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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1 1-4 学时《产品形态设计方法》

一、教学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产品形态设计 授课教师 马永胜

授课班级 21 艺术设计 授课时数 4

授课时间 第 9周、第 10周 授课地点 7603

二、教学分析

教学内容

内容分析：产品形态设计方法是以形态设计方法为理论基础，重点

讲解仿生设计原理，并结合相关的实训项目，使学生熟悉产品设计

的方法和基本流程，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参考教材：《产品形态设计与实训》，21 世纪全国高职高专美术艺

术设计专业十三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左铁峰、舒伟等主编，辽宁

美术出版社，2020.8。

学情分析

本阶段理论内容为产品形态设计的方法，重点讲授仿生设计方法，

在前置课程《构成基础》中，学生已经学习了三大构成、形式美规

律的相关理论知识，便于学生理解本章节的理论知识。

三、教学目标确定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产品设计的基本流程；掌握产品形态设计的方法

和技巧；熟悉仿生设计原理

能力目标
具备产品形态设计的创新思维能力；能够合理规划设

计流程与周期；能够运用仿生设计方法设计产品形态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拓展学生知识的广度

和深度；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教学重点 产品形态设计的方法和技巧

教学难点 仿生设计的运用

四、教学策略

设计思路

1、情境导入：以一款典型性产品的使用视频创设学习情境，使学

生如见其形，从而唤起学生对产品形态设计方法的好奇心。

2、案例研究：针对不同的形态设计方法，选取相关的产品案例，

先以学生为中心，分组讨论，教师再总结分析案例，使学生更加清

晰地理解产品形态的设计方法和思路。

3、课程思政：结合绿色设计产品案例，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树

立绿色生活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价值取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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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流程

安排

五、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第一阶段

课程导入

以典型性产品的使用视频导入课程，唤

起学生对产品形态设计的好奇心，引出

问题—产品形态是如何设计的？从而

切入课程主题。

情景教学法

第二阶段

产品形态设计

方法

讲授产品语义、逆向思维、事物组合、

属性变异等设计方法，并结合相关的产

品案例，学生分组讨论，教师总结分析

该产品的材料、结构、色彩、设计方法

等内容。

讲授法、讨论法

第三阶段

产品形态

设计方法

情境创设 视频导入，引出课程主题

形态设计

方法

运用语义

逆向思维/求异思维

事物组合

属性变异

仿生设计

仿生设计

功能仿生

形态仿生

表面纹理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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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设计

项目

讲授仿生学，从功能、形态、表面纹理

三个维度，使学生深入理解仿生设计方

法，并布置课程作业—以鸡蛋为原型，

运用仿生设计法，设计产品。

讲授法

六、教学评价与反馈

1、学生核心理论知识得到增强

产品形态设计方法属于理论课程内容，通过理论教学，掌握产品形态设计的

方法和流程，从多个角度使学生正确理解设计的方法，拓展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

度。

2、学生自主学习和团队协作能力增强

在设计方法的讲解过程中，结合案例教学方式进行授课，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与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感知产品形态设计的多样性，从而促进自身学习的能力。

3、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增强

教师通过相关案例的引导，使学生感知不同产品造型下思维方式的多样性，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整体来说，学生的教学达成度较高，为下一步展开实训项目奠定基础。

七、教学反思

1、增加分层互助模式

本次授课对象是大二学生，学生的专业基础薄弱，部分后进生的理解能力偏

低，学习主动性不够明显，专注力差。因此，在今后的教学设计中，应尽可能地

体现分层互助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激励，为每个

学生创造整体发展的机会。

2、创设学生间的良性竞争氛围

在产品案例分析过程中，可以邀请主动性强和有思想的学生上台进行分享，

并引导其讲述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激发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提高班级的学习积

极性，活跃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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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2 5-8 学时《产品形态手绘表现》

一、教学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产品形态设计 授课教师 丁漩

授课班级 21 艺术设计 授课时数 4

授课时间 第 11周、第 12周 授课地点 3407

二、教学分析

教学内容

内容分析：本阶段实训内容以产品形态手绘表现为主，结合仿生

设计手法，绘制多种创意方案，并选择其中一个方案进行完善，

完成 A3 版面的产品手绘效果图。

参考教材：《产品形态设计与实训》，21 世纪全国高职高专美术艺

术设计专业十三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左铁峰、舒伟等主编，辽

宁美术出版社，2020.8；

学情分析

本阶段实训内容为产品形态的手绘表现，在前置课程《产品表现

技法 1》和《产品表现技法 2》中，学生已经学习了产品手绘技法，

这为本节实训课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实训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理解产品设计草图的绘制技巧；熟悉头脑风暴的过

程；掌握产品效果图的绘制方法

能力目标
具备快速表现产品设计手绘方案的能力；能够紧贴创

意主题，快速绘制产品设计方案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分析的能力；树立学生团队协作

的精神；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紧贴创意主题，快速绘制多种创意方案

教学难点 结合设计主题，绘制 A3 版面的产品手绘效果图

实训准备

类型 名称及数量

设备

（仪器）
实物展台、智慧黑板

用具 直尺、曲线板、材质板、圆规、自动卷笔刀等

耗材
A3 纸、辉柏嘉 399、499 黑色彩铅、霹雳马白色彩铅、

高光笔、马克笔等

四、实训教学策略

设计思路
1、自主学习:学生在前置课程中已学习手绘表现技法，因此，在

方案绘制过程中，需要学生自主学习，巩固手绘技法，在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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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结构、色彩等方面达到理想效果。

2、头脑风暴:学生以设计主题为出发点，开展头脑风暴，在不考

虑实用性、可行性因素下，在短时间内输出尽可能多的想法。教

师引导学生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选取有用的素材作为学生的设

计灵感。

3、作品展示:学生根据自己的设计方案，完成产品手绘效果图，

以集体展示的方式，先以学生为主体，进行生生互评，最后教师

对学生作品进行总结分析，提出问题所在以及学习目标。

实训流程安

排

五、实训实施过程

实训环节 实训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第一阶段

设计主题分

析

依据课程实训题目，分析讲解主题内容和实

训要求。
讲授法

第二阶段

头脑风暴
教师作为主持人，引导每位学生尽量不考虑

实用性、可行性等因素，在短时间内输出尽
激励法

产品形态

手绘表现

设计主题分析

作品展示

生生互评

教师评价

手绘效果

图绘制

草图方案

线稿绘制

马克笔上色

完善方案

头脑风暴 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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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多的想法，发散学生思维。

第三阶段

手绘效果图

绘制

学生根据创意想法，在设计草图中选择一个

方案进行完善，并在 A3 纸上绘制产品手绘

效果图。

直观演示法、自主

学习法

第四阶段

作品展示
学生集体展示自己的手绘作品，并互相评价，

教师进行分析总结。
讨论法

六、教学评价与反馈

1、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

在手绘效果图的绘制中，学生需巩固已学技能，这就要求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探究技法，表达出符合产品性质的理想效果，从而促进自身学习的能力。

2、发散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教师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发散学生思维，使学生快速输出设计方案，激发

创新思维能力，并结合资料整理，锻炼学生的合作能力。

整体来说，达到了基本的教学效果，为下一步展开实训项目奠定基础。

七、教学反思

1、融合企业项目展开教学

本次实训项目与企业相脱离，未实现真正的产品设计转化。可以考虑在下一

次实训中，结合企业的项目，加强校企合作，实现多样化、灵活化的合作培养模

式，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

2、合理的把控课程时间

本次实训课程，前松后紧，在头脑风暴阶段，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导致后面

的课程时间较紧。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加强时间观念，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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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3 9-12 学时《产品形态三维建模》

一、教学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产品形态设计 授课教师 袁子凡

授课班级 21 艺术设计 授课时数 4

授课时间 第 13周、第 14周 授课地点 5209

二、教学分析

教学内容

内容分析：本节课通过给大家演示一个蛋壳暖手宝的制作过程，让

同学们正确掌握建模的正逆向思维，并能使用此类方法来制作出更

多的仿生创意作品。同时，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们能够进一步

认识到三维建模在产品设计表现中的重要性。

参考教材：《产品形态设计与实训》，21 世纪全国高职高专美术艺

术设计专业十三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左铁峰、舒伟等主编，辽宁

美术出版社，2020.8；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熟悉基础的 Rhino(犀牛)工具及简单的建模思路，但缺乏

从绘制草图到创建模型的完整实训过程

三、实训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 Rhino(犀牛)的建模思路

能力目标 仿生实体模型的创建及渲染，3d 打印前处理

素质目标 将创意转化为实体

教学重点
1.如何观察三维原型及重现模型结构的思路；

2.绘制草图到创建模型的完整流程。

教学难点
1.CV 曲线绘制产品造型截面，曲线控制点的精确调整；

2.曲面偏移，布尔分割等操作命令。

实训准备

类型 名称及数量

设备

（仪器）
多媒体、计算机、相机

用具 游标卡尺、三维软件 Rhino(犀牛)

耗材 铅笔、稿纸

四、实训教学策略

设计思路

1、情境导入：用一款或者多款仿生产品的建模视频创设学习情境，

使学生身临其境，从而唤起学生对学习三维建模的兴趣。

2、案例研究：选取蛋壳形态的暖手宝产品，先以学生为中心，分

组讨论，教师再总结分析案例，使学生更加清晰地理解产品建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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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思路。

3、课程思政：结合仿生设计产品案例，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树

立绿色生活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价值取

向。

实训流程

安排

1、概念设计与草图绘制；

2、模型主体的创建与调整；

4、细部刻画；

5、模型打印前处理。

五、实训实施过程

实训环节 实训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第一阶段

概念设计与草图

绘制

根据图纸，分析产品的内外双壳结构，

主体由两大部分组成。
讲授法、讨论法

第二阶段

模型主体的创建

与调整

根据草图，绘制出内外壳的轮廓线，并

使用旋转成型命令创建内外壳体，并调

整比例及大小；切割外壳形态。

示范法、实践法

第三阶段

细部刻画
给实体添加眼睛和鼻子等五官内容，并

刻画产品细部表情。
示范法、实践法

第四阶段

模型打印前处理

对模型做打印前的处理，包括圆角及实

体检测等内容，使用渲染模式或者导入

渲染软件查看效果。

示范法、实践法

六、教学评价与反馈

1、学生核心理论知识得到增强

三维建模属于实训课程内容，通过实训教学，掌握产品建模的方法和流程，

从多个角度使学生正确理解建模的方法，拓展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2、学生自主学习和团队协作能力增强

在建模方法的讲解过程中，结合案例教学方式进行授课，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与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感知产品建模的乐趣，从而促进自身学习的能力。

3、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增强

教师通过相关案例的引导，使学生感知不同产品造型下建模思维和方式的多

样性，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9

七、教学反思

1、根据学生基础制定教学目标

Rhino(犀牛)软件本身具有比较大的复杂性，功能相对繁杂多样，不利于学

生理解和记忆。另外，三维建模带有非常强的抽象性，需要学生拥有一定的立体

学基础。所以，在今后的教学设计中，需要根据学生的基础制定教学目标。

2、增强实践教学

Rhino(犀牛)建模是一门操作性较强的课程，需要学生们反复实践练习，以

便更好地掌握软件中的各种命令。但在目前的教学操作中，学生的实践机会还稍

显不足。因此，应该进一步增强实践教学，让学生投入到实际案例中，从实践中

发现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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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4 13-16 学时《产品形态 3D打印》

一、教学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产品形态设计 授课教师 刘彦如

授课班级 21 艺术设计 授课时数 4

授课时间 第 15周、第 16周 授课地点 3101

二、教学分析

教学内容

内容分析：产品形态设计课程中融入 3D 打印技术，使学生熟悉基

本的产品设计流程，通过实物强化和巩固学生对形态的认识，并将

设计落到实处。

参考教材：《产品形态设计与实训》，21 世纪全国高职高专美术艺

术设计专业十三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左铁峰、舒伟等主编，辽宁

美术出版社，2020.8。

学情分析

本阶段实训内容为产品形态模型的打印的方法，重点学习如何

将三维模型打印成实物，通过前期课程的学习，学生自己设计并生

成了产品形态的三维模型。

三、实训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常见 3D 打印机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三维模

型到实物产品呈现的整个工艺流程

能力目标
掌握切片软件 Cura 使用方法；3D 打印机的使用方

法及参数设置。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协作精神；

教学重点 1.产品从犀牛模型到实物打印的整个工艺流程

教学难点
1.切片软件 Cura 的使用方法；

2.3D 打印机的使用方法及参数设置。

实训准备

类型 名称及数量

设备

（仪器）

三维打印机 15 台、电脑 5台

用具
SD 卡 15 张 、镊子 10 把 、小铲子 10 把、 尖口

钳 10 把、手套 10 副

耗材 PLA 材料 15 卷

四、实训教学策略

设计思路
1. 创设情境，初步感知

通过列举生活中 3D 打印的运用，让学生初步的了解 3D 打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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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如今生活产生的影响，从而引发学生对 3D 打印的兴趣和思考。

2. 过程示范，清晰认识

通过实际打印过程的示范，让学生对 3D 打印有清晰的认识，

并熟系 Cure 软件和 3D 打印机的操作流程。

3. 合作实操，巩固技能

分小组进行实操，巩固操作流程，并学会分工合作，互帮互助。

4. 总结评价，加深理解

实物展示，各小组互评，互相学习，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升学生

对形态的认识。

实训流程

安排

1.讲授不同类型打印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各自优缺点

2.切片软件 Cura 的使用以及主要参数的功能

3.将 三维模型载入打印机

3.使用基本功能 、启动程序

4.打印

5.移除模型

6.维护

五、实训实施过程

实训环节 实训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第一阶段

实训准备

1.设备介绍：实训室设备的基本情况

2.安全教育：机电安全教育，防止受伤或损坏设备

3.分组：两人一组，机器轮换

讲授法

第二阶段

实操演示

1.使用上一阶段所得的犀牛模型演示切片软件

Cura 的使用；

2.将切片好的模型导入 3D 打印机，详细讲解操作

过程。

示范法

第三阶段

学生实操
2 人一组进行实操，操作过程中观察打印机的运

行，若出现故障及时解决
练习法

第四阶段

成果互评
将所有打印成果同时展示，学生互评，教师点评，

每个人拍照存档，撰写实训总结报告。
讨论法

六、教学评价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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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3D 打印的实训让学生实际操作切片软件和打印机，更充分的了解了打印机

的使用，对于产品设计的流程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学生展现了对 3D 打印极大的好奇，积极性很高

3、加深了学生对于产品形态的认识

通过实物的打印，学生能切实感受自己设计的产品形态，形态的优缺点变得

更具象。

整体来说，学生的教学达成度较高，为下一门课程奠定了基础。

七、教学反思

1.教学方法和形式需更加多样化

成果互评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很难调动，互评的方式可以更加多样化，融入

游戏环节，除了巩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还要更深每一步地去挖掘游戏可以如何

培养学生的形态感觉、合作精神、大局观等。

2、创设学生间的良性竞争氛围

在互评过程中，增加投票环节，选出最受欢迎的产品，可以邀请作品优秀的

学生上台进行分享，并引导其讲述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激发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

提高班级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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