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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大学生家政课程与美育的结合

●徐书雨

　　

[摘要]在家政服务与管理课程中,存在学生出现“学而不习、知而不识、文而不化”的现象,暴露出传统教学模

式使得学生的学习体验差、自主性不强等问题.本课程构建“一线—两段—三机构”的教学模式,把侨乡地域

人文特色融入家政课程中,寻找侨乡的“文化基因”与“传统审美”,构建与传统美学、地域文化相融的教学模

式,实现对教育、科研、创作、社会服务资源的有效组织.本课程教学从内容导向转向学生体验导向,从教师

中心转向学生中心,真正将“以美育人、以美育德”落到实处,完成“知识—建构—能力养成—价值塑造”的进

阶式学习.

[关键词]家政服务;大学美育;课程融合;创新教育

随
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家政服务与管理作为一个新兴

的专业领域，在高等教育中逐渐受到重视。 现代服

务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服务缺口日渐增大，服务

业增加值不断增长，支柱产业的作用持续加强。 为适应对

产业人才的持续需求，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群一直定位

精准，以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为核心，与健康管理专

业、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组成专业群，为家政产业链中上游

输出高技术技能人才。 我校该专业群目前在校生达到３００
多人，打造了广东省南粤家政示范基地，该专业群是珠江西

岸一支高水平的家政类专业群，美育作为培养学生审美能力

和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日益成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本课题旨在探讨大学生家政服务与管理课程与美育的

结合，通过美育和课程融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家政服务与管理课程概述

(一)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定义与特点

近年来，在“一老一小”的背景下，随着经济内循环战

略开启与“南粤家政”工程的持续推进，家政服务需求日益

旺盛，产业逐渐向细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专业化家政

服务备受青睐，已成为家政产业持续发展的全新增长点。

为了满足家政产业发展需要，迫切需要大力培养能适应新业

态、满足美好生活向往、具备市场活力的高水平职业家政服

务人员。 在此背景下，家政服务专业群根据行业岗位需求

和职业生涯进行规划，结合中医药高职院校的特色，确立了

具有“中医药＋健康照护＋艺术审美”特色的专业群的人才

培养定位，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大健康”＋“美育”通识教

育和“互联网＋”信息素养并重的专业课程体系，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全生命周期大健康照护”和“艺术的人生观”为

导向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主要

研究营养学、护理学、心理学、美学、管理学等相关理论知

识，掌握家务料理、营养指导、人群护理等相关技能，旨在

培养具备家政服务与管理以及社会其他公共服务及管理工作

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二)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包括《管理学基础》《家庭服务与管理》《客户

关系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核心课程，以及《家庭营养

与保健》《家庭实务》《居家美化》《收纳与整理》等实践性

强的课程。

美育的概念与功能

(一)美育的定义

美育是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

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人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

的品格和美的素养的教育活动。

(二)美育的功能

美育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造

精神。 美育具有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完善品德的教育功

能。 美育可以促进学生身体健美发展，具有提高形体美的

健康性和艺术性价值。 美育有助于学生劳动观点的树立、

技能的形成，具有技术美学的价值。

大学生家政服务与管理课程与美育的结合

(一)结合的必要性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高等教育　　Gaodeng Jiaoyu

８２　　　　　 前卫 　２０２４．３３

(１)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现代家庭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日

益增长，对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将美育融入

家政服务与管理课程中，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满足

社会发展的需要。

(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家政服务与管理课程注重实践

能力的培养，而美育则注重审美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二者的结合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综合素质。“弘扬

美育精神，让青年一代身心健康成长”。 将“弘扬美育精

神”融入课堂教学，是将美育思想融入家政服务管理课程的

一次创新。

(二)结合的方式与途径

(１)课程内容融合。 在家政服务与管理课程中融入美育

元素，如家庭环境美化、家庭装饰艺术等，让学生在实践中

感受美的力量。

(２)教学方法创新。 采用情感体验法、创造发展法等美

育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亲身体验家政服务的魅力，激发学生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３)实践活动拓展。 组织学生参与家庭美化设计大赛、

家居环境改造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审美能力和

实践能力。

家政服务课程与美育结合的课程建设特色

(一)整合教学内容，构建“一线—两段—三机构”教学

模式

为了加强家政服务管理专业学生的美学素养，需要整合

以下资源。 第一，整合工艺美术史、艺术史、传统美学史、

侨乡美术史、侨乡名人史等历史资料；第二打卡侨乡非遗文

化基地；第三，参观江门美术馆和五邑华侨博物馆，开展

“沉浸式”美育艺术课堂。 整合以上资源，形成模块化教

学体系。 配套的辅助教学资源包括：在线微课视频、拓展

学习资料、课后实践活动、美术馆博物馆体验等。

实施“一线—两段—三机构”教学模式，在家政课程教

学中真正做到以美育人、以美育心、以美育德。

１．“一线”

“一线”是指挖掘侨乡特色美育，以形成侨乡名人“明

信片”文化为主线的教学情境，整合侨乡资源，传承侨乡文

化，以学院“翳辛医翳”美育社为载体，提升家政服务与管

理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将美育和家政教育进行深度融

合，培养侨乡文化的践行者；建立“侨乡名人课堂”，在课

堂中用好“侨胞故事”的活教材；借力“侨胞耀中华”项

目，挖掘侨乡名人，依托艺术鉴赏课堂——江门籍绘画大师

作品课程模块，构建具有侨乡特色审美鉴赏课程体系；开展

“侨乡名人课堂”“侨乡美术名家的艺术鉴赏”课程，整理

侨乡的美术大师的史料，在艺术鉴赏课程中加入江门籍绘画

大师作品的鉴赏。 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课中融入“侨乡非

物质文化遗产艺术鉴赏”，让学生深入了解侨乡文化。 例

如：侨乡国家级非遗项目“抬阁(芯子、铁枝、飘色)(台山

浮石色)”、江门新会的“蔡李佛拳”和“中药炮制技艺(新

会陈皮炮制技艺)”以及省级非遗(李锦记)蚝油制作技艺

等。 课程融入学校特色，加入侨乡的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

化，如杜阮凉瓜、外海面、台山虾酱、双水镇的小冈香等。

让家政类学生学习制作本人特色菜肴。 以上就是“一条主

线”内容。 即侨乡的名人文化、非物质文化等融入家政服

务与管理课程，对知识点进行重构，实施模块化教学，搭建

具有侨乡特色的艺术鉴赏课程体系。

２．“两段”

“两段”是指家政服务与管理课中“理论教学”、课后

“体验教学”的分段式教学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要遵循学

生认知规律，具体教学过程采用“两段”方式，即“理论教

学”和“体验教学”两个阶段。 遵循先理论后体验，由低阶

到高阶的原则。 其中“理论教学”侧重对学生进行知识教

育、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这四个维度；“实践教

育”侧重家政课程体系中融入学生美育实践、美育活动、美

育环境三个路径，将美育工作贯穿家政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

全过程，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融合发展之路。 理论教学

主要通过课前预习、课堂讲授、课外自主学习、课堂讨论、

课后练习等环节，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和理解，使其形成

系统的知识体系。 体验教学是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开设

“沉浸式”家政美育课堂。

３．“三机构”

“三机构”为学生提供美育平台，通过各类美育活动和

比赛的形式，推动师生间和学生间的协作与交流，通过小组

合作学习的形式共同完成教学任务。“三机构”分别是指

“石榴籽”少数民族一家亲辅导员美育工作室、“翳辛医

翳”美育社、“韵舞社”三个机构团体，包括２个美育类社

团及１个美育类工作室。 在教学过程中要预留足够的时间

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参加美育类社团及工作室开创的特色美

育品牌活动，如“侨乡”文化明信片设计大赛、“十二节气

与中草药”“侨乡文化”文创大赛、“侨乡非遗文化”文创大

赛、“手拉手，一起舞”同心共舞、民族共融等活动，通过

活动和比赛让学生感受江门“侨文化”。

探索家政与美育课程结合的途径

(一)探索造物美学与家政服务与管理课程的关系

传统家政服务与管理课程是告诉学生“如何做”，但是

不能让学生充分挖掘内在动力，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擅长

的方向，对未来的工作没有明确的规划。 本课程通过结合

美学和哲学中的造物文化向同学们介绍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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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美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造物史，我们的美学

都体现在小小的器物上。 让学生了解并欣赏远古时期灿烂

的陶瓷文化、夏商周时期神秘的青铜器文化、唐朝五彩斑斓

的唐三彩、宋代看似简练、实则极尽推敲的宋瓷、元代文明

世界的青花瓷，以及清代陶瓷工艺登峰造极的技艺陶瓷。

通过欣赏这些具有文化气息的器物，分析每个时代的造物观

和审美观来启发学生对美的思考，并深刻理解其关系和

内涵。

(二)探索美学与家政服务与管理教学融合途径

通过系统学习美学的基本原理、审美观念、美的本质

等，加深对美学与家政服务与管理之间的联系的理解。 将

美学理论应用于家政服务与管理实践中，如家居设计、家居

布置、家居清洁等，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实践技能。 通

过实际案例的分析，让学生了解如何将美学原理应用于家政

服务与管理中。 学生亲自动手，根据所学美学原理对实际

居住环境进行整理和优化，不仅学会了基本的整理技巧，还

学会了如何将美学原理应用于实际整理中。 通过实践，学

生能够根据房间的实际情况和居住者的需求，制定个性化的

整理方案，让整理效果更加符合居住者的期望。

(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实施体验式项目驱动

教学。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０BE)，遵循理实一体化原则，

采用“美育平台、优秀传统文化”线上线下体验式项目驱动

教学。 课程以职业规划基础知识为理论教学内容，以撰写

简历、模拟求职为实践内容，借助“线上教学资源平台、大

学生职业规划训练营、校内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三个教育

平台，完善“课前——任务探究、课中——项目教学、课

后——拓展应用”三个教学过程，在思考中实践，将理论教

学融入项目实践，以创业项目的孵化落地为目标，分步体验

创业全过程。 遵循理实一体化原则，更能让学生在理论学

习和实践操作中相辅相成，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

构。 这样一来，大学生们不仅能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论

知识，还能通过实际操作来加深理解和应用。 再加上“美

育平台、优秀传统文化”的线上线下体验式项目驱动教学，

让学生在艺术欣赏和创作中感受到美的力量，培养审美能

力；而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则能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

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心。 这样的教学模式，能让

大学生们在学习职业生涯规划的过程中，更加全面地发展自

己的能力和素质。

结束语

传统意义的家政服务课程以“事对事为主”，大学生对

未来工作的理解不深。 本课程将家政服务类课程与美育结

合，是提高学生内心世界的一次创新。 古人云“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教育所面对的首先是人的精神世界。

美育“艺术的人生观”，主张把“人生生活”当作一种“艺

术”看待，使之丰富、优美而有意义。 在具体的教学设计

过程中，使用物场、气场、心场来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

美培人，最终达到临在其美，知行合一。 在这一过程中，

美育的“以美育人”理念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欣赏美、

创造美的过程，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所在，从而更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职业

方向。 无论是家居布置、环境清洁还是衣物整理，美观和

舒适都是客户的重要需求。 一个具有良好审美能力的家政

服务员能够创造出更符合客户期望的家居环境。 在竞争激

烈的家政服务市场中，一个具备高审美水平的家政服务员更

容易脱颖而出。 他们能够为雇主提供更高质量的贴心、个

性化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口碑。

提高家政服务员的审美水平有助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

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家政服务的需求也在不

断增加，对服务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一个具备高审美

水平的家政服务员能够引领行业潮流，推动整个行业向更高

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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