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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中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例 

张 颖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景德镇 

【摘要】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障课程改革及实施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

拥有上千年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传统手工艺就是其主要文化代表之一。它不仅是“非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一种活的文化形式，对这一类非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既符合现今教育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满

足了教育发展主体的需求，也是我国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扩大发展空间的必要举措。地方高校作为

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场所，本身具备立德树人、实现社会教化功能的责任。本文就以此为切入点，以景德镇陶瓷

大学为研究的依托，探讨地方高校中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课程资源的开发的相关问题，以期对于我国非遗文化

的传承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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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development is the important premise to realize the curriculum 
goal, and is also the important means to guarantee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has 
thonds of years of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ultur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s one of its main cultural representatives.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Non-legacy” resources, but also a living cultural form. The exploitation of this kind 
of non-legacy resources is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trend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necessary measure to enlarge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our country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place of inheriting regional cultur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cultivating people and realizing the func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Taking thi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probes into the relevant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course resource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a view to the inheritance of our 
non-heritage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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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高校中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课程资源开

发背景 
我国自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引进西方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观念，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思维

惯性已经成为我国大部分国民的基本价值导向，从我

国整体的无神论者群体比例就可以很明显的证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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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我们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获得了跨越式的

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跨越，目前也正在进一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建设阶段[1]。然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固有文化

传统与 30年的西学过程之间毕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在近几年来我国的整体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过程当中，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文化之

间的对抗性冲突也越来越明显，这在当前文化软实力

占据国际竞争力主要因素的当下是非常不利的现象。

国家和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鼓励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并通过强制性的制度措施，增加

教育体系当中教材内容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力度[2]。并

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的影响，以及相关影视作品的传播，

来尽可能地唤醒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尽可能地加快

回归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家园。 
2 景德镇陶瓷大学概况 
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多

科性本科高校，是全国 29 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

之一和首批 94所有资格招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攻读

硕士、学士学位留学生的高校之一，现已发展成为全

国乃至世界陶瓷文化与陶瓷艺术交流、陶瓷人才培养

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3]。 
截至 2018 年 6 月，学校现有湘湖、新厂、陶研所

三个校区，占地 1600 余亩。学校设有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陶瓷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艺术文博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与军事教学部共 10
个教学院（部），以及研究生院、国际学院、创业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和 1 个独立学院——科技艺术学院。现有

全日制本科以上在校生 1.9 万余人（含独立学院）。 
3 地方高校中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课程资源开

发研究的现实意义 
进行这项研究，能够更好地总结当前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现状，能够进行政策与落实现状之间的一

个对比，从而发现当前发展阶段当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代价值发挥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体现了我国文化一脉相承的特点，而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时代的存在本身，也是我国五千

年文化、文明积淀的成果和有力证明[4]。因此，保护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等于保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脉络，就等于保护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底蕴。景

德镇作为我国的瓷都，以陶瓷手工艺为重要的发展依

托，它本身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中

国劳动人民智慧的成果。只有让当前时代当中有更多

的人了解并热爱这项事业，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其传承

和发展，使得景德镇的陶瓷手工艺得以发挥更加持久、

更加长远的生存价值，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焕发出新

的生机与活力。这不仅是对我国政策的有力回应，也

是体现了我国教育事业重视学生文化观念、家国观念

的集中表现，体现了我国当前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动，

体现出我国整体社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5]。 
4 地方高校中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课程资源开

发现状 
我国的政策背景以及文化现象初步地展现了文化

建设成果，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上升空间，其问题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课程设置单一，太过枯燥；依赖学

校和书本，缺少实践活动；师资力量单薄，教学手段

落后；后现代思潮和旅行元素的冲击；手工艺教学和

群众生活有脱节，实际教育效能有待提升。 
5 地方高校中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课程资源开

发策略 
5.1 正确定位民间手工艺 
一方面强调民间手工艺的实用性，避免脱离现实的

手工艺创作和教学；另一方面也要将传统和现代相结

合，提倡教学和实践上的创新。这是要求首先从意识和

认知层面，对于民间手工艺类非遗进行重新的定位和思

考，只有正确地对其进行定位，才能够更好地发现手工

艺品与当前市场需求之间的联系，才能够更好地探寻传

统手工艺类文化产品在当代的价值，才能够使其更好地

体现时代特征，体现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实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结合景德镇陶瓷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景德

镇的陶瓷工艺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方面要

强调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避免当前的商业化需求造

成整体文化内涵的破坏；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地与现实

生活和市场谋求结合[6]。对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教育工

作来说，就需要首先在认知层面和意识层面，帮助学

生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陶瓷手工艺对于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并突出强调由景德镇陶瓷工艺

所激发的区域自豪感与自信心，从而帮助他们在内心

深处建立更加牢固的情感链接，指导学生更好地投入

实践，推动景德镇陶瓷大学课程资源开发的进程。 
5.2 合理安排课程的设置和内容，改革教育理念和

方法 
对于教育工作的改进和创新来说，课程内容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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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必须要进行教育理念和

方法的改革，让相关的教育者明确地认识到学校自身

承担的文化发展的责任和文化教育的使命，并结合当

前的新媒体发展特点，吸取优秀的教育经验，来形成

新一轮的课程安排与设计，从而为景德镇陶瓷大学进

行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必要的支持。 
5.3 提高学生的实践，大力宣扬民间手工艺，促进

其传承与发展 
手工艺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极大的

实践性，如果学生不能够切身地与手工艺制作过程进行

接触，那么就很有可能阻碍学生与手工艺之间的情感链

接。只有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那个过程，他们才有可能

获得更加明确的直接经验，提高他们的融入程度，增强

体验感和参与感，建立深层的情感链接。这种实践过程

本身能够调动他们的多感官，从而形成更加深刻的心理

印象，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起更加牢固地学习兴趣和发展

使命感，对于景德镇的陶瓷工业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5.4 培养学生艺术自主创造能力，直接接触到当地

民族民间手工艺文化教育 
对于景德镇陶瓷大学来说，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

是继承和发展以陶瓷制作手工艺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相关文化。手工艺作为非遗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

他类别的非遗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有着很大的自由发

挥空间，可以为学生的想象力自主创新、创造性以及个

性化的自我表达提供非常广阔的空间。因此，景德镇陶

瓷大学想要进一步开发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课程资源，就必须要培养学生的艺术性和自主创新能

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鼓励他们进行大胆的创造，并

通过鼓励性的语言和正向积极的反馈，强化学生的成就

感和自信心，帮助他们建立对于景德镇陶瓷手工艺的更

加牢固的发展兴趣，从而拓展教育的维度。 
5.5 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教育的主体包括学生和老师两个大的方面，对于

教师来说，自身必须要具备优秀的综合素质，更好地

为学生做好示范，才能够在言传身教当中影响学生，

成为学生的引导[7]。对于景德镇陶瓷大学来说，由于它

本身存在着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的历史

使命，因此需要相关的教师具备更强的人文素养和传

统文化底蕴，要让教师的形象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的调性，并且具备相应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具

备正向积极的教育观念和文化观念。这就要求景德镇

陶瓷大学在进行课程资源开发时，注重对于师资力量

的强化与建设，提高教师的选拔与考核标准。 

6 结束语 
地方高校中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课程资源开发

研究是迎合了当前我国整体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

视程度不断提升的政策背景和社会现状的一项工作，

它本身也体现了我国当前全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现代价值发挥的思考，在我国经历了总体物质生活

水平上升的阶段之后，越来越多地探求中华民族的精

神传统，力图回归民族的精神家园。结合本文所研究

的景德镇陶瓷大学，该校从业者应当从观念认知层面、

课程安排层面、学生的时间以及师资力量的建设等方

面来加以强化，从而使得景德镇陶瓷大学在传承传统

手工艺非遗这一事业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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