面

的要求。“一颗印”民居演变与发展的过程既是云南本土

文化与汉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云南本土建筑技

术逐步走向成熟，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

“一颗印”建筑既美观又实用，能够保暖、防风、抗

震、防火防盗，体现了设计和建造的科学精神。而能够建

造起如此精妙的民居，体现了设计师和建造者的工匠精神。

同时，因为这种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美感以及体现的彝族独

特审美，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培育学生的审美观念，

培养健康情趣，提高审美趣味，增强学生审美判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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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中华美育精神。而学习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使学生了解到中华民族所创造的

独特且精彩的灿烂文化，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而学习

和了解“一颗印”民居的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则可使学生意

识到在文化多样性下的民族交流、融合与各民族共同发展繁

荣，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能促进民族的进步、发展

与繁荣，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繁荣。能使学生正确认识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创新性

地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2]。

3 云南民居“一颗印”文化课程的教学实施
过程

3.1 巧设问题，导入新课
提问学生“一颗印”这个建筑名称的来历，引出教学

内容。播放有关“一颗印”民居的图片 PPT，吸引学生的学

习兴趣，并提问：这样设计和建造的好处是什么？通过“一

颗印”建筑的实用和审美双重功用，引导学生思考建筑设计

所包含的科学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后回到生活实践中

来，服务于生活实践。

3.2 庖丁解牛，步步深入
引起同学们对“一颗印”建筑的赞赏和惊叹之情后，

结合课本讨论，进一步感悟云南民族的智慧，认识到群众的

力量，体会和学习设计师和建造者的工匠精神。并播放《手

把手教你画建筑史图——云南一颗印平立面图》，增强同学

的感受。

然后，请同学们思考问题：“一颗印”建筑作为中国

五大特色民居建筑是如何发展演变成现在的模样的呢？由

“一颗印”建筑的现实情况自然过渡到它的演变与发展过程，

意识到文化多样性下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促进各民族民居文

化共同发展繁荣，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能促进民族

的进步、发展与繁荣。

3.3 分组讨论，合作探究
结合课本，让同学们分小组讨论：“一颗印”建筑的

文化意蕴。“一颗印”建筑除了它的实用与审美功能以外，

还是各民族精神交流、精神寄托的重要场所，是他们表达自

己文化观念的载体、传承文化意识的重要符号。学习其中蕴

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认识到中

华民族所创造的独特灿烂的文化，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

3.4 思维拓展，举一反三
请同学自由发言：以某一传统民居为例，谈谈民居文

化的传承与变迁。从传承与变迁中可以看出，世界是不断在

发展的，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因此我们必须坚

持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坚持与时俱进，培养创新精神。在

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中，让学生认识到该如何做，提高自己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3]。

3.5 课后探究，加深印象
布置作业：结合“一颗印”传统民居，谈谈你如何理

解“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音乐和歌曲沉默的时候，建筑仍

在歌唱”？通过作业加深对课程的理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养和审美素养，实现课程目标特别是思政目标。

4 云南民居“一颗印”文化课程的教学效果

立足专业知识，挖掘课程思政结合点。过去的教学重

视对专业知识点以及专业技能的学习与考核，经过重新设计

课程标准和教学方案，在确保专业知识讲授的同时，充分挖

掘“思政”内涵，将专业知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理念

信念等内容与专业知识点对应，深度充分讨论设计教学方

案。任课教师梳理专业知识点，将知识点可以代入的思政内

容梳理出来；重新撰写课程标准与考核标准，确定专业课程

的授课大纲；最后任课教师在授课环节，将思想政治教育“润

物细无声”地融入课程教育的各方面，将理想信念层面的精

神指引融入到对学生的知识传授中。

达成了教学目标特别是思政目标。结合彝族“一颗印”

式建筑。同学们学习到了民族民居文化的发展历程、特点、

内涵、多重价值，从中体会到了科学精神、工匠精神，提高

了文化素养和审美素养，增强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提升

了民族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播撒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

国梦的种子。寓教于乐，课堂气氛活跃，师生互动良好，真

正做到了既是在乐中教，也是在教中学。

5 结语

课程思政背景下云南民居“一颗印”文化课程的教学

研究，大力推动了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程教学改革，对其

他文化课程开展思政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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