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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Flash动画设计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而思政课是一门理论课。这就需要我们深刻挖掘动画设计课程的思政元素将其融入到本课程的教学

环节中，使学生操作技能得到训练的同时也陶冶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操，从而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型技术

人才。通过挖掘二维动画技术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元素，结合学生特点和教学目标，以“制作升国旗

动画”这一案例为教学任务，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法，使学生不仅学会相关操作技能，

还科普了相关升国旗知识，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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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ours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Lid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Flash animation design cours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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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practical course, whil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a theoretical course. This requires us 
to deeply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animation design course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teaching links of the course, so that students can be trained in operational skills and also 
cultivate their ideological and moral sentiments, thus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ed technical talents. 
By exploring the “curriculum thinking and politics” elements in the ani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combining the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taking the case of “making flag-raising 
animation” as the teaching task, and using the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throughout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students not only learn the relevant operation skills, but also populariz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also popularized relevant national flag raising knowledge and cultivated students’ pa-
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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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实施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1]。“课程思政”是以间接、内隐的方式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有机地融入教学过程[2]。这就要求教师深刻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其融入教

学中，以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本节课选自人民邮电出版社数字艺术类规划教材《Flash CS6 中文版基础

教程》第七章“基本动画的制作”中的第二节“动画的创建”。传统补间动画是制作 Flash 动画使用很频

繁的一种动画，也是制作起来比较简单的一种动画，而形状补间动画是较为复杂的一种动画。结合学生

的知识基础、心理特征以及学习特征选择“制作升国旗动画”这一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将分散的知识

点和操作技能融合在案例中，在学习案例的过程中，循序渐进，使学生通过实际操作理解传统补间动画

和形状补间动画的制作原理，掌握传统补间动画和形状补间动画的操作技能。同时通过普及升国旗相关

的一系列知识，加强学生的爱国情感，也使学生明白，使用 Flash 还可以普及很多正能量。 

2. 学生分析 

2.1. 知识基础 

学生在学习本节内容前已经掌握了基本图形的绘制、视图菜单下网格命令的使用方法、元件、库面

板、图层以及逐帧动画的基本知识。本节课在此基础上学习传统补间动画和形状补间动画。 

2.2. 心理特征 

一部分学生的自信心不足，在教学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多动脑思考，多动手操作。当学生取得进步

时及时表扬和鼓励，从而增加学生学习的成就感与自信心。 

2.3. 学习特征 

大专生对操作技能类课程有一定的兴趣，专科生的学习情绪化比较强，对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学习积

极性较高，对枯燥的内容学习效率较低。在教学过程中，要紧密联系学生生活，筛选学生感兴趣的教学

案例，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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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目标 

每节课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目标，是基于对每节课专业知识点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挖掘情况

而定的。从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进行描述，要对目标达成的层次进行分级和描述[3]。 
1) 知识与技能：了解形状补间动画与传统补间动画的概念；掌握形状补间动画与传统补间动画的制

作方法和特点。 
2) 过程与方法：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既贴近学生生活，学生又感兴趣的教学案例“升国旗动画的制

作”。通过播放视频、创设升国旗情境、抛出任务、教师演示、学生操作等过程，使学生在任务驱动下

巩固旧知，学习新知，陶冶情操。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4. 教学重难点 

4.1. 教学重点 

1) 形状补间动画的制作方法。 
2) 传统补间动画的制作方法。 

4.2. 教学难点 

形状补间动画的制作方法。 

5. 教学过程 

5.1.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首先播放国庆升国旗视频，由此引发学生思考有关国旗、国歌的一系列问题。 
教师：我国的国歌是什么？你在什么场合听到过？ 
学生：我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升国旗的时候听到过。 
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代表什么呢？旗帜为什么是红色的？五颗星有什

么特征(颜色、位置)？(展示实物让学生观察) 
学生讨论(从学生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有些知识还是稍微有些匮乏，教师及时给予补充讲解，并号召

学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热爱伟大的祖国，缅怀革命烈士，珍惜当下。) 
教师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

爱护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

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

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4]。 
教师：你能使用 Flash 制作升国旗动画吗？对你来说哪部分有困难呢？我们这节课的任务时就是使用

Flash 制作升国旗动画。 
【设计意图】创设升国旗情境，观看视频后提出有关国旗的一系列问题，激发学生的爱国情，使学

生对升国旗有更深刻的理解。再抛出本节课的任务，让学生在任务驱动下巩固旧知，学习新知。 

5.2. 巩固旧知 

5.2.1. 旗帜的绘制 
教师：这么神圣的五星红旗，你能用 Flash CS6 工具箱中的工具将它画出来吗？关于国旗的画法你了

解多少呢？想一想在绘制标准的国旗前，我们需要了解哪些知识？(培养学生遇到问题——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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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学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旗帜的尺寸、五星的尺寸、五星的坐标。(五星的坐标是很多学生忽略的问题，教师通过展示

实物，引导学生关注标准旗帜中五星的位置也是很有讲究的。) 
教师：国旗的通用尺寸有五种，天安门广场上悬挂的国旗是个特例，长 5 米，宽 3.3 米，旗杆 32.6

米，是全国升降的国旗中最大的。这节课我们就来做一个关于模拟天安门广场上悬挂的国旗升起的动画。

绘制国旗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旗法》中国旗的画法。(进一步说明国旗的画法是非常讲究的，不可盲

目勾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五星红旗的位置与画法如下： 
甲、为便于确定五星之位置，先将旗面对分为四个相等的长方形，将左上方之长方形上下划分为十

等分，左右划分为十五等分。 
乙、大五角星的中心点，在该长方形上五下五、左五右十之处。其画法为：以此点为圆心，以三等

分为半径作一圆。在此圆周上，定出五个等距离的点，其一点须位于圆之正上方。然后将此五点中各相

隔的两点相联，使各成一直线。此五直线所构成之外轮廓线，即为所需大五角星。五星之一个角尖正向

上方。 
丙、四颗小五角星的中心点，第一点在该长方形上二下八、左十右五之处，第二点在该长方形上四

下六、左十二右三之处，第三点在该长方形上七下三、左十二右三之处，第四点在该长方形上九下一、

左十右五之处，其画法为：以以上四点为圆心，各以一等分为半径，分别作四个圆。在每个圆上定出五

个等距离的点，其中均须各有一点位于大五角星中心点与以上四个圆心的各联结线上。然后用构成大五

角星的同样方法，构成小五角星。以四颗小五角星均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请同学们认真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国旗的画法，在纸上绘制出旗帜。注意自己的纸张

的尺寸，想一想应当将国旗等比例缩小多少倍绘制比较合适？(动手画之前提出一两个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避免学生凭感觉主观盲目地作图。) 
学生：在纸上借助标尺和圆规绘制旗帜。 
教师：请同学们借助 Flash 软件绘制旗帜，想一想绘制国旗我们需要使用哪些工具、菜单和命令？(进

一步巩固所学工具、菜单和命令的功能。) 
学生：使用视图菜单下的网格和标尺命令将其等分，椭圆工具绘制圆形，多角星形工具绘制五边形

和五星。 
教师：绘制旗帜我们需要绘制一个矩形和五颗星，等分、绘制圆、绘制五边形的目的是什么？将旗

面对分为四个相等的长方形，将左上方之长方形上下划分为十等分，左右划分为十五等分，需要计算几

次？使用几次网格命令？想一想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计算一次、使用一次网格命令，既能快速的划分四

等分又能快速的将右上角划分为 15 × 10 等分？(绘制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学生死记硬背步骤，多问几个为

什么，使其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从而能够灵活地运用 Flash 相关的各个技能。) 
学生：等分、绘制圆的目的是为了准确的找到五颗星的中心点，等分、绘制圆、绘制五边形的目的

是为了绘制标准的五角星。将旗面对分为四个相等的长方形，将左上方之长方形上下划分为十等分，左

右划分为十五等分可以一步到位，将整个旗帜用网格划分为 30 × 20 等分，再用标尺划分为四等分。 
教师：Flash 软件舞台最大是 2880 像素 × 2880 像素，也就是 288.99 厘米 × 288.99 厘米，想一想将

它缩小多少倍比较合适？缩小后，旗帜的尺寸是多少？旗杆的尺寸是多少？ 
学生：考虑到旗杆的高度，至少缩小 100 倍，旗帜长 5 厘米、高 3.3 厘米，旗杆高 32.6 厘米。 
教师：打开 Flash 软件，新建文档，我们会发现舞台的属性面板下，尺寸单位默认为像素。怎么创建

我们想要的尺寸呢？有哪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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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像素换算为厘米，或者点击文档属性修改单位为厘米、毫米。 
教师：请同学们根据要求通过计算将旗帜等分，想一想每个网格的宽度和高度怎么计算？ 
学生：旗帜宽度和高度分别为 5 厘米和 3.3 厘米，将整个旗帜等分、那每个网格的宽度为 5 除以 30

约等于 0.167 厘米，高度为 3.3 除以 20 约等于 0.167 厘米。Flash 每个网格的宽度和高度只能保留两位小

数，必须四舍五入，不能将旗帜等分。 
教师：由于四舍五入太多，误差太大我们无法将旗帜等分，想一想有没有好的方法减小误差，尽可

能的等分？(让学生自主探究，遇到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学生有想法，就让其大胆地去实践，再遇见问

题，继续鼓励学生想办法解决。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以主动的姿态获得知识的同

时，综合实践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5]) 
学生：将单位改成更小单位，会减小误差。 
教师：动手修改更小单位，观察是否能等分？ 
学生：尝试修改单位。(经历了一次失败，想办法又将其解决后，可以发现学生非常有成就感。) 
教师：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将单位改小为毫米或像素，误差减小，就能等分了。接下来同学们继续完

善。绘制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 
学生： 
问题 1 绘制圆时圆环不能很好地贴紧网格。 
问题 2 绘制五星时，五星的边缘不受控制，总是跳出圆环，或者在圆环内部，不能紧贴圆环。 
问题 3 使用任意变形工具旋转小五角星时总是不能使其对准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教师：大家遇到的属于一类问题，不能贴紧网格、不能贴紧圆环、不能对准中心。现在大家打开视

图菜单下的贴紧命令，试着去设置不同的贴紧命令，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三分钟后找同学回答你是如何

解决的三不能问题以及总结各项贴紧命令有何不同作用。(学生在做练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及时给予指导

答疑的同时，要注意大多数学生遇到的问题以及表现突出的学生，鼓励其说出自己遇到的问题，并使另

外少数表现突出的学生帮助大多数学生解答遇到的问题。相对于学生差异问题直接解决的各种方法措施，

互助学习能够能够取得更好的问题解决效果。[6]由此不仅解决了学生遇到的问题，还为学生树立了学习

的榜样，也使得受到表扬的学生学习积极性更高，这样也能营造学生互助的良好班级学习氛围。) 
学生： 
问题 1 绘制圆时圆环不能很好地贴紧网格。解决方法——将视图菜单下——贴紧——贴紧至网格打

开。 
问题 2 绘制五星时，五星的边缘不受控制，总是跳出圆环，或者在圆环内部，不能紧贴圆环。解决

方法——将视图菜单下——贴紧——贴紧至对象打开。 
问题 3 使用任意变形工具旋转小五角星时总是不能使其对准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解决方法——将视

图菜单下——贴紧下的所有贴紧命令都关闭。 
【设计意图】参照国旗法绘图，不仅使学生不再盲目的绘制国旗，还使学生更加明了五星与国旗的

位置及含义。通过传统方式在纸上绘图与 Flash 软件绘图对比，使学生发现使用 Flash 软件中的工具绘图

更加简洁、标准。此教学环节是以问题为导向，尽心设置一连串的问题，使学生三思而后行，避免以往

的盲目作图，培养学生多思考的习惯以及严谨的科学态度。合理的课堂提问能够驱动教学，启发学生的

思维逐渐延伸[7]。 

5.2.2. 国旗杆与国旗杆基座的绘制 
教师：请同学们接下来绘制国旗杆和国旗杆基座，国旗杆基座是由什么组成的？代表什么含义？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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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动手画一画。 
学生：绘制国旗杆和国旗杆基座(从学生的回答和绘制可以看出，国旗基座寓意深刻，却少有人了解，

借此机会给予普及，从而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教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国旗杆基座，大家绘制的国旗杆基座基本都是两个矩形，这两个矩形具体

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只简单绘制出了国旗杆基座的花岗岩石带。其实国旗杆基座颇有讲究，共分为三层：

内层四周是高 80 厘米的汉白玉栏杆，东西两边各有 2 米宽的出入通道；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 2 米多宽的

赭色花岗岩带，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 5 米宽的绿化带，四季常青，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

欣向荣。国旗基座四周是用 56 个黄色铜墩连成的护栏，象征 56 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4]。
同学们课下可以以旗杆基座为主题，制作有关旗杆基座的科普视频。此外，同学们还可以添加国旗手升

旗动作、敬礼、蓝天、白云等素材丰富动画。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旗杆基座的实物图，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从而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国旗杆基

座的组成部分及其含义，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此外这部分内容还根据学生特点进行因材施教，大部

分同学能够完成学习目标，小部分操作能力强的同学，使其开拓思维加入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元素。 

5.3. 讲授新知，教师演练，突破重难点 

5.3.1. 使用传统补间动画制作国旗徐徐上升效果 
教师：同学们仔细观察国旗升起时都有哪些动态效果？(播放天安门前升国旗视频)(通过观察使学生

明确传统补间动画和形状补间动画具备的一些基本功能。) 
学生：徐徐上升、随风飘扬。 
教师：徐徐上升的效果怎么制作呢？首先来认识下什么是传统补间动画，在第一帧和最后一帧绘制

形状，在两个关键帧的任意一处鼠标右键创建传统补间动画，就能实现第一帧的形状发生位移，慢慢移

向最后一帧。根据这一原理制作国旗徐徐上升的效果。(通过边演示边讲解的方式突破本节课的教学重点。) 
学生：制作国旗徐徐上升的效果，探究传统补间动画的其他功能。 
教师总结：由下到上升旗效果。在旗帜所在图层合适的帧位置插入关键帧，创建传统补间动画(开始

帧在旗杆底部结束帧在旗杆顶部)。此外，我们还可以运用传统补间动画还可以制作大小、颜色、透明度

以及旋转等改变的动画。 
【设计意图】使用现实生活当中升国旗的视频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讲解与演练使学生学会传

统补间动画的操作方法与技能。 

5.3.2. 使用补间形状动画制作国旗随风飘扬效果 
教师：接下来需要实现国旗随风飘动的效果，同学们仔细观察当国旗在随风飘动时，它的什么在发

生改变？ 
学生：当国旗在随风飘动时，它的形状在发生改变。 
教师：我们来了解下形状补间动画，顾名思义形状补间动画主要用于发生形变的动画。 
教师演示：首先我们需要将旗帜转换为“图形”元件。双击旗帜实例，进入旗帜实例的编辑舞台，

使用任意变形工具的扭曲模式，改变旗帜的形状，制作出随风飘动的形状。其次，插入关键帧，使用同

样的方法将旗帜制作成随风飘动的不同形状。最后在两个关键帧的任意一处鼠标右键，创建补间形状。

需要注意的是补间形状适用的对象是散件，必须将两个关键帧上的图形打散才能给其添加形状补间。(通
过边演示边讲解的方式突破本节课的教学难点。) 

学生使用补间形状动画制作国旗随风飘扬效果并探究补间形状动画的其他功能。 
挑选一位在练习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学生进行演示，并指导点评。(学生在练习重难点操作技能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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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除了帮助学生解答疑问，还要注意观察大多数学生不熟练或者遇到的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挑选一位

进行演练，在演练过程中再次发现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和点评。这样就可以再次巩固重难点，使学生都

能更好地掌握重难点。) 
教师总结：形状补间动画主要用于发生形变的动画。即两个关键帧形状、大小或者颜色发生变化，

从而产生动态效果。天安门广场每次升旗的时间根据太阳升起的时间确定为两分零七秒，请同学们结合

帧率，想一想，算一算，插入多少帧才能模拟出天安门广场升旗的效果。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学生会发现国旗随风飘动实质是形状在发生改变，这就给制作国旗随风飘

动的效果打开了思路。通过讲解与演练使学生学会形状补间动画的操作方法与技能。 

5.4. 总结拓展 

5.4.1. 使国旗停在国旗杆顶 
教师：同学们测试动画，观察国旗是否能停在国旗杆顶？通过测试我们发现动画是自动循环播放的。

我们可以通过动作脚本解决这一问题，动作脚本属于第 10 章的内容。动作脚本可以将变量、函数、属性

和方法组成一个整体，控制对象产生各种动画效果，动作面板可以用于组织动作脚本，可以从动作列表

中选择语句，也可以自行编辑语句[8]。在国旗时间轴的最后一帧使用动作面板(F9)添加动作语句“stop()；”
就能使国旗停在国旗杆顶。 

学生：为国旗添加动作脚本。 

5.4.2. 导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教师：将国歌导入到库面板——从库面板拖拽到舞台。探究音频的四种同步格式有什么不同？(通过

课堂观察发现学生对四种同步格式是非常好奇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尝试。这时候不妨让学生自主探究

总结，不仅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而且还培养了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 
学生探究后得出结论： 
同步格式默认为事件模式——会产生混响的效果(动画开始播放音乐也开始播放、动画重新开始音乐

继续播放的同时又开始重新播放)。 
开始模式——第一个音频播放完，才开始第二个。 
停止模式——取消播放。 
数据流模式——和动画的开始到结束帧同步，动画开始、音乐也开始；动画停止、音乐也停止。 
设计意图：动作脚本属于第 10 章的内容，使用 stop 动作脚本语句使国旗停止，使学生对动作脚本的

功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音频是第九章的内容，本次课通过让学生实践音频的四

种同步格式，初步的了解音频的导入方法及四种同步格式都有什么功能。国歌响起，国旗随风飘扬，整

个完整的动画更容易振奋人心，增加学生学习的成就感。 

6. 结束语 

通过挖掘动画设计课程中“补间动画”这一教学内容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结合学生特点，

将“制作升国旗动画”这一案例融入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多动脑思考、多动嘴表达、多动手操练，不

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很好的掌握了补间动画的相关操作技能，还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操，

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本节课还有不足之处，本节课安排两课时的时间，前面巩

固旧知花费的时间较多，导致后面讲解时间有些紧迫。经斟酌认为可以先带领学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中五星红旗画法，再出示能够反映五星位置和画法的一张带有坐标的图片，这样不仅有助于

学生读懂五星红旗的位置与画法，还更容易上手去画。在很多课程当中，有些问题，文字搭配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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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段视频更能让人一目了然，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去理解。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句话在提醒教师，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学识，这样才配称为人师，才能

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才称得上模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说“我们希望

有信仰的人来讲信仰，有道德的人来讲道德，让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教师不仅承担着教书的

责任，也秉承着育人的义务。实现“课程思政”的首要任务是转变专业教师的育人观念，“课程思政”

是一种教育理念，每位教师都要树立“育人”的理念[9]。对于实践操作性强的学科，教师不仅仅要教会

学生相关知识与技能，还要努力挖掘课程中隐含的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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