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relDRAW 平面设计》课程标准

1.前言

1.1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主要任务是使学

生掌握矢量图形绘制、处理及图文排版的基础知识，结合Photoshop软

件制作进行图形制作和进一步学习其它图形软件打下基础。通过培养学

生运用矢量图形处理软件设计制作作品的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增强适应职业变化能力。  

1.2设计思路

按照“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的总体设计要求，该门

课程以培养学生应用计算机设计数字图形的能力为基本目标，彻底打破

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紧紧围铙工作任务完成的需求来选择和组织课程

内容，突出工作任务与知识的联系，让学生在职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掌

握知识，增强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的相关性，提高学生的就业

能力。

学习项目选取的基本依据是该门课程涉及的工作领域和工作任务范

围，但在具体设计过程中，以计算机类专业学生的就业为向导，根据行

业专家对计算机类专业所涵盖的的岗位群体进行的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

同时遵循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识规律，紧密集合职业资格证书中相关

考核内容，确定本课程的工作任务模块和课程内容。

为了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思想，使工作任务具体化，

产生具体的学习项目。其编排依据是该职业所特有的工作任务逻辑关系。

依据工作任务完成的需要、中等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职业能力形

成的规律，确定课程的知识、技能等内容。依据各学习项目的内容总量



以及在该课程中的地位分配各学习项目的课时数。学习程度用语主要使

用“了解”、“理解”、“能”、或“会”等用语来表述。

    本课程总课时为108学时。

2.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了解 CorelDRAW工作界面

2. 知道绘制几何形状及对象的基本编辑技巧

3. 知道绘制普通线条、艺术线条以及流程图和尺度线的编辑技巧

4. 理解对象、几何图形、曲线、路径和轮廓的区别 

5. 知道轮廓线和填充对象的各类填充方法

6. 了解对象编辑与辅助工具的使用

7. 了解组织和安排对象的使用

8. 了解文本处理方法

9. 了解应用交互式效果的使用

10.了解矢量图的特殊效果应用

11.知道编辑位图的方法和技巧

12.知道打印设置的方法

（2）技能目标

1. 会 CorelDRAW软件基础文件操作

2. 能利用绘图工具绘制简单及复杂的各类几何图形

3. 会曲线线条的控制和处理

4. 会用形状工具对图形、线条编辑路径，进行修饰、擦除、裁切

5. 能编辑轮廓、单色填充、渐变填充、图案填充、交互式工具填

充

6. 会用辅助工具、快捷键对对象进行快速编辑

7. 能学会排列菜单下的所有命令



8. 会段落文本的处理和使用，制作宣传页面、杂志

9. 会交互式工具里几个工具的使用

10.会透镜效果、风效果、浮雕效果、波纹效果等常用透镜的使用

11.会位图的导入与编辑方法，利用滤镜制作各类效果 

12.能独立完成图形打印输出

（3）情感态度目标

1. 巩固专业思想，熟悉职业规范和道德

2. 培养吃苦耐劳、锐意进取的敬业精神

3. 培养良好的自学能力和计划组织能力

4. 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和敢于创业的意识

5. 培养爱岗敬业、团结协作的职业精神

3.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目或模

块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课时

1
CorelDRAW

基础知识

了解 CorelDRAW的应

用领域、主要特点、

功能组成、基本术语。

 

理解 CorelDRAW的基

本操作界面。 

知道 CorelDRAW的菜

单中版面设置、视图

调整、浮动面板的控

制、辅助工具的设置。

 

会 CorelDRAW软件

基础文件操作
6



了解 CorelDRAW的菜

单基本操作。

2
绘制几何

图形

了解 CorelDRAW的直

线和曲线造型、绘制

几何形、对象的基本

编辑。 

会钢笔工具、交互式

连线工具、椭圆工具、

绘制基本形状。 

会利用钢笔工具、

交互式连线工具、

椭圆工具、绘制基

本形状绘制简单及

复杂的各类几何图

形

 12

3

绘制线条

和不规则

图形

理解直线和曲线造型、

绘制几何形、对象的

基本编辑，这三种具

体形式。

了解绘制普通线条、

艺术线条以及流程图

和尺度线的编辑技术

会直线、曲线、标

准形状的绘制，能

掌握绘图曲线的控

制和处理，对象的

基本编辑技术。

  12

4
编辑路径

与对象

能理解对象、几何图

形、曲线、路径和轮

廓的区别。

会使用“形状”工具

编辑路径的方法。

会修饰语调整路径的

方法。

会裁切与擦除对象的

方法。

能利用用形状工具

编辑路径，如何对

图形、线条进行修

饰、擦除、裁切等。

 12



5
轮廓与填

充

会编辑轮廓线与标准

填充的方法。

能使用渐变、图案与

纹理填充对象。

会交互式填充和网状

填充工具的用法。

能理解智能填充、滴

管和颜料桶工具的用

法。

能学会编辑轮廓、

单色填充、渐变填

充、图案填充；纹

理（材质）填充、

PostScropt 材质

填充、交互式填充

工具的使用。

  8

6

对象编辑

与辅助工

具

能快速变换对象。

理解复制、再制、多

重复制对象、删除对

象、撤销、重做、还

原与重复操作的方法。

会使用辅助工具

能学会选取、变换、

复制、再制、多重

复制、删除对象的

方法，利用撤销、

重做和恢复等命令

撤销、恢复或重新

执行前面的操作，

还学会网格、辅助

线等辅助工具的使

用方法。

 10

7
组织和安

排对象

会对齐、分布、排列

顺序、结合、拆分、

锁定对象、整形、导

入。

能利用排列菜单下

的所有命令进行编

辑

  8

8
输入和编

辑文本

会文本处理方法，学

会制作文本效果，段

落文本、特殊符号、

会段落文本的处理

和使用，制作宣传

页面、杂志

  10



平铺符号。

9
应用交互

式效果

能理解交互式调和工

具、交互式轮廓图工

具、交互式交形工具、

交互式封套工具、交

互式立体化工具的使

用

会交互式工具里几

个工具的使用
  8

10
矢量图的

特殊效果

能理解透镜效果、风

效果、浮雕效果、波

纹效果的区别

会几种常用透镜的

使用
  8

11 编辑位图

会位图编辑、位图的

颜色和色彩模式的修

改。

能对位图的添加滤镜

效果。

会位图的导入与编

辑方法，利用滤镜

制作各类效果

  8

12
打印和输

出图形

能在打印之前：设置

页面大小、选择版面

样式、制作标签、选

定页面背景、设置打

印机属性。

能独立完成图形打

印输出
  6

4.实施建议

4.1教材编写

（1）必须根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



（2）选取的项目或课题应将企业的实际应用和学校的实际有机结合，

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符合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认识规律的原

则。

（3）教材语言平实、图文并茂，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注重新科技、

新知识、新工艺、新方法的介绍，适度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学有

余力的学生留在进一步拓展知识能力的内容和空间

4.2教学方法

（1）本课程理论性强，涉及范围广，在教学中要充分运用学生已

有的数学、物理知识。要运用启发式教学与学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要有“讲”有“练”，要注意学生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

养。讲课中要注意发挥直观教具的作用及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

（2）教学过程中，要从高职教育的目标出发，把握好深广度，以

必须、够用为原则。

（3）教学过程中要贯彻安全用电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

4.3教学条件

本课程安排学生在计算机实训室等教学场所进行实训，本课程所用

软件对计算机硬件要求较高。

4.4课程资源

（1） 注重实验实训指导书和实验实训教材的开发和应用。

（2）加强常用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挂图、幻灯片、投影、录

像、视听光盘、多媒体课件等资源有利于创设生动形象的学习环境，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要加强这些加强常

用课程资源的开发，建立多课件课程资源数据库，实行资源共享。

    （3）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资源。电子书籍、电子期刊、传真软件、

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络等信息资源是教学从单一媒体向多媒体转变，也



使教学活动从信息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换转换，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

源，可使学生从单独学习向合作学习转变。

    （4）产学合作开发实验实训课程资源。利用本行业典型的生产企

业资源，进行产学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开发实验实训课程资源。

    （5）建立开放的实验实训基地。建立开放的实验实训基地，使职

业技能鉴定、实验实训、现场教学合一，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

要求。

4.5教学评价

本课程教学评价依据职业技能鉴定等级标准的原则性要求，采用过

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办法。

（1）对学生的评价应该落实课程标准的目标和理念。

（2）倡导评价的多主体性和评价方式的多样化，不仅要重视终结性

的评价，还要重视学习过程的评价。学生要参与学习过程的评价，可以

进行自我评价和学生之间的互评。

（3）教师要转变在学习评价中的裁判员角色，要成为学生学习的促

进者、合作者，学习评价的指导者，学习潜能的开发者。

5.其他说明

（1）本课程适用于中等职业教育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专业。

（2）本课标的课时分配是建议性的，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作相应

的调整，课程内容也可以作必要的调整或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