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了解岭南传统建筑的智慧，建立文化自信；学习工匠精 神

的实质，树立踏实肯干的职业精神； 品德教育与职业教育同时发展， 内容 相互

渗透，注重对学生团队、服务、钻研、创新精神培养。

了解岭南传统建筑的种类与历史文化特点；了解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种类、特

点与基本制作工艺。

能够掌握了解岭南传统建筑的种类与历史文化特点；能够掌握岭南传统建筑

技艺的种类、特点，实践操作基本制作工艺。

在设计中能够将岭南传统建筑的种类与历史文化特点进行运用，在传统建筑

的保护、修缮中有所运用；熟练掌握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种类、特点，在传 统

建筑保护与仿古建筑设计和现场施工管理中，对传统建筑技艺的施工进行 监

管。



学习情境

参与课程专

家

（名匠、大国

工匠、非遗传

承人）

教

学

单

元

课

时

64

学习内容

（具体工作

任务）

思政映射与融入

要 求

（基本职业能

力和关键能力）

成果及评价验收

方法

1、岭南传

统建筑技

艺概述

纪传英：国家

级传统建筑

营造传承人、

岭南传统建

筑名匠。

1 2
岭南传统建筑

的三大类型

文化自信：广州十三行的

辉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介绍

1.了解岭南传统

建筑中广府建筑、

潮汕建筑和客家

建筑。

2.了解岭南传统

建筑的构造特点。

3.了解岭南传统

建筑中所使用的7

中传统建筑装饰

技艺

1.课前预习效果的评

价

2.课堂配合积极程度

的表现，是否能够准

确的回答提问。

3.对建筑图例的描绘

是否准确，绘制是否

认真。

4.作业完成情况是否

认真。

2 2
岭南传统建筑

的特点

文化自信：岭南建筑的科

学性、防风、防潮、防震

。

3 2
岭南传统建筑

技艺的种类

岭南传统文化、技艺的保

护与传承

2、岭南传

统建筑技

艺—灰塑

邵成村：国家

级灰塑非遗

传承人、岭南

传统建筑名

匠。

4 2
1.灰塑历史 文化自信：灰塑的文化与

审美

1.了解灰塑的历

史发展。

2.了解和辨别灰

塑的种类及题材

特点

3.了解灰塑的材

料和制作流程

4.了解灰塑在建

筑中使用的载体

以及代表性建筑

的应用

1.做好提前预习的工

作，认真看老师分享

预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

极回答问题，提高参

与度。

3.配合课堂老师的互

动，积极完成老师布

置的课堂思考和课堂

作业。

4.认真完成作业

5 2

2.灰塑的特点

及种类

职业精神、职业规范：灰

塑的种类及其制作标准

6 2

灰塑的制作工

艺

劳动教育、工匠精神：练

就精专的技艺，学习经典

，传承经典。

7 2
灰塑的载体及

应用

职业道德、职业精神：以

建筑为中心两班工匠斗

艺

3、岭南传

统建筑技

艺—陶塑

何湛泉：省级

瓦脊陶塑非

遗传承人、岭

南传统建筑

名匠。

8 2 陶塑历史

文化自信：石湾陶塑在世

界的影响力

1.了解陶塑的历

史发展。

2.了解和辨别陶

塑的种类及题材

特点

3.了解陶塑的材

料和制作流程

4.了解陶塑在建

筑中使用的载体

以及代表性建筑

的应用

1.做好提前预习的工

作，认真看老师分享

预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

极回答问题，提高参

与度。

3.配合课堂老师的互

动，积极完成老师布

置的课堂思考和课堂

作业。

4.认真完成作业

9 2
陶塑的特点及

种类

职业精神、职业规范：陶

塑的种类及其制作标准

10 2
陶塑的制作工

艺

劳动教育、工匠精神、陶

文化的灿烂：练就精专的

技艺，泥、釉、火中的奥

秘。

11 2
陶塑的载体及

应用

职业道德、职业精神：陶

塑中的职业创造力、克服

技术困难的职业坚守。



4、岭南传

统建筑技

艺—木雕

肖楚明：国家

级潮州木雕

非遗传承人、

岭南传统建

筑名匠。

12 2
木雕的历史

劳动教育、职业精神：木

雕在源远流长中体现出

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与

勤劳。

1.了解木雕的历

史发展。

2.了解和辨别木

雕的种类及题材

特点

3.了解木雕的材

料和制作流程

4.了解木雕在建

筑中使用的载体

以及代表性建筑

的应用

1.做好提前预习的工

作，认真看老师分享

预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

极回答问题，提高参

与度。

3.配合课堂老师的互

动，积极完成老师布

置的课堂思考和课堂

作业。

4.认真完成作业

13 2

木雕的特点及

种类

职业精神、职业规范：木

雕的种类及其制作标准

14 2

木雕的制作工

艺

德技并修、育训结合：大

国工匠指导学生制作木

雕，体悟工匠精神。

15 2
木雕的载体及

应用

职业道德、职业精神：细

节处检验制作标准。

5、岭南传

统建筑技

艺—石雕

谢伟光：市级

石雕非遗传

承人、从事石

雕与石构件

修缮36年。

16 2 石雕的历史

文化自信：我国历代石雕

的精品赏析见证我国石

雕文化的兴盛。

1.了解石雕的历

史发展。

2.了解和辨别石

雕的种类及题材

特点

3.了解石雕的材

料和制作流程

4.了解石雕在建

筑中使用的载体

以及代表性建筑

的应用

1.做好提前预习的工

作，认真看老师分享

预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

极回答问题，提高参

与度。

3.配合课堂老师的互

动，积极完成老师布

置的课堂思考和课堂

作业。

4.认真完成作业

17 2
石雕的特点及

种类

职业精神、职业规范：石

雕的种类及其制作标准；

匠心与击石之艰。

18 2
石雕的制作工

艺

德技并修、育训结合：身

体力行、技艺合一、坚韧

而执着的职业精神。

19 2
石雕的载体及

应用

职业规范：在应用中检验

技能，在实践中提高技能

，规范操作。

6、岭南传

统建筑技

艺—砖雕

何世良：国家

级砖雕非遗

传承人、岭南

传统建筑名

匠、砖雕大国

工匠，广州市

劳动模范。

20 2
砖雕的历史

文化自信、职业精神：砖

雕反映出的门族精神；细

腻如丝的砖雕作品汇聚

岭南匠心。

1.了解砖雕的历

史发展。

2.了解和辨别砖

雕的种类及题材

特点

3.了解砖雕的材

料和制作流程

4.了解砖雕在建

筑中使用的载体

以及代表性建筑

的应用

1.做好提前预习的工

作，认真看老师分享

预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

极回答问题，提高参

与度。

3.配合课堂老师的互

动，积极完成老师布

置的课堂思考和课堂

作业。

4.认真完成作业

21 2

砖雕的特点及

种类

职业精神、职业规范：砖

雕的种类及其制作标准；

严谨、精专、持之以恒的

职业精神。

22 2

砖雕的制作工

艺

工匠精神、育训结合：大

国工匠何世良钻研恢复

岭南挂线砖雕；大师指导

学生砖雕实训。

23 2
砖雕的载体及

应用

职业规范、劳动教育：在

反复的制作中增强技能，

活不能离手。

7、岭南传

统建筑技

艺—嵌瓷

卢芝高：国家

级非遗嵌瓷

传承人、岭南

传统建筑名

匠、潮州市著

名画家。

24 2
嵌瓷的历史

文化自信、职业精神：中

华民族的创造力、变废为

宝的智慧。

1.了解嵌瓷的历

史发展。

2.了解和辨别嵌

瓷的种类及题材

特点

3.了解嵌瓷的材

料和制作流程

4.了解嵌瓷在建

筑中使用的以载

体及代表性建筑

的应用

1.做好提前预习的工

作，认真看老师分享

预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

极回答问题，提高参

与度。

3.配合课堂老师的互

动，积极完成老师布

置的课堂思考和课堂

作业。

4.认真完成作业

25 2
嵌瓷的特点及

种类

职业精神、职业规范：岗

位职责与职业精神战胜

职业伤疤。

26 2

嵌瓷的制作工

艺

工匠精神、育训结合：名

匠团队指导学生嵌瓷实

操，身体力行影响学生了

解何为工匠精神。

27 2
嵌瓷的载体及

应用

职业规范、劳动教育：技

艺技能的获得需要长期

持续的劳动与经验总结。



8、岭南传

统建筑技

艺—彩画

吴义庭：省级

非遗胪溪壁

画传承人、岭

南传统建筑

名匠、传统建

筑营建与修

缮正高职称。

28 2
彩画的历史

文化自信、职业精神：中

华民族的创造力、彩华背

后的民族智慧。

1.了解彩画的历

史发展。

2.了解和辨别彩

画的种类及题材

特点

3.了解彩画的材

料和制作流程

4.了解嵌瓷在建

筑中使用的以载

体及代表性建筑

的应用

1.做好提前预习的工

作，认真看老师分享

预习内容。

2.课上认真听讲，积

极回答问题，提高参

与度。

3.配合课堂老师的互

动，积极完成老师布

置的课堂思考和课堂

作业。

4.认真完成作业。

29 2

彩画的特点及

种类

职业精神、职业规范：绘

画功底训练胜过十年寒

窗苦；了解材料工具特性

，是技艺成功的关键。

30 2

彩画的制作工

艺

工匠精神、育训结合：在

制作与实践过程中克服

苦难，与名匠面对面学习

技艺，感受工匠精神的真

谛。

31 2
彩画的载体及

应用

职业规范、劳动教育：技

艺的娴熟与周而复始的

练习与总结息息相关，持

续坚持是最酷的。

总结 32 2 课程总结与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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