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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念、三融入、四共建”非遗陶艺实践教学创新人才
培养典型案例

刘　丹 1　吴羚翎 1　刘　建 1　谭来辉 2

（1.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广东 中山 528400；

2. 中山市大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 中山 528400）

摘要：一理念：赓续传统文化、美育沁润、提升学生文化自信。三融入：人才培养互融、实训基地互融、师资队伍建设互融。四共建：

共建校企合作利益共同体、共建双主体育人模式、共建非遗传承技艺创新基地、共建实践平台，提升创新能力。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丰富专业建设内涵。雄厚的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成果硕果累累。实训基地建设、辐射周边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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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加强和社会对非遗的关

注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存问题。随着现

代化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新生代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降低。

对于非遗，很多人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形式感认知，缺乏深入的了

解和体验，难以真正产生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导致非遗传承

技艺深入推进滞后。非遗传承方式较传统，长期以来一般采用口

耳相传等传统方式，难以满足目前现代社会的需求。随着互联网、

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与非遗技术传统传承格格

不入，导致普及力度狭窄，以致于有些非遗技艺的传承后继无人。

给非遗的传承和推广带来了困难。

根据市场调研，结合周边行业企业发展，工艺美术产品 - 陶

艺制作虽然拥有自己的市场需求，但是在技法传承和人才培养方

面缺口较大，继承非物质文化技艺实用型人才越来越少，传统陶

艺制作技艺已经被当下年轻人慢慢失传，对于当下弘扬非遗技艺

传承迫在眉睫，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继承和发扬、创新与拓展。

做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的中山市，“敢为天下先”的孙中山

精神，更有责任、有义务发展现代服务产业集群，为创意产品设计、

非遗技艺人才传承做出贡献。

二、主要做法

（一）一理念

赓续传统文化、美育沁润、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根据教育部提出《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沁润行动的通知》，

进一步加强学校美育工作，强化学校的美育的育人功能，美育作

为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美学素

养，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意创新能力。

陶艺教学一直是该学校美育教育的特色项目，做为全国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学校，结合职业教育特点，不仅仅贯穿专业建设的

各个学科，使学生了解陶艺文化，提高动手实践能力，传达艺术

精神和文化内涵，注重个人的表达和想法的培养。润物细无声，

感知陶艺的美。学生对陶艺技法的学习，提升学习的内驱力和自

信感。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方式语言来进行表达思想、感受和创

意审美的能力。

（二）三融入

人才培养互融、实训基地互融、师资队伍建设互融。

1. 企业岗位需求融入学校人才培养模式

（1）生产实践案例融入课程教学。与当地文化传播企业进行

校企合作，形成课程设置与岗位需求相融合、教学内容和企业项

目相对接，确保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2）数字赋能，建设课程资源。打破传统技艺方式，运用

3D 打印综合技术，虚拟仿真制作技术等，让学生在创作前能够预

览作品的效果，从而更加增强对创作作品制作的信心和勇气。建

设数字课程资源，实现学生线上、线下随时可以了解和学习陶艺

课程。    

（3）融入文化故事与历史。通过文学名著和历史故事，启发

学生的创意灵感，讲述陶艺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使学生了解陶

艺不仅仅是工艺品，更是文化的载体。组织学生参观当地博物馆、

陶瓷企业，亲身感受陶艺历史的魅力。

2. 校内外实训基地互融

打造学校校内实训基地美育实践中心，非遗技艺传承基地，

通过校企合作，引进非遗大师，建设大师工作室，与校外企业实

训基地共享，学生不仅可以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实训，也可以到

企业进行生产实践操作，更加深入了解陶艺技艺产品生产制作的

全过程。

3. 铸造师资队伍品牌，学校教师 + 企业导师（双师）互融。

学校邀请企业导师、行业专家、非遗大师等担任专业建设指

导委员会成员，参与学校陶艺实践教学，分享行业经验，开拓学

生的艺术视野和非遗传承的技术技能。企业导师引入项目案例与

学校教师共同开展课程教学，学生可在真实项目中得到实践与锻

炼，同时把企业的文化渗透、融入到学校文化、专业文化，提示

更好地体现在设计作品中。

（三）四共建

共建校企合作利益共同体、共建双主体育人模式、共建非遗

传承技艺创新基地、共建实践平台，提升创新能力。

1. 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

学校与当地企业、地方文化单位进行深度合作、联合工艺美

术行业协会、陶艺委员会，文化馆等定期举办一陶一画美术教师

作品展、参与强师工程质量提升计划 - 中小学美育骨干教师陶艺

培训，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学校通过实习、实训、展示

于一体，与企业共同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

2. 四方联动、共建双主体育人模式

学校实施“政、校、行、企”四方联动，合作共赢原则，通

过双主体育人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实现人才共育，实施过程管

理、成果共享。学校通过强化自身的科研优势，人才培养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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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方面，提升对企业的吸引力，积极推动产教融合，联合行业、

契合开展技术攻关、形成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

3. 共建非遗传承技艺创新基地

通过建设非遗传承基地，打造“金基地”，陶艺实践教学通

过非遗传承基地的载体来发挥陶艺作品的实用型，结合地域特点

和乡镇绿美生活紧密联系，帮助学生了解市场对陶艺文创产品的

需求。发挥和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和培养学生传承技艺的理念意识。

4. 共建实践平台，提升创新能力。

（1）通过线上、线下教学，打造陶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通

过双导师教学，引导学生运用传统的陶艺技术与现代生活创意相

结合，鼓励创新意识。不断累计教学实践案例，积累课程教学资源，

更好地服务于陶艺技艺的人才培养，把企业订单与教学案例有机

结合，实现学生的作业 - 作品 - 商品的转化，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2）通过实践课程平台，提升教学质量。提供实践操作的课

程资源平台，让学生亲手制作陶艺作品，实训教学中让学生真正

学习设计 - 制作 - 烧制 - 上油 - 完成的阶段过程，从泥土的选择

到成品的烧制，熟悉了解整个过程，提升教学质量。

三、成果成效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丰富专业建设内涵。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背景下给陶艺实践教学精准对接了企业

岗位需求，进一步培养工艺美术陶艺制作产业发展的人才和提高

学校专业内涵建设，企业导师参与人才培养建设，企业案例融入

课程教学，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近 3 年，

学生就业率达到 100%，就业对口率达到 83%。学生就业有技能，

教学质量有提升。获得国家级课题一项、省级课题 3 项、出版教

材 8 本，发表论文 20 余篇，省级教学改革遴选项目、成为省级第

三批双精准专业建设项目、省级在线精品课程 1 项、获得省级双

融双创案例 2 项、国家级技能大赛 2 项、省级技能大赛一等奖 5 项、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行业一带一路金砖大赛一项。通过整

合优质产教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这

种模式促进了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的耦合发展，为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力的支持。

学校获得全国创意设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副理事长单位、

全国数字艺术产教融合共同体理事单位、全国室内设计产教融合

共同体理事单位、全国智慧生态园林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理事单

位。全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二）雄厚的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成果硕果累累。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背景下很好的推动教师团队发展，2022

年，获得广东省创新团队称号、广东省思政教学团队称号。全国

班主任教学能力大赛获得一等奖、广东省技术能手、广东省特支

教师、中山市第六批次紧缺人才、广东省优秀班主任、广东省最

美教师、中山市首届美育专家、中山市专业学科带头人 2 名、中

山市首席技师等等。省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实用型新专利 23 项。

（三）实训基地建设、辐射周边服务社会。

1. 企业提供的校外实训基地，提供生产性应用技术，有助于

学生讲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增强实践能力，与此同时，

更加让学生迅速适应企业生产环境和非遗技术传承的有效开展。

校内实训基地建立非遗传承大师工作室，引进潮州手拉壶艺传承

人、中山板芙白溪瓷釉彩烧制工艺传承人进校园，校企合作围绕

人才培养，陶艺作业 - 作品 - 商品的转变，形成全方位、深层次

的校企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教育和实践的结合，推动行业、企业、

政府、学校的四方联动，不断把美育 - 陶艺融于专业、辐射社会。

2. 加强社会服务与影响力做出新贡献

非遗传承陶艺实践教学开展，多元融合，不仅仅开展校企合作、

打破传统授课，依托产业，深入产教融合，把人才共育、资源共享、

教科研共建联合共建，建成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单位、市级陶瓷艺

术文化技能教育实践基地、全国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市级

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3. 开展一陶一画国际交流作品展，与新加坡、中国香港开展

学术交流活动，助力乡村文化创意活动，为乡村设计开发旅游纪

念品和文创周边产品。承办中小学美育骨干教师师资培训，极大

提高师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经验总结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对于

陶艺非遗文化的传承，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了人才

培养的质量，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非遗技术。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立德树人、定位精准

结合企业需求，明确陶艺人才培养目标，将传统手工艺与现

代设计理念结合，培养适应市场需求实践能力的陶艺制作人才。

立德树人，陶艺传承项目，让学生学会持之以恒、一丝不苟严谨

的做事态度。发挥学生的能力本位，精准对接岗位需求，促进学

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提高。

（二）优化课程资源，实现产教融合

结合企业需求，以非遗传承基地为载体，任务驱动为导向，

调整课程内容，紧密结合企业市场需求，增加实践性、应用性，

开发课程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数字赋能课程，让学生在

实战中提高陶艺技能。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聘请行业、企业

导师、引进非遗传承人，定期开展学术交流会，师资共享，为学

生传授实战经验，传承非遗技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陶艺技艺。

传授实战经验。学生获得全省手工艺作品大赛获一等奖、全市陶

艺雕塑作品展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加强校内

教师与企业导师、非遗传承人交流合作，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定期组织教师进行行业培训交流、研讨会，了解行业动态，提高

教育教学水平。

（四）搭建实践平台，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

陶艺大师工作室、理实一体化实训室，非遗传承基地，为学生学

习传统技艺，继承传统文化提供良好时间场地。组织学生参加各

种陶艺作品展和比赛，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开拓视野。

（五）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学研一体化。与企业共同研发

陶艺产品、为企业培养员工，讲研究成果转为实际生产力。开展

产学研项目，退订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加强与企业

沟通联系，及时了解企业需求，调整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

（六）政校行企四方联动，多元评价体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注重过程评价，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升。引入企业评价机制，

将企业满意度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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