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案例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职业道德素养、红色文化、爱国主义的体现

授课章节：第一章 低碳设计概述（4 课时）

（1）绿色设计的产生

（2）绿色设计的概念

（3）绿色设计的简介

（4）绿色设计的方法

（5）绿色设计的范围

（6）绿色设计的意义

教学目的、要求：

（1）了解绿色设计（低碳设计）产生的背景、了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对设

计的影响、绿色设计的国内外研究进展与现状。发扬红色文化，明确大学生使

命担当和职业使命担当

（2）掌握绿色设计的概念与特点、绿色设计研究的主要内容；理解人类命

运共同体概念，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素养。

（3）了解各种绿色设计的方法。产品生命周期内优先考虑产品的环境属

性，除了考虑产品的性能、质量和成本外，还要考虑产品的回收和处理。同时

也要考虑到产品的经济性、功能性和审美等因素。

教学重点：

（1）了解当下低碳设计的现状与趋势、了解绿色设计的方法与程序。

（2）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素养。



教学难点：

（1）在低碳设计中“小就是美”、“少就是多”具有新的含义。

（2）如何将“红色精神”在低碳设计中传承。

（3）如何把低碳设计的理论与恰当的产品设计联系起来。

教学方法和手段：

（1）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辅以板书讲解；

（2）采用提问、案例分析、互动交流、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及过程

0.0 引言 本课程学习要求

1、讲授：课程要求、课程类型、先修课程、教学目的、教学重点、

考核方式、作业练习。

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课程导入（0.5 学时）

1、导入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在你心中谁是拯救地球的英雄？

2、案例：播放红色主题电影《长津湖》电影片段

思政融入

播放红色主题电影《长津
湖》电影片段，引发谁是
拯救地球的英雄思考。结
合当前“疫情”各种英雄
事迹，致敬平凡而伟大的
普通人（革命烈士、抗疫
英雄），激发学生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与
作为未来设计师应有的
职业道德素养。



3、引申：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革命烈士、抗疫英雄），激

发学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与作为未来设计师应有的职业

道德素养。

1.1 绿色设计的产生（0.3 学时）

1、导入问题：如今我们遇到了哪些生态危机？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
绿色设计的产生原因，结
合可持续发展观念，让同
学们明白在绿色设计理
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是
一脉相承的。激发同学们
责任担当。



2、案例：自然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严重 、人口增长迅速。
3、总结：人类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给自身生存环境造成
危机。家庭日常生活资源消耗的大幅度增加,不仅是由于人口的增
加，还由于人均物资消费量的增加,制造的大量垃圾也给生态环境
造成极大的破坏。 地球需要拯救！！
4、教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
5、总结：设计师转向从深层次上探索工业设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力图通过设计活动，在人——社会——环境之间建立起
一种协调发展的机制，这标志着工业设计发展的一次重大转变。
“绿色设计”的概念应运而生，成了当今工业设计发展的主要趋
势之一

1.2 绿色设计的概念（0.5 学时）

1、导入问题：什么是绿色设计？
2、重点案例：为乐色而生、“长虹杯”大学生比赛案例、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炬设计

、

3、教授：低碳设计的概念和基本思想、绿色设计的核心“3R”

4、案例：废旧零件再利用

5、教授：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绿色设计体系构建——王立端

借用中国特色低碳设计案
例，激发同学们爱国情怀
以及少年强则中国强的
奋斗目标。如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的火炬设计，分
析设计案例的同时将“奥
运精神”带出，明确指出
“奥运精神”是红色精神
在新时代传承，让同学们
对“红色文化”有正确的
认识。并与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的火炬设计对比，通
过“时隔 14 年”的火炬设
计对比展示传承与创新，
这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在设计中的体现与延申，
是“文化自信”和中华人
民的创新精神的体现。

借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



1.3 绿色设计的简介（0.5 学时）

1、教授：绿色设计产生的历史、设计师的初心和使命
2、案例：为真实世界而设计-维克多·巴巴纳克
3、案例：斯塔克为沙巴公司设计的电视机、有虫蛀或者建筑丢弃
木材设计
5、教授：简介绿色设计的内容
6、案例：美感线条容器
5、教授：简介绿色设计的设计方向

1.4 绿色设计的方法（0.5 学时）

1、教授：简介绿色设计的方法

2、重点案例：中国动车研发、赈灾送水车、废止再生一体机等

3、教授：绿色设计之环境的需求——环保的产品

4、案例：汽车的发展、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

5、教授：绿色设计之时代需求——简洁的产品

6、案例：芬兰设计大师卡伊·弗兰克说：“我不愿意为外形而设

计，我更愿意探究餐具的基本功能——用来做什么？我的设计理

念与其说是设计，不如说是基本想法。”

1.5 绿色设计的范围（0.5 学时）

1、导入：设计师具有多方面的产品设计知识

中国绿色设计体系构建》
案例，展现我国对绿色设
计的重视程度和高水平研
究能力，激发同学们爱国
情怀以及少年强则中国
强的奋斗目标。

借用中国特色低碳设计案
例，激发同学们爱国情怀
以及少年强则中国强的
奋斗目标。

借用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
案例，展现“中国梦”的
实现之路，激发同学们爱
国情怀以及未来接班人
的责任意识。



2、教授：绿色设计顺序——材料选择

3、案例：绿色建筑样板、西班牙泡泡形淡水工厂、法国绿屋顶中

学等

4、教授：除了在使用中需要考虑到绿色设计，我们还要关注产品

在使用之外的问题。

5、问题讨论：.感觉绿色设计怎么样？

1.6 绿色设计的意义（0.2 学时）
1、案例：《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和《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
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
2、背景介绍：2010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主题：绿色
发展与创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
2015 年，绿色发展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
丽中国。包含绿色生产和消费法律和政策导向····
3、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
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4、案例：清华美院工业设计系主任蔡军说绿色设计的话题非常重
要

1.7 课堂讨论与练习（1学时）

1、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下中国的绿色设计发生了哪些
变化？举例说明。

借用背景介绍，展示我国
近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是如何贯彻可持续发展观
的，激发同学们爱国情
怀，不忘初心的历史责任
感。并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

借用讨论，让同学们在生
活中去寻找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价值观下中国的绿色
设计发生了哪些变化，展
示我国产品设计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引
导下，在创造中让生活、
人以及环境，更加和谐。
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观。



2、问题：有没有非绿色产品设计以及你的修改建议（手绘故事版)

作业布置：

1、选择一种产品，分析其环境影响。

2、收集市场现有的安全材料，并对其进行再利用思考。同时分析

其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时间：1周，下周同时间课程作业演示汇报。

课后小结：

1、学生上课认真，课堂纪律良好，通过“课程导入的内容”在课
堂可以感受到学生对设计师的责任担当有一定启发。学生对绿色
设计概念、背景等理解较好。
2、绿色设计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内容和定义在不断地完
善过程中。对绿色设计的定义和内容，需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学术
最新状态，时刻保持灵敏度。绿色设计本身具有积极的设计理念
和“三观”，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学生有一定积极
影响。



3、讨论环节学生的参与度逐渐提升，互动时的效果较好。作业和
讨论方面积极热烈。

4、作业反馈：
（1）优点：作业内容完成度较好，能够理解绿色设计定义。
（2）主要问题：侧重于收集网络上的案例，缺乏对生活观察，
故事版的形式表达需要提高。



教学案例 2：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的体现

授课章节：第二讲 低碳设计基础（4 课时）

教学目的、要求：

（1）掌握产品全生命周期模型、绿色产品的内涵、绿色标志、绿色标

志的类型和特点，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2）掌握绿色设计术语和概念 LCA、绿色设计的方法、绿色设计原则。

以国有品牌华为、海尔的绿色产品设计理以及产品为案例，讲述两大公司利

用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法作为产品设计的基础理念并在世界该专业领域占有

一席之地，体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观。激发同学们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少年

强则国强”的学习激情。

教学重点：

（1）掌握产品全生命周期模型，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2）掌握绿色产品的内涵

（3）掌握绿色标志、绿色标志的类型和特点

教学难点：

（1）绿色设计术语和概念 LCA、绿色设计的方法、绿色设计原则、绿色设

计原则、绿色产品如何设计出来的。

（2）如何体现我国可持续发展观，激发同学们爱国主义情怀。

教学方法和手段：

1、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辅以板书讲解；

2、采用提问、案例分析、互动交流、小组讨论以及互评等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及过程

课程回顾：

1、问题导入：绿色设计是如何产生的？

2、归纳：绿色设计(Green Design)是 20 世纪 80 末出现的一股

国际设计潮流。绿色设计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科技文化所引起的

环境及生态破坏的反思，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师道德和社会责任心

的回归。

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2.1 产品生命周期和环境影响（0.5 学时）

1、问题导入：什么是摇篮？

2、归纳：摇篮包含很多内容，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解释，“江

西是红色的摇篮”，比如“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南昌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摇篮”，“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摇篮是

一切的开始，代表着希望。引出生命周期的概念。

3、讲授：产品全生命周期模型概念（重点）导入中国传统典籍《易

经》的哲学,“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产品环境影响的一般

模型。

4、案例：汽车对于环境影响的分析

2.2 绿色产品（0.5 学时）

1、讲授：绿色产品的含义
2、提问：从小到大你见过哪些绿色产品？有哪些变化？
3、案例：Dell Studio Hybrid、 Y Water、摩天农场
4、讲授：绿色产品的内涵（重点）
5、讲授：绿色产品的相对性、绿色产品的评价标准及认证

思政融入

将“摇篮”一词汇引出“江
西是红色的摇篮”，为学
生科普红色文化的同时，
增强同学们的文化自信。

引入中国传统典籍《易

经》的哲学,“万物周而

复始,生生不息”让学生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让同学们从生活中去感
受绿色产品，通过产品的
变化感受国家的变化。让
同学们珍惜当下。建立正
确“三观”。

https://www.so.com/link?m=bOm5dM/WhBcK1m9G/kKiaXEGSTZGrWDKv2oLoWDQwweC1q9ZKfO6XCq4Vr4j/71m7O2IiX3UMOkmu7k/dplwuB5xQn+NBub+qB31d8FmQPwQPpaTomHbEr/QmJAZWpofkPzLWvfgIsvlExvhq5gvShIR+cPoj4No1c9n3DhMaA5KzVCEteBJCpYBkn2DaIoTn1xVVQeCbErOm6k1l4BMhMInEYNd8O7P4sxxh3F803HzfdNE1L0kr9ZnUV7uAOpbFMfhLa+aYMNFlCCkT


2.3 绿色标志（0.5 学时）

1、教授：绿色标志制度
2、案例：各国绿色标志简介、中国环境标志图形（重点）
3、教授：各国环境标志实施概况

4、教授：绿色标志的类型和特点（重点）

5、案例：I型、Ⅱ型、Ⅲ型

6、教授：绿色标志的作用

2.4 绿色设计（1.5 学时）

1、教授：绿色设计的定义、“从摇篮到再现”或“从摇篮到摇篮”
(Cradle to Cradle,简称 C2C) 的设计。（重点）
2.案例：传统设计与绿色设计对比

3、教授：绿色设计术语和概念、LCA（难点）

5、教授：绿色设计的方法、绿色设计原则、绿色设计原则（难点）
6、案例：手袋和手提包等

7、教授：绿色产品设计方案评价的目的和准则（重点）

8、案例：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1984 年和 2016 年的绿色植被对比

9、教授：绿色产品设计方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流程的几个主要

阶段

10、案例 ：绿色设计之未来的需求——绿色产品(绿色产品如何

设计出来的——以“画影”电视机为例) （难点）

讨论：绿色产品如何设计出来的，以一新型电视机的设计为例

11、教授：未来绿色设计的要求——顺应世界发展，迈向绿色设

计时代

12、案例：绿色低碳创兴设计案例研究（华为、海尔）

通过新疆塔克拉玛干沙
漠 1984 年和 2016 年的绿
色植被对比图片，展示我
们国家对于绿色的重视，
展现中国力量，让同学们
领悟中国传统文化“愚公
移山”的精神，坚持就是
胜利的信念。

借用中国特色低碳设计
（华为、海尔）案例，展
现大国实力，激发同学们
爱国情怀以及少年强则
中国强的奋斗目标。



2.5 作业汇报与点评（1学时）

1、翻转课堂：学生报告，相互点评，教师点评。

作业布置：

1、利用手绘和“全生命周期”概念，介绍某个绿色产品的“一

生”，重点讲述它的“退役生活”。

1周，下周同时间课程作业演示汇报。

课后小结：

1、基本掌握产品全生命周期定义，能够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但是对三类的掌握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展开还不够深入。

2、学生上课认真，对绿色标志内容兴趣度较高。绿色产品设计方

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流程的几个主要阶段，通过新疆塔克拉玛

干沙漠 1984 年和 2016 年的绿色植被对比，相对接受度要高，类

似案例可以多去挖掘。

3、提问环节学生的参与度较好，互动时的效果较好。

4、作业反馈：
（1）优点：作业内容完成度较好，能够理解掌握产品全生命周
期。
（2）主要问题：收集产品对象过于简单，对不同类型的掌握产
品全生命周期还不够深入。





教学案例 3： 可持续发展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

授课章节：第五讲 可拆卸设计（4 课时）

教学目的、要求：

（1）理解产品易拆卸性是衡量产品易回收和易维修的重要指标

（2）掌握面向拆卸的设计概念、面向拆卸的设计特点

（3）了解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的区别、产品拆卸类型、拆卸方式与拆卸技术、

掌握面向拆卸设计的准则

（4）面向拆卸的设计实例(家具)分析，传承工匠精神、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教学重点：

（1）掌握面向拆卸的设计概念、面向拆卸的设计特点

（2）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的比较、产品拆卸类型、拆卸方式与拆卸技术、

面向拆卸设计的准则

（3）掌握拆装家具的基本概念 的基本概念，" 拆装 " 包括 " 拆卸 " 和

" 装配 " 两层含义 , 科学的组装是便捷拆卸的前提能够拆卸的产品必然是经

过有效合理的装配而构成的

教学难点：

（1）设计的标准化、通用化、模块化、简化零部件、标准规格的包装、易

于安装。

（2）" 模块化 " 设计、32mm 系统

（3）拆卸性能分析。

教学方法和手段：

1、以多媒体教学为主，（网络教学）。

2、采用提问、案例分析、互动交流、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及过程

课程回顾：

1、问题：下图设计运用了回收策略中的哪一种形式？

（继续利用：外形不同，功能相同）

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5.1 面向拆卸的设计概念（0.4 学时）

1、讲授：面向拆卸的设计概念（重点）、根据其追求目标侧重点
的不同，DFD 可以分为两类（重点）、
2、案例：面向产品回收、面向产品维修设计

5.2 影响产品可拆卸性的因素（0.1 学时）

1、教授：因素、影响及对策

5.3 面向生命周期的拆卸设计准则（0.5 学时）（重点）

1、教授：制造过程
2、案例：1.尽量减少连接件 2.尽量模块化设计

3、教授：包装运输过程

4、案例：1.尽量减少产品运输体积（中国设计——背包式微型农
用机）

思政融入

以背包式微型农用机为
案例，展示中国设计、是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的
具体体现。激励同学们要
有责任担当。以课程思政
为方法，提升了学生的设
计思维，同时也实现了价
值塑造的目标。



5、教授：使用过程
6、案例： 1.通过拆卸零部件可以重复利用

2.通过拆卸满足用户多种需求
3.通过拆卸可以便于产品维修

7、教授：回收过程
8、案例：零部件以及材料易于分离

5.4 面向拆卸的设计特点和内容（0.5 学时）

1 教授：面向拆卸的设计特点

2、案例：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的比较

1、教授：面向拆卸的设计内容

2、教授：产品拆卸类型

3、案例：可拆卸式集装箱活动房、火神山医院 10 天完成（中国

智慧、团结奉献精神）

5.5 可拆卸设计准则（0.5 学时）（难点）

1、 教授：明确拆卸对象

2、 案例：好孩子全塑婴儿车（中国设计、可持续发展观体现）

3、 教授：在结构上尽量简化设计，减小拆卸难

4、 案例 扁平化加剧

可拆卸式集装箱活动房、

火神山医院 10 天完成为

案例，展示中国力量，中

国智慧、以及团结奉献精

神，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普

通人。让在疫情中的被封

控的学生有信心、有希

望！

讲述好孩子全塑婴儿车
的可拆卸设计，展示中国
设计、是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观的具体体现。激励同
学们要有责任担当。



5、 教授：易于拆卸 、易于分离、产品结构的可预见性准则

6、 案例：十字总成件改造

7、 提问：两个被紧固件连接的零件的分离时间谁最快？

8、案例：面向拆卸的设计实例、各类机箱易拆卸设计技术分析

5.6 面向拆卸的设计实例(家具)（1 学时）

1、案例：拆卸家具的发展概述：中国燕几、中国蝶几、中国匡几（中

国智慧、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重点）

2、教授：拆装家具的基本概念 、拆装家具的特点（重点）

模块化设计概念（重点）、

3、案例：标准化设计（重点）、拆装家具的特点

4、教授：拆装家具的生态特征

5、案例：可拆卸的榫钉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难

点）

6、问题讨论：拆装家具认识上的问题

7 、案例欣赏（含视频）

借用中国燕几、中国蝶几、

中国匡几的典型拆卸家具

案例代表，展现中国智慧、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以榫卯结构为主题，列举多

个实例，展现中国智慧、工

匠精神，并展示当代拆卸家

具对榫卯结构的创新与传

承案例，鼓励同学们在设计

中、生活中要传承中国传统

文化，让它发扬光大，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以课程思政

为方法，提升了学生的设计

思维，同时也实现了价值塑

造的目标。



5.7 作业汇报与点评（1学时）

1、翻转课堂：学生报告，相互点评，教师点评。

作业布置：

拆卸一件日用产品，将拆卸过程详细拍摄并做成 PPT 演示，

同时分析其拆卸结构及性能，并对产品的拆卸类型和技术进行分

析。

1周，下周同时间课程作业演示汇报。

课后小结：

1、 能够理解产品易拆卸性是衡量产品易回收和易维修的重要指
标，掌握了面向生命周期的拆卸设计准则。对可拆卸的方式、方
法上还需要更多案例挖掘。
2、“榫钉结构”、“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大家兴趣
度高。以课程思政为方法，既宣扬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
化，又展现了也提升了学生的设计思维，同时也实现了价值塑造
的目标。
4、作业反馈：
（1）优点：作业内容完成度较好，动手能力强。为后期的再设
计做好充分了准备。
（2）主要问题：拆卸对象容易雷同或者过于简单，考虑下次以
小组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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