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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创产品教学模式与实践策略
孟丹丹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摘要：随着文旅融合产业进一步繁荣，人们对文创产品需求日益旺盛，带动了非遗文创产业发展，有利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产品设计专业是培养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人才的摇篮，要积极弘扬非遗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鼓励他

们把非遗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文以高校产品设计专业为例，分析了非遗文创产品教学改革重要性，剖析了当前

高校非遗文创产品教学现状，提出了联合企业创办非遗文创工作室、借助新媒体开展教学、开设非遗类课程、组织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竞

赛和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期提高非遗文创产品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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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利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基于此，高校

要肩负起保护、弘扬和传承非遗的责任，把非遗融入产品设计专

业教学中，加深学生对非遗的了解，引导他们把非遗融入文创产

品设计中，增强他们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同时，产品设计专

业教师要积极学习非遗，搜集非遗文创产品案例，把案例融入教

学中，激发学生设计灵感，让他们自觉肩负起保护和传承非遗的

责任，全面提高非遗文创产品教学水平。

一、高校产品设计专业非遗文创产品教学重要性

（一）有利于促进非遗传承与发展

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大限度抢救

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度比

较低，难以走到大众生活中。基于此，高校要积极开展非遗文创

产品教学，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文创设计教学中，鼓励学生设

计出独树一帜的非遗文创产品，借助其宣传非遗，让更多人了解

非遗，从而扩大非遗知名度，让更多年轻人学习和传承非遗，有

利于促进非遗传承与发展，让非遗代代传承，实现非遗文化的活

态传承。

（二）有利于提升非遗文创产业竞争力

文化创意产业与非遗的结合，不仅可以促进非遗文创产业发

展，还有利于宣传、推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非遗走

向世界。非遗文创产品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设计能力，为企业输

送更多优秀非遗文创设计人才，让他们为企业设计出独具特色的

非遗文创产品，从而帮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非遗传承

产品教学有利于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根据相关企业非遗文创

产品设计需求来开展教学，深化产教融合，提高非遗文创产品研

发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促进非遗文创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有利于提高学生非遗文创产品设计能力

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教学是对接产业发展、保护和传承非遗的

重要保证，有利于加深学生对非遗的了解，鼓励他们把不同非遗

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从而提高他们非遗文创产品设计能力，

让他们肩负起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责任，增强他们社会责任感。通

过非遗文创产品教学，学生可以了解剪纸、刺绣、篆刻、纹样、

国画和木版画等非遗，并把其和文创设计巧妙融合起来，设计出

不同风格非遗文创产品，提高非遗文创产品设计能力，为将来就

业奠定良好基础。

（四）有利于提高文化创意人才培养质量

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遗文创产品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佼佼

者”，备受消费者喜爱，无形中改变了文化创意人才需求。为了

提高文化创意人才培养质量，高校要积极对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需求，转变文化创意人才培养目标，积极开展非遗文创产品教学，

让学生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激发他们设计灵感，让他们设计出

冰箱贴、书签、桌面屏风和手机壳等非遗文创产品，满足企业文

化创意人才需求，助力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高校非遗文创产品教学现状分析

（一）非遗教学内容滞后于文化创意行业发展

目前高校产品设计专业课程包括了：产品效果图表现技法、

制图基础、设计软件、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产品构造、材料与工艺、

交互设计和家具设计等，没有开设独立的非遗课程，非遗教学内

容所占比重比较低，影响了学生对非遗的了解。同时，很多高校

非遗相关教学内容局限于传统手工艺术，缺少当下热门的非遗文

创产品设计、国潮文创产品设计等内容，导致非遗教学内容滞后

于文化创业发展，影响了非遗文创产品教学的开展。

（二）学校缺少精通非遗的优秀教师

我国非遗传承主要家族式或者作坊式传承，传承人培养方式

比较单一，非遗传承人很少参与学校非遗教学，而高校教师很难

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非遗，影响了他们对非遗技能的了解，无形

中影响了非遗文创产品教学的有效开展。很多高校产品设计专业

教师缺乏非遗专业实践经验和过硬的非遗技能，无法胜任非遗文

创产品设计与制作教学，难以指导学生利用非遗来设计文创产品

设计，影响了他们非遗文创设计能力发展。

（三）非遗文创产品教学方式单一

当前非遗文创产品教学仍然沿用了传统教学方式，把理论与

实践教学分割开，没有开展项目化教学，影响了学生对非遗、文

创产品设计相关知识的了解，也不利于他们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实

践能力发展。部分教师缺乏“互联网 +”思维，没有利用人工智能、

新媒体等开展教学，忽略了导入各地热门非遗文创产品案例，没

有把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教学衔接起来，影响了学生对非遗

文创产业的了解，影响了非遗文创产品教学质量。

（四）忽略了建立非遗文创设计工作室

虽然高校要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但是却忽略了联

合企业建立非遗文创设计工作室，影响了产业发展和非遗文创产

品教学的衔接，也影响了非遗文创设计师和产品设计专业教师的

沟通，不利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由于学生深入文化创意

企业实习的机会比较少，对非遗汶川产品设计要素、流行趋势、

制作工艺等都缺乏了解，难以跟随企业设计师学习，渴望参与到

非遗文创产品市场调研、产品设计、产品制作与推广工作中，这

也说明校企合作建立非遗文创设计工作室迫在眉睫。

三、非遗文创产品教学模式实践策略

（一）深化产教融合，成立非遗文创产品工作室

高校要积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联合企业创办非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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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工作室，邀请企业非遗文创设计师参与工作室教学和运营，带

领学生进行非遗文的创作，创新非遗文创实践教学模式，从而提

高学生非遗文创设计能力。首先，非遗文创工作室要积极承接企

业设计订单，由产品设计专业和企业设计师负责工作室教学和运

营，把企业非遗文创订单转化为工作室教学案例，让学生跟随设

计师绘制非遗文创图纸、制作非遗文创作品。企业设计师可以讲

解订单设计需求，例如立足文旅融合背景，鼓励学生搜集与订单

相关的非遗文化，并把非遗和文创产品紧密结合起来，激发他们

创新思维，让他们设计出个性化非遗文创产品，提高他们设计能

力和创新能力。其次，高校产品设计专业教师和企业设计师可以

联合开展非遗文创产品教学，指导学生利用 3D—max 软件制作文

创作品，锻炼他们动手能力，鼓励他们自主创作非遗文创作品，

让他们绘制设计图、制作作品模型，由企业设计师选出优秀作品，

把学生优秀作品转化为真正的非遗文创产品，发挥出工作室在非

遗文创设计教学中的价值。

（二）搜集新媒体案例，激发学生非遗文创设计灵感

高校产品设计专业教师要创新非遗文创设计教学理念，一方

面要搜集抖音、微博和 B 站等平台非遗文创产品相关短视频，利

用短视频开展教学；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学生搜集各地非遗文创作

品，把地域文化、非遗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提高他们审美能力

和设计能力。第一，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搜集热门非遗文创产品，

精心制作短视频，让学生了解不同地域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特点、

掌握更多非遗创作技能。例如教师可以在 B 站和抖音搜集故宫非

遗文创产品，以冰箱贴、金属书签、故宫模型为例，讲解传统书法、

篆刻、隼铆工艺在非遗文创中的应用，加深学生对非遗文化的了解，

激发他们设计灵感，让他们主动把非遗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

提高他们非遗文创产品设计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自

主搜集优秀非遗文创产品，让他们精心制作短视频，鼓励他们分

析优秀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亮点、蕴含的非遗元素，提高他们审美

能力。学生可以结合视频讲解自己喜欢的非遗文创作品，并解答

其他同学相关问题，促进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上的交流，虚心接

受其他同学建议，提高自己非遗文创产品设计能力。

（三）开设非遗类课程，提高学生非遗文化认同感

高校要积极完善产品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增加非遗类选修课

程，系统化讲解非遗，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

石刻、壁画、艺术品、文献、手稿、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增强他们非遗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学校可以

联合非遗传承人编写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从物质文化遗产、

自然文化遗产两个视角进行阐述，加深学生对非遗的了解，帮助

他们明确非遗和文创产品设计之间的关系，从而激发他们非遗文

创产品设计灵感。例如非遗课程可以设置刺绣、篆刻、木版画、

玉雕、竹编等教学模块，融入对应的非遗文创产品案例，从色彩、

造型、图案等角度进行讲解，呈现非遗在书签、冰箱贴、桌面摆件、

首饰盒等文创产品中的应用原则、应用方法，为后续学生非遗文

创产品设计奠定良好基础。通过学习非遗课程，产品设计专业学

生可以了解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非遗文化呀，感受非遗独特艺

术魅力，拓宽艺术视野，掌握更多非遗创作手工技能，并把非遗

元素融入自己的文创产品设计中，从而提高自身非遗文创产品设

计水平。

（四）组织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比赛，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非遗文化、设计非遗文创产品

的热情，也为了检验学生学习成效，高校可以组织非遗文创产品

设计大赛，邀请非遗传承人、文创设计师担任评委，设置相关学

分奖励、推荐工作机会，激发学生参赛积极性，加快构建“赛教

融合”教学模式。第一，学校可以设立个人、团队非遗文创比赛

项目，分为命题创作、现场考核与创作两大环节，最大限度考验

学生对非遗文化的了解、非遗文化应用能力和非遗文创产品设计

能力，培养他们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工

匠精神。非遗传承人可以对学生进行现场提问，考验他们对非遗

创作工艺的了解，并指出他们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学

生非遗文创产品设计能力。第二，企业可以选拔优秀非遗文创作

品，把学生设计的非遗文创作品进行商业化转化，进而促进产品

设计专业“产、学、研”一体化教学发展，提高企业非遗文创产

品市场竞争力。例如企业设计师可以推荐优秀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带领他们参与企业非遗文创产品项目研发、设计与生产工作，推

进现代学徒制，提高非遗文创产品人才培养质量，提高非遗文创

产品设计水平。

（五）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高非遗文创产品教学质量

“互联网 +”时代下，高校产品设计专业教师要积极开展混

合式教学，借助人工智能赋能非遗文创产品教学，构建智慧课堂，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首先，教师可以利用超星学习通 APP 开展混

合式教学，提前导入预习微课，介绍非遗与文创产品的融合，便

于学生根据微课进行预习，提前了解线上直播教学知识点。线上

教学中，教师可以和学生连麦讨论水墨画、剪纸、竹编等非遗元

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案例，并出示相关设计图和非遗文创作品

图片，鼓励学生畅所欲言，提高线上教学质量。线下教学中，教

师可以带领学生复习线上教学知识点，鼓励他们利用非遗设计个

性化非遗文创产品，做好巡堂指导，及时解答学生在创作过程中

的问题，做好线上与线下教学的衔接，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此外，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录制复习教学视频，并把视频发布在

学习通平台，便于学生课下自主复习，全面提高非遗文创产品教

学质量。

四、结语

总之，非遗文创产品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热点，拥有广阔发

展前景，有利于促进非遗文创产业发展，也为高校产品设计专业

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高校要深化产教融合，联合企业成立非遗

文创产品工作室；开设非遗类课程，提高学生非遗文化认同感；

组织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比赛，营造良好育人氛围，提高学生非遗

文创产品设计能力。高校产品设计专业教师要搜集新媒体案例，

激发学生非遗文创设计灵感；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高非

遗文创产品教学质量，让学生肩负起传承和弘扬非遗的责任，提

高产品设计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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