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微课教学设计

所 在 学 校 ：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所 属 专 业 ：

微 课 题 目 ：

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

荷花雕刻

课 程 名 称 ：

课 程 负 责 人 ：

食品雕刻

白利芳



课程思政微课教学设计

微课题目 荷花雕刻

课程名称 食品雕刻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授课班级 21 烹饪工艺与营养班 授课地点 冷拼雕刻实训室

所选教材 《食品雕刻与冷拼》，周毅、王俊光、周建龙主编

教学

内容

1. 荷花的象征意义

2. 荷花雕刻步骤

3. 荷花雕刻要点解析

学情

分析

1.授课对象：21 烹饪工艺与营养班二年级第一学期学生。

2.学习基础：已经学习了食品雕刻的基础知识，了解了几种常用的食

品雕刻刀工手法，但是操作不熟练。

3.学生特点：刚开始学习雕刻，对食品雕刻有一定兴趣，但是部分同

学存在畏难情绪，对于复杂的雕刻容易失去信心。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思政育人目标

1.了解荷花基础

知识及荷花的象

征意义；

2.熟悉荷花雕刻

的基本流程；

3.掌握荷花在烹

饪实践中的应

用。

1.掌握荷花雕刻基本技

法；

2.通过反复练习能在规

定时间内熟练完成荷花

的雕刻；

3.能自己创作出体现中

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荷花

雕刻组合作品。

1.养成规范、卫生、安

全操作的良好习惯；

2.逐步培养耐心、信心、

恒心、匠心，具备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3.传承中华传统食雕文

化，坚定文化自信。

教学

重难点

教学重点：荷花雕刻的基本技法

教学难点：去料、花瓣厚度的掌握

课程

思政

理念

在讲授荷花象征意义的过程中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坚定文化自信

等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在进行示范操作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雕刻

好一个作品必须有信心、耐心、恒心、匠心，要以追求“美”为原则，

精益求精，发扬工匠精神，使每一件雕刻作品都能成为一件“艺术品”，

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教学

方法
讲授法、直观演示法

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课程思政

导入

新课

播放荷花真实图片

播放上一届学生雕刻作品图片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通过观看上一届学

生雕刻作品，激发学生向

学长学姐学习的动力，树

立学生学习雕刻的信心。

知识

讲授

荷花的象征意义：

1. 高洁：周敦颐《爱莲说》中关于荷花的

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播

放“爱莲说”图片

2. 清廉：荷花即青莲，青莲与“清廉”谐

音，用以比喻为官清正廉明，播放“一路

清廉”的图片

3. 祥和：荷与“和”谐音，古代有以 2荷

花和飞燕构成“河清海晏图”，喻为天下太

平，播放“河清海晏”图片

4. 爱情：并蒂莲象征爱情的纯洁、缠绵，

播放“并蒂莲”图片

通过讲授荷花的象征意

义，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之美，同时为后面荷

花组合作品的创作提供

素材，培养学生从中国传

统文化中获取素材的能

力，树立传承中国传统食

雕文化的信心，坚定文化

自信。

教师

示范

操作

边操作边讲解，荷花雕刻步骤：选料-

打坯-刻五个斜面-刻第一层花瓣-去料-刻

第二层花瓣-去料-刻第三层花瓣-去料-刻

花蕊、莲蓬-修整定型

荷花雕刻重难点解析：花瓣上薄下厚，

去料上厚下薄，用刀位置要准确。

学生通过观摩教师雕刻

过程，进一步熟悉操作流

程，体会操作要领，明白

雕刻好的作品要有耐心、

恒心、匠心，养成规范、

卫生、安全操作的良好习



惯。

课程

小结

总结荷花雕刻要点，阐明食品雕刻是

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产品，蕴含着中华民

族的智慧，是“东方饮食艺术的明珠”。

雕一个作品不能只求过得去，而应以

“美”为准则，与其他工艺美术品一样，

它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的标准是没有极限

的。

要求学生每一个作品都

做到“精益求精”，在雕

刻学习过程中以“工匠精

神”为指引，认真雕好每

一个作品。

课后

拓展

课后以小组为单位，参考“爱莲说”、“一路清廉”、“河清海晏”、“并

蒂莲”等具有中国传统吉祥寓意的图片雕刻出荷花组合作品，并将其

应用于烹饪实践。

教学反思

1. 教学中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

课程评价的侧重点不仅仅是学生对技能本身的掌握，而是包括学生学习态

度、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等维度的核心素养提升。

2. 思政德育元素内容较为分散，缺少顶层设计

教学中教师结合荷花雕刻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德育元素，思政内容间关联性不

强，没有形成完善的课程思政体系。

在今后的课程建设及课堂教学中要不断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德育元素，并

对其进行顶层设计，使整个课程的思政德育元素完整串联，形成完善的课程思政

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