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2024 年第 6 卷第 8 期

教育论坛

创新发展

突出特色教学传承创新传统布艺制作新途径
韩佳蓉

（东北电力大学，吉林 132000）

摘要：传统布艺制作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是传统手工艺的重要一脉，是国家振兴战略的组成部分。高校突出特色教学，培养传

统布艺制作的新时代传承人，为传统布艺制作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开创了传统布艺制作发展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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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是民族传统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是具有民族独特

文化内涵的主要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布艺制作则是传统手工艺的重要一脉，在人类历史进程

中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意义，是至今还在使用的“活”文化。高

校的文化价值就是传承创新，培养传统布艺制作的新时代传承人，

这关乎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重大战略。

近年来，我们依托高校培训优势，围绕传承和创新两大主题，

突出特色教学，为传统布艺制作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开创了传统

布艺制作发展的新途径。

一、高校传承创新传统布艺制作的重要性

传统布艺制作是人类至今还在使用的“活”文化，高校传承

与创新，对挖掘与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布艺制作是国家战略

总书记明确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将振兴传统工艺上升为国家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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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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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可持续培养传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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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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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校功能是传承独有民族文化

纵观全球服装产业强国，都深深刻有民族传统独有的烙印。

传统服饰工艺代表一个民族文化“活”的灵魂和内涵，高校的功

能与重要职责就是挖掘、保护和传承独有的民族文化，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最终实现其文化价值。这关乎国家民

族强盛和事业薪火相传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三）高校是传承创新的主力军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高校利用自身优势和社会各界配合，成

为传统布艺制作保护的主力军和探索者。高校挖掘、保护在于以

人为本的文化脉络传承和创新，重在可持续的培养传承人，这是

责无旁贷的战略方向。

（四）弘扬社会价值高校不可替代

高校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场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围

绕时代召唤，立足社会需要，服务地方战略，发挥培训优势，为

服装业的发展提供后劲和人才蓄积，最终通过传承人来弘扬其社

会价值。

高校的不可替代性的有三：

一是课程优势。构建符合传承育人的课程体系，传承传统布

艺制作，培养多层次传承人，实现高校教育与时代同步。

二是文化优势。高校是行业的统领代表，有讲好中国故事的

权威性，可以高效率培养和激发传承人自主创业的兴趣，鼓励和

支持传承人利用赛事平台进行真实项目的开发，提升创业信心和

能力。

三是社会优势。高校具有行业话语权，占据社会行业的高知

地位，融合商学搭建平台，打造布艺制作精品，开发品牌发展潜力，

提高传承人对市场的感悟和快速反应能力。

二、高校传统布艺制作的现状和复兴

高校传统布艺制作的现实，决定着传统布艺制作的发展未来

方向，如何复兴是摆在高校传承创新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急须改变传统布艺制作现状

一是部分高校尚未发挥其传承效能。存在认知偏差、行动迟缓、

方法不当，成效不大等现象。

二是从职责义务看，保护、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

高校面临的较为棘手问题。目前就业前景和可提供学习的传统布

艺工艺学校和专业少之又少，现实导致高校育人和学生择业严重

“脱轨”。

三是面对日趋式微的众多民间布艺艺术及其制作工艺，由于

传统布艺制作传承人逐年减少和一些传统布艺制作面临断档、失

传的现实，抢救和挽救传统布艺制作迫在眉睫。

（二）传统布艺制作的再生

一是思想意识的觉醒。“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传统布

艺文化出路的唯一途径就是真正的对传统布艺制作进行有效的挖

掘、保护、继承和发展。

二是外因的两个因素推动。其一艺术思潮的演变。由现代主

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潜移默化的对传统布艺制作的再生起到

了带动作用。其二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促进和加速了传统布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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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再生的步伐。

三是传统布艺制作的魅力。具有创造性、个性化魅力，具有

高情感魅力和传统文化内涵，东方艺术风格走向国际时尚舞台促

进中国传统布艺制作的复苏。

（三）传统布艺制作的传承创新

——保护。传统布艺制作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文化传承。高校传承的是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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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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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高校特色教学的实施方向

特色教学的核心是什么？

是响应时代召唤、深度融入社会具有内涵的专业教育，这是

高校深化教学改革的实践抓手和探索方向。

特色教学是在构建教育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学

以致用，以实践为动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具体三个实施方向：

——价值挖掘。围绕高校服务地方战略，依托相关部门实施

社会研发，推动传统布艺制作设计研发，提升传统工艺的内在价值。

——工艺扶贫。搭建商学活动平台，实施社会无偿办学，引

领城乡群众灵活创业就业，实现近地增收致富。

——市场传承。把握传统布艺制作与地域特色和民间文化艺

术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激发传统布艺制作的市场活力。

三、突出特色教学提高传承创新布艺制作活力

高校特色教学是融和时代，提升多样化的教学实践能力，达

到提高传承创新布艺制作活力的目的。

近年来，我们突出特色教学，是建立了切实有效的产学研协

作平台，使资源得到整合与共享，以优势助推行业发展。

（一）特色教学的推演思路

第一步：分析高校传统布艺制作的现状及弊端，找出解决方法。

第二步：融入时代，构建高校服务地方战略的具体实施方向。

第三步：分析教改内容，创建课程体系，构建匹配的培养传

承人高校多样化教学模式。

第四步：分析教学与实践的结合程度，搭建社会平台，提升

多样化教学模式实践能力。

第五步：实践提升。让更多的学生和民间传承人依托社会平

台提供的机遇，积极探索，勇于尝试，从传承布艺制作自主创业

中得到能力的提升。

第六步：阶段性总结。更加切合实际的评价阶段性成果，为

传承布艺制作的发展和研究探索出新途径。

（二）师资队伍的匹配能力

一是多年从事服装设计相关专业，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省及

校级课题研究，发表教改论文多篇的教师。

二是多次指导学生参赛，获国家及省级奖项的教师。

三是经验丰富，科研能力强，可以保证传承创新布艺制作质

量的教师。

（三）信息借鉴的保障条件

——图书。有中外文专业图书百万册，

——期刊。中外文期刊百种，长期订购的中英文专业期刊

二十多种。

——数字信息。网络数字资源十余种。

（四）实习培训的实践场所

——实习基地。服装专业有 10 个实习基地。

——实训室。多媒体教室、服装工艺实训室、服装特种工艺

实训室、服装结构实训室、印染实训室、服装材料样品室、服装

表演厅、作品展览厅等。

（五）提升传承人的培养平台

——建立培训基地。培训基地是培养非遗传承人的途径，培

养传统布艺制作梯级型传承人团队，是向高素质传承人迈进的过

程。培训基地不仅是爱好者进行培训升级传承人的实践基地，也

是非遗传承人教学和科研的平台，其重要作用可以体现为传承人

的自主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自主创业团队的能力提升。

——培训基地的任务。重点是挖掘和抢救濒临失传的传统布

艺制作，传授中国传统布艺制作可分为传统成衣制作、配饰制作、

专题制作、选题制作、参赛制作等。

——基地培训方式。充分发挥传统布艺制作培训基地的引领

作用，组织爱好者参加基地培训，主要采用工艺扶贫，传授工艺，

自主创业，把传统布艺制作爱好者培训为传统布艺制作传承人。

——选拔方式。积极组织传统布艺制作传承人的参赛作品，

参加传统布艺制作大赛，对获奖者采用文化帮扶，专业指导，从

中选拔申报非遗传承人。

（六）商学实践的展示平台

——赛事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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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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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们围绕传统布艺制作的传承创新，突出特色教学，

解决了非遗工作的传承创新发展方向问题，解决了非遗工作的传

承创新实施问题，为传统布艺制作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开辟了一

条传统布艺制作发展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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