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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教学优势传承布艺制作发展新途径
韩佳蓉

（东北电力大学，吉林 132000）

摘要：传承传统布艺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是国家振兴战略的组成部分。高校传承布艺手工艺是国家的文化方略，是时代的使命；

依托教学优势，突出特色教学，挖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有利于高质量培养民族独有文化的时代新人，进一步增强传承布艺制作的

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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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具有历史悠久、民族风情、

地域特色、文化符号、工艺精湛、技术成熟等六大特征，在人类

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作为分支的传统布艺是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的“活”文化。

传统工艺是国家复兴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体

现，是走向世界中心的文化源泉。高校的文化价值就是民族文化

的挖掘、保护和传承，高质量培养民族独有文化的时代新人。这

关乎国家民族强盛和事业薪火相传的重大战略。

近年来，我们依托高校教学的培训优势，实施服务地方战略，

为服装业的发展带来了源动力和人才储备，“闯”出了传承布艺

制作发展的新途径。

一、高度认知高校传承布艺手工艺的重要性

传统服饰工艺是民族文化活的灵魂，高度认知高校的传承、

挖掘与保护，对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传承的本质

传统布艺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传统文化己不是乡土的事，是民族文化生存的大事。

在国际双边贸易的优惠零配额、零关税方面，恰恰是落在具

有民族特色的服装纺织品上。

在越来越成熟的国际性服饰文化面前，服装产业崛起的强国

都独打民族传统这张牌。

（二）高校传承的出路

作为世界最大民族的汉族，突出传统布艺制作文化的民族性，

才是真正传统布艺制作的文化出路。

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结合是传统布艺制作的发展之路。

（三）高校传承的精髓

以人为本的文化传承，重在可持续培养传承人。

高校对汉族传统布艺艺术进行研究，纳入教学研究体系，尤

其服装设计是服装产业链中专业理念定位的起始环节，是专业人

才培养和输出的关键途径。

教学质量是直接影响服饰行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建立高校培养传承人模式的教学工作室，是以人为本文化传

承的切入点，意义深远。

传统布艺具有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创造价值、情感价值、

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等六大特点，通过教学推广和鼓励传承人自

主创业及创新，最终实现其市场价值。

（四）高校传承的文化记忆

布艺制作中有一些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如刺绣、

拼布、印染等。

传统布艺制作由于它的历史文化传承色彩，便于激发人们的

浓厚兴趣。

布艺制作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但类别清晰明细，传承人可根

据个人发展方向作专项选择。

二、传承布艺制作的发展活力

高校传统布艺制作教学研究思路是结合地域特色的理念，提

升具有内涵的教学模式。

近年来，我们的教学模式是从六个方面实施的：

（一）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教学能力

人才培养的第一资源是师资队伍，高校服装专业的教育必须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实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提高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定期外派教师参加的相关培训，到服装企业挂职锻炼，

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

注重聘请服装设计相关领域专家充实到师资队伍中，承担一

定的教育教学任务；形成校外与校内结合，发挥外聘人员和教师

各自的优势，组建理论和实践能力较高的教师指导团队。

（二）培养时代传承人

在专业课内掀起学习传统布艺制作的高潮，把初学者变成爱

好者。加大对传统布艺制作爱好者的专业培训，在课外建立传统

布艺制作深度学习场所，通过导师和老一辈传承人授业培训，把

爱好者变成新一辈传承人。

培养新一辈传承人参与社会实践，自主创业、创新，把共性

传承人变成个性传承人。

（三）提高传承人的数量和质量

鼓励政策出台，促进传统布艺手工艺的发展。通过引导传承

人对自身技艺的发展方向、市场定位等方面的新认识，激发了传

承人的学习热情，参加培训取得各类结业证书，从而获得一定高

度的社会认可。

高校通过定向培训，发挥师资人才优势，改变了传承模式，

即保护传承人，又培养新传承人，实现了项目提升。高校组织学

生接受实习实训，对口专业培养大量优秀毕业生，日益壮大传统

布艺手工艺传承人队伍。

（四）传统技艺重获新生

创新传统手工艺，依托能够实现优势互补的专业来完成使命。

将所在地域文化传承与创新内容纳入高校教学计划中，为所在地

域民族文化创意进行咨询服务，建立实验培训基地，保护传承民

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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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技法的创新，传统文化工艺制作元素与现代工艺结合，

提炼出更符合当代人审美视角的全新创意设计。如，形成跨界的“传

统服饰手工艺元素”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由学生自主设计、打样、

制作、表演的传统服饰；由高校搭建的学生自主创业展示平台，

推出传统服饰和服装设计、制作和旅游品研发等投放市场。

（五）提升非遗教学多样化课程资源

联手校企合作平台。将服装相关的理论知识与企业案例相结

合，参与企业实践活动，培养传统布艺制作能力的教学课程。联

手社会展示平台。是融合“理论教学 + 社会实践创业教学”的具

体实施，培养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学课程。如：

联合省外艺展中心构建跨区合作联盟，利用博物馆、满族服饰展、

旅游景区、旅游节等社会平台，融入地方风情元素推出布艺产品，

进行体验教学。

参加社会性大赛平台。工艺产品接受社会性认可的具体实施，

培养学生项目设计研发能力的教学课程。商学结合平台。通过组

织和策划各种赛事活动，达到助推优势行业，资源得到整合与共

享的目的，培养学生商学能力的教学课程。如：举办传统服饰手

工艺技术表演与作品展示，进行了直观展示传统服饰手工艺文化

的内涵，使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到传统手工艺的社会价值。举办设

计产品推介会。邀请地区的旅游公司参加并合作，活动目的是通

过旅游行业获得经济效益，并推动传统服饰手工艺的市场发展。

（六）留存传统文化记忆

记录和保存特色文化的传统技法，对市场淘汰的传统布艺制

作不仅需要得到传承和保留，更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高校和政

府共同出资合作编撰书籍及制作纪录片，组织专人负责以文字、

摄影、摄像以及录音等多种保存形式进行记录。

搭建传统布艺制作传承和创新平台。传统布艺制作的保护是

一项系统工程，高校传承的是布艺制作文化历史深沉的内涵，传

统布艺制作传承的精髓在于文化传承。

为培养学生成为传统布艺制作保护的主力军和探索者，高校

要搭建传统布艺制作传承和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积极支持学生树

立传承意识、创业精神、提高创业能力。

三、突出特色培养模式

高校教学的特色，是融和时代、与时俱进、提升多样化的教

学实践能力。近年来，我们突出特色教学，是建立了切实有效的“产

+ 学 + 研”传承协作平台。

（一）实施了“接地气传承”

第一把爱好者培养为民间布艺制作传承人。布艺制作爱好

者——指导专项培训——民间布艺制作传承人。

第二把民间布艺传承人培养为非遗传承人。民间布艺制作传

承人——指导专项培训——申报非遗传承人——县区级非遗传承

人——地市级非遗传承人。

第三打造“亮点工作”。招募民族及边远贫困地区布艺制作

爱好者——免费组织职业培训——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传承民间布

艺制作爱好者。

（二）实施了“走出去创新”

第一步：打造“品牌产品”。传统布艺制品——指导专项培

训——升级创新布艺制作品牌。

第二步：打通内贸发展潜力。布艺制作品牌——申报专利——

县区级扶持产品展示平台——地市级扶持产品展示平台。

第三步：打通外贸发展潜力。布艺制作品牌——推进品牌国

际合作交流平台。

（三）成立布艺制作协会

产学研协会由高校指导教师、非遗传承人、民间传承人、布

艺制作爱好者构成，对培训、工艺、设计、展示、营销等进行协作。

将研究成果形成学术论文，形成实践指导工具书。

建立了产学研平台：“高校指导教师＋非遗传承人＋民间布

艺制作传承人”。

（四）建立地域特色的布艺制作教学工作室

建立布艺制作教学工作室，深入研究传统布艺制作手工艺，如：

纺织手工艺、染色印花手工艺、服装制作手工艺、刺绣手工艺等。

以此平台，提升教师教学实践能力。

（五）布艺制作传承人培养平台的搭建

一是基地培训方式。充分发挥中程手工艺培训基地的引领作

用，把布艺制作爱好者培训为民间布艺制作传承人。

二是选拔方式。积极组织民间布艺制作传承人的参赛作品，

参加“吉林巧姐”工艺大赛，获奖者为巧姐，从巧姐中选拔申报

非遗传承人。

（六）布艺制作产品营销平台的搭建

建立了自主创业团队品牌产品面向市场衔接的窗口，布艺制

作产品营销平台模式是：产品营销平台 = 产品定位 + 展示平台 + 

营销平台

主打产品定位：融入地方风情元素推出传统布艺工艺旅游产

品，布艺制作产品涉及服饰产品、居用产品、旅游产品等领域。

主打展示平台：参展布艺博物馆、旅游节、赛会、外展中心等。

主打营销平台：销售渠道为网店、专营店、体验店、旅游景区、

传统节日等。

传承的本质是更替继承，人是第一要素，非遗传承的核心是

“人”。创新的本质是进取，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激情，创新

就要淘汰旧观念、旧技术、旧体制，培育新观念、新技术、新体制。

近年来，我们依托高校教学的培训优势，通过传承布艺制作，

解决了非遗工作的“传承 + 创新”实施发展路径问题。在实践中，

解决了非遗工作的“传承 + 创新”实施效果问题，为服装业的发

展带来了源动力和人才储备，“闯”出了传承布艺制作发展的新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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