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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传统工艺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基因

等多元价值，是现代设计助力传统工艺振兴，弘扬中华美育，彰显中国风格的宝贵资源库。以设计实践

活化优秀传统工艺，探索中国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的中国文化特色。方法 以中国传统工艺传承创新为

导向，紧密契合传统文化复兴国策，以传统工艺形式为设计元素在设计实践中进行创新应用，来引导探

索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的中国文化特色。为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创新创业型”设计人才注入中华文化

基因、积蓄传统文化能量，用设计的手段传承、创新及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论 以明确的学科

方向、专业建设为基础，通过重大社会服务项目设计成果转化等平台，探索新时代符合国家文化建设发

展需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设计价值引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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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Practice Research Guided by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 

ZHANG Hao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raft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

tional culture, with diverse values in history, art, science, society, and genetics. It is a valuable resource pool for modern 

design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 carry forward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display Chinese 

style. The work aims to activa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raft through design practice, and explore the Chinese cultural char-

acteristics in Chinese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industry. Guided by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craft and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Chinese policy of rejuven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raft forms were 

used as design elements and innovatively applied in design practice to guide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harac-

teristics in Chinese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industr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design talents 

meeting the needs of China, Chinese cultural genes were injected, traditional cultural energy was accumulated and design 

methods were used to inherit, innovate, and promot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a clear disciplinary 

direction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rough platforms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service project 

design achievements, the design value leading path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nat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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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

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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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深厚的文

化积淀为基础，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1]。 

面对机遇和挑战，党和国家从战略层面为推动新

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坚持对高等院校设计教育教学的改革，以传统工艺传

承创新实践，在继承中转化和发扬传统工艺的精华，

在设计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是新时

代对高等设计教育提出的新目标。 

我国高等设计教育与设计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从

走出“学习西方阶段”到形成“文化阐释阶段”的过

程。而设计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显露出来，

例如设计作品呈现的时代审美问题，由于西方设计长

期以来掌握话语权，导致作品形态及面貌上西化严

重、同质化严重，缺少东方审美意蕴及特点，没有形

成具有中国独特文化精神的设计语言体系，人才培养

模式中缺少中华本源文化的素质滋养。因此，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构建高等设计教育本土文化价值体系的

模式内核，探索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的中国文化特色

就显得尤为重要。 

1  传统工艺的传承契合传统文化复兴国策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传统文化种类

繁多，特别是西部省份民族民间艺术丰富，传统工艺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由于地理交通及经济条件

的制约，仍然较好地保持了原汁原味。在 2018 年发

布的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共计 14 个类别

383 个传统工艺项目中陕西省 12 个项目入选，涵盖

纺染织绣、雕刻塑造、家具建筑、剪纸刻绘、陶瓷烧

造、文房制作六大类。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作为历史

上在民众生活中产生并延续至今的文化事项，承载了

丰厚的民间智慧和民众思想，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理念[2]，其蕴含丰富的文化元素及工艺制作

技法，是宝贵的财富。在新时代更需要深入挖掘与运

用，特别是丰富的类型、品种、题材，为当代满足人

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消费提供了丰厚的资源。通过用设

计思维进行创新与转化，从而提升传统工艺产品的品

质，融入到现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里，在潜移默化中

传承和弘扬文化自信。 

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为宗旨设计人才培养目标

开展的设计教育教学，更要从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工

艺及传统文化内涵、精髓、价值上下功夫，以传统工

艺的传承与创新为导向，建立设计的本土语言体系，

提振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美育精神，从而

契合国家文化战略，探索实践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大

方向。 

高等设计教育模式转型中面临着“用什么滋养

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重点问题。而全

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出口，核心在于设计教育能够

有效地形成实践成果，服务于地方区域文化建设和特

色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在教育教学中，

有目标和有效果地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

工艺美术等宝贵资源的研究创作能力，引导设计学类

在校大学生积极投身传统工艺事业，运用设计思维来

创新传统工艺的形式功能，从而带动和形成既有创新

思维，又有精湛技艺的一批大国工匠梯队及众多年轻

的传统工艺守艺人。 

2  设计实践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1  教研方向要契合国家文化发展需要 

随着“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国策的颁布，国内各

高等院校特别是高等艺术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

度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创新。2017 年由文

化和旅游部等三部门共同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

计划》（简称《计划》）中提出振兴传统工艺，有助于

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该《计划》

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校开设传统工艺相关专业和课程，

培养传统工艺专业技术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  [3]。同

时，它还提出振兴传统工艺必须提升设计水平。各个

高等院校结合所在地域的资源优势将传统工艺非遗

的设计创新应用作为教学研究重点内容。以西安美术

学院为例，作为地处西安的高等艺术院校，其充分利

用西部丰厚的传统文化和民间工艺美术优势资源，确

立了“中国传统工艺创新设计”为设计学的学科建设

方向。此外，它还将以西安为起点延伸到丝路沿线西

部省份的传统工艺非遗项目传承创新为重点教研方

向（如图 1 所示），培养以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振兴中国传统工艺为己任的创新设计人才。在

实践教学中推动优秀传统工艺加快融入现代生活，发

挥用设计对西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驱动引领

作用。 

2.2  系统性设计实践助力传统工艺创新 

优秀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设计需要具有互联

网思维的当代艺术设计力量的加入，需要更新的设计

创意融入。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之上，对衍生产品

提升造型美感、完善功能，以传统工艺的创新设计为

实践教学课题的高等院校将会成为推动传统工艺创

新发展的新力量[4]。在项目型教学中积极开展关于挖

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设计实践，让大量教学实

践设计成果得到转化与应用，以传统文化视觉元素为

基础的设计在创新形式的时代要求下开始更多地关

注于工艺技艺方面的特征。以文创产品设计作为传统

工艺活化的重要手段与推广渠道，成为地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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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图 1  传统工艺考察课程中学生采访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工艺非遗传承人 

Fig.1 Traditional craft inspection course: interview with inheritors of Xinjiang ethnic traditional craft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行业、院校之间开展合作的新诉求。从传统工艺类型

挖掘到品牌设计、文化创意、产品形式、推广方式、

销售模式等，共同构成传统工艺创新实践的完整设计

系统  。设计系统的创新，是振兴传统工艺的重中之

重。以传统工艺资源为重点开展战略性的创意生产设

计研发，将当代设计观念转化为传统工艺样式、传统

工艺文化资源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5]。以形成产品为

目标的设计实践为例，首先要遴选适合的传统工艺类

型，充分挖掘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塑造技艺传承人

品牌形象，运用互联网思维的包装设计，开发具有创

意性的产品及与之相关的衍生品，拓展推广形式与销

售方式。 

2.3  设计实践对传统文化的应用与转化  

以中国传统工艺传承创新为导向，在“创新创

业型”教育为目标的设计人才培养中，必须建立配

合上述理念的教学方案与课程体系，调整优秀传统

文化考察课程比重，着力提高传统文化考察与实践

设计课程教学质量，以丝路沿线各省份的传统工艺 
 

非遗项目为考察对象，深入研究和了解经典的传统

工艺美术技法和工艺流程，掌握传统工艺美术的核

心技术和精髓，以保证传承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在

实践教学及社会应用设计中融入更多的优秀传统工

艺的创新形式，强化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地域特点

的“中国风格”设计特征的教学理念。特别是在重

大文化设计项目实践教学中着重突出民族性、地域

性文化特征，强调对传统文化、传统工艺元素的创

新性使用（如图 2~3 所示）[6]。在社会设计服务中，

强化对传统文化、传统工艺元素的创新性转化与成

果应用。 

3  传统文化引领设计人才培养创新 

3.1  设计融合创新发展促使专业结构优化 

为适应新文科建设的要求，各高等院校设计学科

专业设置不仅应考虑结合学校学科优势从而突出办

学特色，更应主动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

需要，在优化专业结构上凸显办学定位色。 

 
 

图 2  以蜡染工艺结合铜鼓装饰纹样为元素的文创提包创新设计 
Fig.2 Innovativ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handbags by wax dye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copper drum decorative patterns as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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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结合了陶瓷、木雕工艺的文创产品“天山冰壶”  
Fig.3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called "Tianshan Curling Pot" that combines ceramic and wood carving techniques  

 
1）随着互联网时代、大数据 AI 时代的到来，“产

品设计”“艺术与科技”“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在各

高等院校设计学科得到建设发展，突出了“艺科融合”

设计创新人才培养。 

2）要突出地域性特色，重视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对接工艺美术产区，适应行业发展趋势，增设市场急

需的专业方向，动态调整专业结构[7]。诸多高等艺术

院校不仅重设工艺美术专业，其中陶瓷、漆艺、纤维、

金属制作等传统手工艺方向还成为具有创业、就业能

力的设计人才培养特色亮点。 

3）围绕乡村振兴及美术设计服务城乡建设需要

等问题需求，从“以学科为基础”转向“以问题为基

础”，将前沿科技和人文社科通识课程与专业基础技

能、专业深化课程并进，着力对学生设计综合能力、

专业自我认知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进行培养。 

3.2  传统文化设计创新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高等院校设计学科人才培养首先要在夯实传统

造型基础上，提升学生对东方造型的审美感悟、理解、

应用能力。西安美术学院本科教学将“中国古代雕塑

写生”“本原文化”“西部民间工艺美术”等传统文化

素质通识课程设置进入一年级教学。专业课程以“周

秦汉唐历史文化”与“西部传统工艺”为导向的中国

传统文化创新设计应用为教学内容，渗透在主干课程

与拓展课程中，其中以传统文化设计创新为主题的课

程占比为 25%。强调高校地域优势，建设以研究丝路

沿线，特别是西北五省传统文化、传统工艺非遗项目

为方向的“人文观察与记录”“传统人文考察写生”

“传统纹样与设计应用”“现代手工艺”等实践教学

金课。学院形成了完整的教学流程，课程教学有写生

记录手稿，教学成果有创新设计应用，以教学成果展、

学术研讨会、教学成果出版物等形式丰富了载体、提

升了内涵。此外，学院还开展专业课程思政，将所在

区域非遗文化及优秀传统工艺的元素应用在教学实

践中，引导学生体会传统艺术审美价值、提升学生传

统文化创新能力，探索出适用于中国学生文化心理的

设计教学方法。 

3.3  传承传统文化以主题展赛带动设计人才培养 

各高等院校设计学科在人才培养、专业教学中一

贯重视“以赛带练”“以展代教”的教学方法。围绕

展赛主题打造了与之相适应的课程评价及考核体系，

改进了设计教育的学科结构与育才理念，并逐渐形成

范本效应，从而促进了设计学科整体的进步。在高水

平展赛平台上检验学科方向设定及人才培养的适应

度和符合度。以陕西高校为例，围绕专业建设、人才

培养的需要，举办的陕西省大学生特色农产品包装设

计大赛、陕西省高校西部人居环境设计大赛、陕西省

大学生动漫设计大赛等展赛，突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新导向性。特别是以“中国优秀传统工艺创新设计”

为主题，陕西五个厅局单位主办，国家艺术基金支持

的“丝路精神-西部国际设计双年展”成为西部规模

最大、参加院校最多的品牌展赛，带动和影响了更多

高校重视传统工艺的创新设计。例如，获得陕西省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金奖，以关注传统扎染工艺创新设

计的实践教学项目《染着》，用互联网思维将传统扎

染工艺进行流程模块化整合设计，提高了工艺制作效

率与表现力，便利了工艺技艺的体验，让传统工艺技

艺更加贴近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工艺的魅

力，见图 4。 

4  传统工艺设计人才培养中的教育模式创新 

高校按照新时代文科创新发展要求首先要创新

教育模式，遵循人才培养的规律，培养适应新时代要

求的应用型、复合型艺术设计人才。 

1）产学研结合模式：持续扩展校地、校企、校

校合作的领域与深度，完善校外企业级创新实践平台

建设，围绕重大社会项目开展校地、校企合作。高校

通过与产业界和科研机构紧密合作，深化教学改革，

将课程设计和实践项目与实际市场需求相结合，让学

生会做（动手能力）、会想（创新设计）、会说（宣传

推广）、会卖（创业就业），提高应用型与复合型设计

能力[8]。例如，在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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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传统扎染工艺创新设计项目《染着》体验 
Fig.4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tie dyeing process innovation design project "Dyeing" 

 
多所高等院校都在陕西凤翔柳营村等传统工艺聚集

地设立了传统工艺创新设计中心。从凤翔泥塑技艺、

凤翔木版年画工艺、凤翔马勺木梭工艺的创新设计特

别是品牌形象、包装设计、宣传推广设计、衍生品设

计等方面推动陕西凤翔民间非遗传统工艺走向市场，

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活力。 

2）跨学科教学模式：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思维

方式相结合，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复合型设计能力。以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平台，举办由政府职能部

门负责人宣讲会，解读普及支持传统工艺传承保护与

创新的各项政策法规；举办由传统工艺传承人、民间

美术专家主讲的工作坊和工艺实践课；举办由地方文

化学者讲授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工艺的背景源流专

题讲座；举办由企业营销专家主讲的工艺产品市场需

求座谈会。 

3）“互联网+”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在

线教学平台和互动交流平台，建设一批本省工艺美术

大师慕课，通过整合国内著名工艺美术大师线上课程

及实践项目应用在线上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信息素养，提高学生的应用型设计能力。例如设计学

院在设计考察中拍摄剪辑编辑了 200 h 的西部民间工

艺大师技艺工法视频。成功与视觉中国集团合作，为

陕西各高校设计学师生开放线上设计素材的非商用

使用权限。约 2 000 万个设计素材及设计技巧的应用

提高了专业教学效率，创新了授课模式。 

5  结论 

专业高等院校作为中国传统工艺传承创新的重

要依托，积极与政府、社会团体、工艺传承人加强合

作，共同发挥作用，在设计人才培养过程中鼓励引导

更多的年轻设计学子重拾手作传统。在教学培训中开

设传统工艺相关课程，提高传承人的创作传承能力、

技艺水平。在教学成果转化中，改进传统工艺的设计、

改良制作水平和提高产品品质。在宣传推广中，构建

传统工艺产品品牌体系，从而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和

影响力，用增加收入来改善传统工艺传承者的生存环

境，推动传统工艺技艺的发展。 

总之，目前国内高等院校设计人才培养在设计实

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契合国家人才战略不够紧密、传道

授业解惑与育人育才的有机统一不充分、设计教学教

研方向不凝练等问题。遵循艺术设计服务社会、服务

人民的宗旨，探索以中国传统工艺传承创新为导向的

设计人才培养成为了教育教学设计实践的一项重要

抓手，体现了紧密契合传统文化复兴国策、注重用设

计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创新来引导教育教学的办学方

向。结合对设计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创业意识和团队

领导力的培养，在设计实践中对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创

作和艺术衍生品进行的创新设计和开发研究，为传统

工艺美术作品走向市场创造需求，让传统工艺美术真

正回归日常生活。同时，为符合国家需要的“创新创

业型”设计人才，注入中华文化基因、积蓄传统文化

能量。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要指导

方针，推进全国传统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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