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教育 

 65

高职院校产品设计专业旅游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项目化

探究——以广西壮族壮锦元素提炼为例 
范玉翠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31400） 

摘要：旅游产品设计是彰显我国城市风貌与文化现象的重要经济产业与文化产业，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而广西壮族壮锦元素
则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切入点，将其运用到产品设计当中，能够彰显其时代特性，使少数民族元素在旅游产品设计中大放异彩。
本文将以壮族壮锦元素为例，分析在旅游产品设计课程的创新方式，传播旅游产品设计的价值，推动高职院校产品设计专业的项目
化进程以及广西旅游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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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壮族壮锦艺术特点与文化分析 
（一）广西壮锦文化背景 
广西壮锦是起源于汉代，与宋锦，云锦，蜀锦并称为中国四大

民锦的文化瑰宝，也是广西壮族人民生活与纺织工艺的代表。壮锦
的花色绚丽夺目，线条均匀，是壮族文化传统的灵魂。据《唐六曲》
记载：“白质方纹，佳丽厚重”的描写，便是用来形容早期的壮锦
工艺，其是封建王朝所具有代表性的贡品，图案也具有不同寓意。
在壮锦文化的发展中，古老的传统纺织技术已被现代文化逐渐吞
没，而传统的壮锦文化应如何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弘扬，是
我国地方院校教育值得探讨和尝试的问题。 

（二）广西壮锦元素的艺术特点 
壮锦图案通常变化丰富且不限于自然形态，它是广西壮族人民

的生活符号，通过抓住事物的典型性特征并加以高度概括，凝练出
独特的意象造型，突破传统静态符号的局限，以五彩线织绣成多种
颜色的花纹，色料则是从自然野生植物与矿物中提取，表现出壮族
人民“返朴归真”的理念，形成自由活泼，浓墨重彩的艳丽风格。 

从工艺与面料上来看，壮锦的面料相较于其他传统工艺较为厚
实，通常以棉或麻的股纱作经线，并在正背面绣上花纹增加厚度。
同时，在技艺上有扎染、雕花、刺绣，挑花等多种工艺形式，具有
对比强烈的艺术风格与广西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给人以显著的手
工感。 

二．旅游产品设计的课程项目化意义与现状 
（一）基于民族元素的旅游产品设计的课程项目化意义 
高职院校的产品设计教育目的不仅在于设计技能的提高，同时

更是文化与精神交流与传递。在教学中，由于广西地区具有独特的
民族文化资源，能够将其地域文化元素作为课程教学中的一环，并
通过具有地域特色的教学实践，鼓励学生创作出以民族特色为文化
导向的产品设计。其教学课程改革不仅在学生能力的实效性上有所
增强，更对于广西旅游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性意义。 

另一方面，旅游产品作为产品设计中一项重要的特殊商品，其
需在产品功能完善的同时，从消费者人群的需求角度出发，使产品
受到消费人群的青睐。这既是旅游产品设计中的重点，也是课程项
目教学的核心与难点。因此，项目化课程教学能够使学生将地域文
化特征为导向，以产品设计与消费者心理为核心，对加强学生对旅
游产品设计的核心内容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旅游产品设计与课程的现状 
由于民族旅游产品设计在现代化建设中呈现跳跃式发展的态

势，其经济开发、旅游发展，城市建设等不对等的矛盾问题集中出
现，导致我国旅游产品设计仍缺少系统化，研究化的创新性设计产
品。在我国的高职院校中，课程教育缺乏对民族元素的深入研究，
未能体现出地区民族特色文化与精神。这需要我国在少数民族元素
产品设计中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并赋予其时代特征，有针对性地将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项目化，使其能在旅游产品设计中占有稳固市
场。 

（三）广西壮锦元素在旅游产品设计项目化中的应用提炼原则 
优秀的产品设计需从造型、色彩、图案，选材等多方面进行协

调搭配，在突出商品个性的前提下取得最佳的设计方案。由于不同
国家与地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设计师需一方面对产品有
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也需通过图案元素的包装设计，增加
产品自身的魅力，从而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冲动。对于壮锦图案元素
来说，其主要是保证色彩的合理搭配，呈现“红配绿，看不俗”的
视觉感受。运用大胆的颜色搭配，体现出壮族元素独特的粗旷魅力。
而图形元素中则需合理选用壮锦图案的几何纹基底，了解其象征意
义，保证作品兼具壮族壮锦元素与中华民族的特点，使其既具古典
美，也符合现代游客的审美需要。 

三．旅游产品设计的课程项目化的改革策略 
（一）突出课程项目化的开放性实践特征 
旅游产品设计的项目化教学禁忌便是闭门造车，因此高职课堂

应改变学生缺乏市场研究，文化调研的问题并加以重视，突出课堂
项目化的开放性实践特征，体现出产品设计专业的社会文化价值。
学校可组织学生到博物馆，民间作坊等地调研，通过与民间艺人与
传统手工艺的密切接触，深入了解广西壮族元素的特征与魅力。并
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深入到地方城市与旅游产品市场进行调
研，明确自身产品设计的优劣之处与竞争力，以调查报告或课程研
讨等方式激发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兴趣，使产品更具有文化价值。 

（二）增强旅游产品设计的文化创意性 
在旅游产品设计中，创意、文化、市场，设计等多方面因素是

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关系。设计者须坚持以特色旅游文化为引导，
帮助旅游者发掘当地民族文化特征的美。因此，高职课堂项目化教
学需注重学生创造力与文化创意性的培养。以壮锦元素为例，可以
凤纹为元素提炼，简化或变化其形态，并基于纹样“幸福，爱情美
满”的寓意，将其运用到首饰或日用品等产品设计中。 

学校可积极加强与当地文化企业合作，使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
中，感受地域文化的美。并可通过设计大赛，让学生以旅游产品为
载体，实现文化创新，建立学生优秀的地域文化价值观，并带动当
地经济与文化发展，达到课程项目化教学文化传播与创造社会经济
价值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教育有着弘扬文化精神与地域民族文化传承的

责任，在我国教育飞速发展的当下环境中，旅游产品设计也应探索
新型项目化教学思路，完善旅游产品设计的教学内容。壮锦元素是
广西壮族人民千百年所沉淀下的结晶，是广西民族精神与信仰的象
征，将广西壮锦元素融入高校旅游产品设计中，能够帮助传承地域
民族文化，培养全面优秀的产品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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