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2024 年第 6 卷第 6 期

教育论坛

教育前沿

基于项目式教学的非遗手工工作坊教学模式研究
叶秀娟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非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手工艺技术、传统图案和纹样和文化故事等资源，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

了优质素材。为了更好地传承非遗手工艺术，中职学校要积极创办工作坊，联合非遗传承人开展项目式教学，引导学生把非遗融入服装

设计中，提高他们设计能力。本文分析了非遗手工工作坊在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中的重要性，提出了编写项目化教材、设计项目教学方案、

引导学生自主创作和展示项目学习成果的策略，以期提高服装设计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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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手工艺术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中，不仅有利于保护和传承

传统文化，还有利于赋予非遗新的生命力，让非遗元素以一种别

具匠心的创新姿态融入现代服饰设计中，促进古典与时尚的完美

融合，打造特色国潮服饰 IP，促进我国服装行业发展。中职服装

设计专业是培养服装设计人才的重要摇篮，要肩负起传承非遗手

工艺术的责任，积极成立非遗手工工作坊，把非遗手工艺术融入

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参与教学，编写非遗手工艺术教材、制定

项目式教学方案，带领学生深度学习非遗，引导他们把绢花、刺绣、

辑珠融入服装设计中，提高他们设计能力，让他们肩负起传承和

弘扬非遗的责任，从而提高服装设计人才培养质量。

一、非遗手工工作坊在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传承非遗手工技艺

非遗手工工作坊可以进一步促进非遗手工和现代服装设计、

服装制作教学的衔接，让中职服装设计专业学生利用非遗手工艺

术设计、制作服装，让他们身体力行地感受巧夺天工、精益求精

的非遗手工艺术，激励他们把非遗融入自己的设计中，有利于传

承非遗手工艺术。同时，非遗手工工作坊有利于加深中职服装设

计专业学生对刺绣、绢花和辑珠等的了解，引导他们把非遗手工

艺术融入服装设计中，进一步宣传非遗文化，从而更好地传承和

发展非遗手工艺术。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艺术创作能力

非遗手工艺术为现代服装设计打开了新思路，对服装设计配

饰、色彩、面料等进行了创新，有利于激发学生设计灵感，让他

们从面料、色彩、配饰、裁剪等方面渗透非遗元素，进一步提高

他们艺术创作能力和服装设计能力。非遗手工工作坊可以为学生

提供刺绣、绢花和辑珠等学习机会，并让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指导

学生，引导他们把非遗手工艺术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中，进一步提

高他们创新能力、审美能力和设计能力，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

好基础。

（三）有利于打造双师教师队伍

非遗手工工作坊让非遗传承人、企业师傅有机会参与到服装

设计教学中，有利于打造专兼结合的双师教师队伍，进一步促进

非遗手工艺术、岗位技能和专业课教学的衔接，发挥出非遗手工

工作坊教学价值。同时，非遗手工工作坊为服装设计专业教师提

供了新的学习平台，便于他们向非遗传承人学习非遗手工艺术、

民族服饰设计等实践技能，提高他们服装设计、裁剪与制作能力，

助力他们成长为“双师型”教师，提高服装设计专业师资队伍建

设水平。

（四）有利于提高服装设计人才培养质量

非遗手工工作坊可以促进中职学校和服装企业、非遗传承人

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构建协同育人模式，整合优质教育资源，让

学生参与企业非遗元素服装设计工作，从而提高服装设计人才培

养质量。非遗手工工作坊有利于加快构建“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让学生深度学习非遗手工艺术、参与企业国潮服饰设计工作，丰

富他们服装设计经验，进一步提高他们实践能力，培养他们精雕

细琢、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基于项目式教学的非遗手工工作坊教学策略

（一）挖掘非遗文化，编写项目化教材

中职学校要积极创办非遗手工工作坊，邀请非遗传承人、服

装设计师进校园、进课堂，合作开发非遗手工艺术特色课程，编

写项目化教材，为后续项目式教学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首先，

学校要深度挖掘当地非遗手工艺术，邀请非遗传承人、服装设计

师联合开发非遗特色课程，系统化讲解非遗手工艺术，以及其在

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加深学生对非遗手工艺术的了解。

例如我校积极邀请绢花、刺绣和辑珠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设了

非遗国风服装设计课程，划分为绢花、刺绣、辑珠等教学模块，

搜集非遗传承人作品、企业设计案例，编写服饰配件设计、女装

设计等项目式教材，讲解绢花、刺绣、辑珠在女装、礼服设计中

的应用，提高教学质量。其次，非遗手工工作坊重点开展项目化

实训，根据教材内容准备材料，由非遗传承人和专业课教师联合

开展项目化教学，设计非遗手工艺术实训项目，提高工作坊教学

质量。例如教师可以从刺绣、绢花、辑珠，从非遗手工艺术风格、



110

Vol. 6 No. 6 2024

Education Forum

教育前沿

原材料、色彩搭配和工艺手法等方面开展教学，要求学生制作成衣，

从而提高非遗手工工作坊教学质量。

（二）以市场为导向，设计项目教学方案

近几年来，汉服、新中式和国潮服饰成为时尚热点，让更多

人了解到非遗手工艺术，有利于弘扬非遗文化。基于此，非遗手

工工作坊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积极承接服装企业设计工作，由

非遗传承人、专业课教师带领学生设计国潮服饰，既可以让学生

深度学习非遗手工艺术，又可以提高学生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

例如教师可以搜集近几年服装设计大赛中的国潮风优秀作品、各

大明星穿过的国潮礼服，利用这些开展非遗手工工作坊项目式教

学，让学生了解非遗手工艺术在礼服、西装、裙装设计中的应用

方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学生设计灵感。非遗手工

工作坊项目式教学方案可以分为：优秀作品鉴赏、非遗元素分析、

自主设计、成果展示四大环节，由学生主导整个项目式教学过程，

鼓励他们融合不同非遗手工艺术，激发他们创新思维，提高项目

式教学质量。例如把非遗绢花工艺融进服装设计，如图一所示，

展现绢花工艺的创新设计运用，为项目式教学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图一：项目教学原创作品

（三）“双师”开展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创作

非遗手工工作坊由非遗传承人和服装设计专业教师负责教学，

开展项目式教学，准备好刺绣、绢花、辑珠、各类面料等材料，

为学生自主创作做好准备。第一，非遗传承人可以先开展刺绣、

绢花、辑珠项目式教学，手把手传授刺绣构图、色彩搭配和针法；

绢花裁剪、捆扎等传统技艺；辑珠穿珠、定型技法，帮助学生掌

握这几门非遗手工艺术，鼓励他们把刺绣、辑珠和绢花融入服装

设计中，提高他们设计能力。第二，学生可以自由结组，确定小

组设计主题、绘制设计图、选定面料、制作成衣，真正把非遗手

工艺术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中。有的小组礼服设计主题为“盛开的

夏季”，整体色调采用薄荷色、白色，礼服裙摆部分采用欧根纱

材料，利用刺绣在裙摆中央绣出荷花、裙摆绣荷叶图案，中间适

当留白；上半部分采用白色弹力色丁面料，利用辑珠工艺设计荷

花图案胸针，并把其固定在胸口处，利用绢花制作荷花花瓣、花

骨朵，并把其零星点缀在上衣部分，也可以在裙摆上点缀几朵，

让非遗手工艺术焕发出生命力，提高小组设计效果。

（四）展示项目学习成果，提高学生设计能力

教师可以组织服装走秀，由各个小组选定模特、提交设计图纸，

逐一进行走秀展示、阐述小组设计理念，由非遗传承人、企业设

计师担任评委，让他们对学生作品进行点评，进一步完善项目式

教学模式，提高非遗手工工作坊教学水平。首先，各个小组可以

先进行走秀展示，由组长阐述本小组设计理念、展示设计图、设

计过程、非遗手工技法等要素，活跃课堂教学氛围。各个小组展

示完毕后，教师可以组织不同小组之间进行互评，鼓励他们询问

其他小组非遗手工技艺制作步骤、服装配饰设计、色彩搭配、服

装裁剪等方法，让他们虚心学习其他小组设计理念、非遗手工技艺，

提高学生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其次，非遗传承人可以对学生作

品设计与制作、非遗手工技艺创作效果进行点评，指出他们非遗

手工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完善作品，帮助学生掌握非遗

手工艺术，提高他们服装设计能力。最后，服装设计专业教师进

行总结，肯定学生礼服设计创意、非遗手工艺术的应用，给出每

个小组修改建议，帮助他们完善小组作品，完善项目式教学模式，

进一步发挥出非遗手工工作坊对服装设计专业教学改革、非遗手

工艺术传承的作用。

三、结语

总之，非遗手工工作坊为中职服装设计专业教学改革注入了

活力，促进了非遗在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中的传播，有利于加深学

生对非遗的了解，激发他们设计灵感，引导他们把非遗手工艺术

融入设计中，提高他们服装设计能力。中职学校要挖掘非遗文化，

开发非遗手工艺术特色课程，编写项目化教材；以市场为导向，

设计项目教学方案，丰富非遗手工工作坊教学内容；“双师”开

展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创作；展示项目学习成果，提高学生设计

能力，让非遗手工工作坊助力服装专业教学改革，提高服装设计

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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