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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

本次比赛内容选自《美容实用技术》，面膜养护技术，

共计 1 学时。整体教学设计是结合新时代“核心素养”的培

养要求，符合职业教育国家标准，课程内容符合职业技能等

级标准，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生

修为指导，心理健康疏导、职业生涯规划诱导的教学设计理

念融入于课程教学内容中。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服务学生的职业发展和终身学习，提高学生的核心素质和综

合能力。

二、教学设计

（一）课程定位：

所选内容为《美容实用技术》中的面膜养护技术，该部

分内容与医学美容技术专业结合紧密，符合我校医学美容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是医学美容技术专业学习

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形象，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培养

懂得美，创造美的高科技应用型美容人才，应对人们日益增

长的求美需要。

（二）学情分析：

知识基础：学生对美容实用技术中常见的化妆品和皮肤

的基本知识已熟练掌握，但对于面膜还缺乏了解和应用。

认知水平：思维方式以感性为主，逻辑思维能力不强，

缺乏主观创造性，对美容实用技术的重要性理解不深。

学习能力：动手能力较强，善于运用各种手段学习，但



自控能力较差，思维深度不够，缺乏持续学习动力。

（三）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面膜的定义、作用。

（2）简述根据面膜的材料、化学性质、功能、性状进行分

类及各种面膜的特性。

（3）了解各种面膜的适用人群，注意事项和禁忌。

2.能力目标：

（1）具备针对不同皮肤性质选择正确面膜并准确操作涂敷

面膜的基本能力。

（2）掌握常见软膜、硬膜的涂敷方法。

（3）能将常见面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3.情感目标：

（1）具备与顾客进行良好沟通的交际能力。

（2）正确认识美容专业，在学习和实践中树立牢固的专业

思想。

（3）养成细心耐心的良好品质和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爱

岗敬业的职业道德。

（4）具有团队合作意识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4）具有勤于思考的职业习惯，形成职业生涯发展基础和

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教学策略

（一）设计理念：

本课程设计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美容知识技能，提



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融入课程思政，发挥美容实用技术课程

价值引领的育人功能，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精神。

（二）教学方法分析：

本节课程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探究法、PBL

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联合使用。以问题导入新课，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在授课的过程中，我注重联系实际，适当列

举总所周知的事例，进而激发学生的共鸣。

（三）教学实施过程：

课前：通过钉钉平台，发布学习资料，明确学习要求，通过

钉钉实现师生、生生互动，促进思考，引导学习性投入，与

教学内容结合，提出具体要求。

课中：针对重点、难点指导学生开展学习。引用典型案例，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勤

勤恳恳，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课后：布置作业，检验学习效果，巩固所学内容。

四、教学实施效果

（一）学生思维能力增强：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观察、分析等方式，认识了面

膜的特点和作用。

（二）学生理解能力增强：

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学习面膜养护技术，扩宽了学生的

视野，对常见的美容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

（三）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

通过布置课后作业，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基于不同学生学



习情况，鼓励学生自我理解、自我解读，使他们的学习过程

成为一个主动的过程。

（四）学生学习效果和兴趣显著提高：

创设氛围，激起学生探索欲望，让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去学

习，为每一位同学的思考、探索、发现和创新提供了开放的

空间。

五、教学特色与创新：

1.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采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学生逐步掌握知识点。

3.通过任务驱动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学习过程中强调学

生主动参与，由学生自己确立目标，使用适当的学习资源。

4.整合教材、分类整理、比照分析，防止单调呆板等方法。

5.注意学生的个性差异的客观存在，因材施教，因人施教。

六、反思改进：

1.讲授新知识前，先建立相关知识体系。使学生有个立体的

感官认识，加强课程及相关专业课程的联系和引导。

2.应该更加完善细化专业知识，更加侧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

力，理论联系实际，线上联系线下，更好适应“互联网+”

时代的教育生态，学习效果会更好。

3.对照职业技能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统筹教学

组织与实施，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提高培养人才的灵活

性、适应性、针对性。

4.针对“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充分利

用课堂，注重学生学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