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非遗融入 三师融通 双创融合”培养高职艺术设计类人才

的探索与实践

一、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培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和活态传承非遗的复合创新型

艺术设计人才，是推进《关于实施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增

强文化强国和设计创新发展的新时代需求。

本成果立足荆楚非遗文化特色，在湖北高职院校率先提出并实施

“尊楚艺•崇匠心•重传承”的教育理念，围绕复合创新型艺术设计人

才培养目标，从能力重塑到创新融合再到服务落地，逐步探索解决困

扰人才培养教学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从逆推设计到动态组合再到平

台转化，系统构建了教学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从动态互融到逐级聚

焦再到商品转化，解决非遗特色人才培养中的系统化设计问题，优化

了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复合创新型高职艺术设计类人才

培养的创新经验，具体举措如下：

（一）在探索人才培养的路径过程中，成果主要解决三个关键

教学问题：

1.在内涵建设层面，立足全球化发展背景结合数字文化创意校中

厂，构建非遗传统文化创新型艺术设计类人才知识体系和系统设计方

法，并使之成为非遗、设计、文化和生活创新的推动者，解决了非遗

融入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中的传习困难问题。

2.在教学方法层面，引领学生将“非遗与设计”融合，深度学习

非遗项目和生活实用中的设计知识，改变传统单一的艺术设计专业与

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形成非遗特色资源下融合式的创新服务学习系统，



解决了非遗特色内容知识体系与核心素养能力重塑的问题。

3.在实践创新层面，围绕“三师执教”、“非遗双创”的有效融合，

搭建综合服务平台，从资源整合、平台建设和“商品化”实践等综合

角度为学生营建双创融合的实践生态系统，解决了非遗创新、创业指

导、项目孵化的支持服务落地问题。

（二）成果将“非遗育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非遗

融入、三师融通、双创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办法：

1.重构非遗融入的课程体系，实现传艺创商的深度融合

基于商品化成果的逆推设计，逐级分解，外层构建了四类非遗项

目化课程，结合四类设计主题，梯次渐进在“文化认同、整体设计”，

“体验创新、生活实用”，“综合实战、跨界创新”，“创造转换、高效

统筹”对学生综合素养展开立体多维的培育；内层构建了五类非遗专

题的项目化课程，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将非遗传承、艺术设计、

创新创业、商品转化在内层融入、中层融合、外层融通，形成非遗特

色的课程体系。

2.实施三师执教的协同机制，实现三师融通的非遗活态传习

立足校内外工作室平台，依托非遗项目化课程，针对学生校内外

实践、校内外技能竞赛、项目成果展示、衍生产品研发、商品化销售

五类成果实施学分银行制度，搭建校内教师、双创导师、非遗大师“三

师融通”的立交桥，实现活态传承、资源共享、工学交替；推行校、

企、行、传“四方评价”的综合评测机制，为学生营造弹性化、个性

化学习与成长空间。

3.搭建“全设计”综合服务平台，实现非遗双创的有效融合

整合湖北省非遗行业、协会、校内工作室等资源，共同搭建具有

商业综合服务设计功能的校内外一体化实践平台，形成活态传承、设

计赋能、商品创新的实践路径，为非遗融入双创教育中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解决办法。



2014 年以来，通过 8 年的探索实践，成果取得了显著的人才培

养成效，形成了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2020 年学校荣获“非遗教育

特色学校”为湖北省高职院校首家，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4项，2021

年牵头成立湖北省职业院校“非遗项目工作组”，2020 年成立湖北省

美业职教集团，助力了湖北省教育厅、人社厅“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建设。

非遗特色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课程系统图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重构非遗课程体系，解决非遗系统化融入的设计与实践问

题

1.课程体系的设计方法

（1）逆推设计非遗课程体系，形成传艺创商闭环融合

以逆推设计，外层构建四类非遗项目化实践课程，整合专业关联

不同领域，突破形制、材料、空间等条件的限制，有机融入课程实现

艺术设计专业内的融通，形成逐级渐进主题式课程结构；中层构建三

类工作室为主的课程服务平台体系，成为衔接内外层非遗项目化课程

的纽带，持续为非遗传承、艺术设计、创新创业、商品转化提供动力

支持；内层构建了传统文化元素设计、传统手工艺实践等五类专题项

目化课程，将 26门专业课程融入其中，针对性提升学生的文化综合

素养、实践动手技能、职业专创能力，形成了内层融入、中层融合、

外层融通的课程体系。

2.教学模式改革的实施方法

（1）基于地域传统手工艺项目的现象式教学与实践

该教学深入地域性传统手工艺项目环境之中，通过模块化的课程

设计，凝练项目的文化特质、传承历史、产品原料、生产与制作等整

个过程，给予多种可能性与创造性的文创设计，提高学生思辨、发现、

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强化基于传统文化认同感的整体设计意

识。



非遗手工艺项目的现象式教学图

（2）基于写生采风的手工艺体验与创新教学实践

写生采风的手工艺体验与创新教学图

该教学开展传统手工艺 PBL 项目式学习，在写生采风情景中开展



田野调查、基础的手工艺实践，生活环境和问题的解决能力培养，完

成一项或多项预期产品，形成最终解决性方案，完成生活实用设计的

实践教学。

（3）基于“商品化”非遗项目的“STEAM”课程实践

该教学有机融合“商品化”非遗项目与非遗“STEAM”课程，从

掌握非遗纹样图案特点，运用民艺理论与传统手工艺方式呈现解决方

案中所涉及的工程学原理装置，完成非遗手工艺产品制作，摄制新媒

体作品并展示汇报，完善与改进后通过校内外“湖科广告”、“楚源”

文化 IP展示和销售。

商品化非遗项目的“STEAM”课程图

（二）实施三师执教动态组合，完善时效性评价导向机制

以非遗融入项目贯穿为主线，形成了“校企互通、专兼结合、动

态组合”的三师团队，打通了共生共长、三师融通的育人通道，指导



并依据市场化非遗行业标准，推行三师共同参与“四方评价”的时效

性综合评测机制；开放式三师融通实践场所，为教师提供现代化、个

性化研发与传习空间，针对学生五类成果进一步实施学分银行制度，

实行三师动态组合与双向选择机制，指导学生课内外学习成果转化，

从传习、研发、创新三个方面构建三师融通综合服务体系提升教学品

质。

三师融通综合服务体系图

（三）搭建“金字塔型”综合服务平台，解决非遗与双创教育

有机融合问题

平台以代表性非遗项目融汇贯穿，生活化非遗项目传习熏陶，商

品化非遗项目提质赋能，其中塔基层破解固定领域内专业技能培养的

局限性；塔中层逆推设计情景化教学实践项目；塔尖层聚焦，多专业、

多方向、多学科交叉融通，解决非遗与双创教育有机融合问题。



“金字塔型”人才培养综合服务平台图

三、成果的创新点

（一）课程体系非遗融入、双创融合的创新

根据非遗生活化和艺术设计多学科融合发展趋势，将传统的人才

培养知识体系从艺术设计拓展到传习、体验、服务设计、生活创新等

多个方面，构建了面向非遗传统文化创新型艺术设计类人才知识体系

和系统设计方法，将艺术设计从工具层面提升到非遗传统文化与生活

化社会服务设计的重要创新，通过实践发展将传统文化与非遗育人贯

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

提供文创源泉，提升产品价值，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提供驱动力，破解

了非遗、双创以及专业教育之间缺乏衔接关联不够难题，产生了融合

发展的合力效应。

（二）三师执教动态互融、四方评价的创新



三师执教打破师资传统技艺匮乏局限，形成开放多元、跨界组合

的体系结构，通过四类非遗项目化课程教学实践，整合关联了不同领

域的师资，实现了艺术设计专业内的融通，形成三师共同参与、动态

组合的“四方评价”综合评测机制、学习成果转换的学分银行机制，

提供了双向自由选择办法，指导学生课内外学习成果的进一步转化。

对标行业企业产品标准，逆推设计课程内容，实现作品到商品的服务

设计与实践，强化艺术与科学、创新与传承、设计与实践、多元与全

球化社会发展。

（三）育人平台道技融通、逐级聚焦、商品转化的创新

金字塔型育人平台由七个实践创新平台组成，通过三阶递进的平

台体系，分年级、分需求、分类型培养学生，全面覆盖。形成行业联

动、院部协同、校企参与、三师助力的跨界创新合作优势，扩宽了三

师育人通道、提升了三师育人研发能力、建立了三师育人共同体，加

强了三师资源协作，将资源链、传习链、产业链、创新链贯连衔接，

有效提升专创成效，搭建学生作品从课堂到市场商品化的快速通道，

实现从标准化到差异化再到个性化的逐步成长，将“商品化”专创的

功能性、实用性、艺术性融入平台实践全程，形成多载体、多资源协

同育人合力。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2014 年至今，成果为我院教学改革与双高校建设教学质量的核

心保障，形成长效发展的助推力和如下效果：

（一）人才培养成效

非遗育人全覆盖，三师执教全过程。作为全国首届非遗职教集团

理事单位、湖北高职首家“非遗教育特色学校”，牵头组织省职业院

校“非遗项目工作组”，指导非遗育人改革，成立省美业职教集团，

依托国家级、省级实训基地，大师工作室，教育部腾讯云 1+X 界面设



计职业等级认证考点等项目改革非遗课程体系，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等四项奖项，其他国家、省级竞赛奖项共 25 项，省级技能能手

3 人；优秀毕业生 3 名，其中 2017 届毕业生，仁昊伟业科技（武汉）

有限公司竹怀晟，获天使投资基金 500 万，学生双创能力增强，就业

质量提升，就业率一直保持 97%以上，社会满意率超过 94%。

（二）社会服务贡献

实践平台多载体，双创聚焦进生活。为学校授予省教育厅、人社

厅“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做出支撑性贡献；为武汉

市富士康公司等 22 个社区 9 家企业、武昌区中小学美术教师提供非

遗培训服务系列工作；洪山区十佳区微里大学生自愿服务队；为鲁广

社区共建美育课堂社会实践基地。设计转化成果，职业教育服务于非

遗相关文创设计项目共计 30多项，贡献产值近千万，合作企业逐年

增加，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服务范围不断扩大。科研服务非遗，共完

成非遗相关系列省级校级科研课题 15 项，其中重点课题 5 项，发表

相关论文 12篇，其中核心期刊 3篇，教材 4 本，其中“十二五”、“十

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各 1 本，编著 1本，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学生优秀作品集 6册。

（三）校外传播推广

楚艺育人传播广，展赛促建双提升。国内外影响大，团队教师参

加美国、韩国剪纸收藏展与文化交流，入选第四届中国非遗博览会之

高校文创成果展等，主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

训计划”系列策展工作；社会认可度高，获中华职教社“非遗教学成

果二等奖”，并积极将成果向同类院校推广，中南民大、长江大学、

武职、贵州市女子职业学校、台湾侨光科技大学等 15所国内兄弟院

校共计 120 人次来学院参观交流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

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郝明金等领导对我校非遗战疫题



材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成果被中国教育在线、楚天金报、荆

楚网等众多媒体进行深入报道，湖北省教育厅、全国政协常委等领导

充分肯定和赞赏我院非遗育人、活化传承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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