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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为导向的“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教学探究
——以重庆市合川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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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产学融创”的

教育理念的提出，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设计课程，已经

成为各地高校产品设计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仅可以提升高

校产品设计专业的特色，而且有助于地方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创新

发展。本文以合川区地方文化为例，探讨地方文化为导向的文创

产品设计课程的教学。首先分析合川区地方文化特色；其次分析

合川地方文化与文创产品设计课程之间的相互意义；最后重点分

析以合川地方文化为导向的“文创产品设计”课程的教学设计，

从教学课题的选择、教学模式的融合、教学内容的优化几方面阐述，

总结课程教学应用地方文化的方法及可行性。

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地域性，不仅是当地经济文化建设发展

的基石，也是地方高校艺术类课程改革的素材宝库。将地方文化

有机的融入文创产品设计课程中，增强高校艺术设计的专业特色，

同时也对地方文化起到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作用。合川区位于重庆

西北部，是巴渝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之地，是丝绸之路带上的重要文化节点，被誉为“东方麦加城，

上帝折鞭处”，其境内拥有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

文创产品设计是一门以文化为核心、创意为重点、产品为载

体的综合性、多元化的课程。如何将合川地方文化，融入高校产

品设计专业课程建设和教学过程中，让文化引领课程核心、让课

程成果“反哺”地方文化，打造具有合川地方文化的特色课程，

是“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教学中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合川区地方文化特色 

（一）地理文化特色

合川古名为垫江，地处重庆西北部，是嘉陵江、涪江、渠江交

汇之地。同时合川区地处中丘陵和重庆平行岭谷的交接地带，三江

交汇以及群山环绕为合川伫立了天然的保护屏障。这也是古时合川

（三）缺乏学校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家长和学生对此也不

够重视

很多学生认为家长是对自己职业生涯规划影响最大的人，但

是自己平时却很少跟家长共同探讨职业生涯规划。学生反映，家

长平日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习，其次是心理健康，最后才是兴趣、

理想；学校老师最注重的也是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老师在重

重压力之下，也没有心力去帮助学生全面发展，做好职业生涯规

划。而学校对学生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也没有特别重视。从调

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渠道狭窄，

主要是同学们通过自己的家人、亲戚了解到了一些他们所从事的

相关职业，然后同学们之间进行交流，少部分是从有关职业的书

籍上读到的。几乎没有学生是从学校的相关课程与系列讲座中了

解生涯规划的相关知识的。由此可见，虽然学校做过有过关于职

业生涯规划的相关工作，但可能是流于形式居多，针对学生落实

到位的很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学校今后一定要重视学生的职业

生涯规划，家长以及学生更应该重视起来。要解决当前的困境，

学校要多开发职业生涯规划的课程，提升学生的认识和积极性，

真正落实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问题，而不是流于形式做做样子。

从调查中还了解到，有些学生已经意识到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

但是主动去了解相关知识并为自己制定职业生涯规划的人却很少，

当然也不能保证能够严格的执行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了。

三、结语

通过这次调查，发现我校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还很薄

弱，这与学生、学校、家长以及他们身处的环境都有关，面对

高一选科，高三填报志愿，他们很迷茫也有些许无助，他们亟

需相关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高中阶段的职业生涯规划很重要，

它可以帮助高中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有的放矢的进行规划

和学习，提高学习动机。高中生在学生时代对自己的认识越准确，

在学习中越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高考后也能更好地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专业。高中阶段的职业生涯规划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源

头，可以帮助学生提前了解自己、了解社会，在择专业、就业

之前做到未雨绸缪，为今后走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通

过社会，学校的宣传，许多学生已经意识到了高中生提前进行

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缺乏相关的途径。我们课题

组接下来的工作任务是联合社会，学校和家长为学生开展一些

相关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 希望能够帮助学生在高考之前认清

自己，了解自己真正所需要的，然后制定一个真正适合他们的

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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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易守难攻的重要原因。同时合川侏罗系地层分布面积庞大，

占合川区幅员面积四分之三以上。太和镇马门溪挖掘出了世界上最

大的恐龙化石“马门溪龙”，是恐龙文化的发祥地区之一。

（二）历史文化特色

合川区具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国家 4A 级风景名胜区钓鱼城，

是宋蒙（元）战争时期的著名战场，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

的古战场遗址之一，也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一。此外合川区还

有古建筑群涞滩古镇；元、明、清三代遗留的大量诗赋辞章、浮

雕碑刻；全国罕见的佛教禅宗造像聚点二佛寺；古时水运文化载

体的文峰街等著名历史文化古迹。同时合川区也有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例如合川峡砚、合川桃片、善书、七子鼓、三江号子、

纸扎艺术等。

（三）城市发展文化特色

合川区除自身拥有的地理、历史文化资源，在城市文化发展

也具有一定特色。作为合川的“城市名片”，合川儿童画最初起

源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少儿美术活动。自其萌芽、成长、发展至

今已有近 60 年的历史。2008 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

化（儿童画）艺术之乡”。同时合川还有“水甲西部”美誉，自

古就有划龙舟、赛龙舟、看龙舟的文化传统，每年中华龙舟大赛

赛点也设立在合川区，形成了鲜明的龙舟文化。

二、地方文化与文创产品设计课程的相互意义

（一）地方文化对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教学的意义

对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教学而言，文化是课程的核心，所有的

产品设计与创新都是立于文化基底之上的。合川丰富的文化资源，

不仅为该课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研究资源，开阔了理论探析的新

领域，而且合川地方文化的地域性及鲜明的形象，也成为了课程

实践教学的优质资源，是学生创新设计的素材宝库。

（二）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教学对地方文化的意义

合川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地理、历史以及城市发展的文化特色，

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文化内涵挖掘深度不够、

文创产品更新缓慢缺乏创意、没有树立文化品牌 IP 等。而对于“文

创产品设计”课程来讲，重点内容就是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创新，

并将文化结合创意转化成产品设计，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文创产品

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课程的开展不仅可以针对性地解决合川区

地方文化发展现有的问题，而且也对合川区文化的发展具有推动

作用。

三、文创产品设计课程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课题的选择  

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是由文化内涵挖掘、创意思维拓展、产品

实训三个环节组成的。其中文化内涵挖掘是学生选课题的基础，

需要带领学生分小组进行文化赏析、文献查找、实地考察等方式，

引导学生找出自身感兴趣的合川文化课题，再由学生自主挖掘该

文化特色。例如，可以带领学生到合川区文峰古街、钓鱼城、涞

滩古镇、二佛寺等著名历史文化古迹考察，让学生在选题过程中，

直观的感受合川文化，加深对合川文化价值的解读，为后续思维

拓展和产品设计做基奠，避免后期创意设计中对文化的曲解与片

面性。 

（二）教学模式的融合 

现阶段大多数高校的文创产品设计课程，以教师理论讲解加

学生实训操作模式为主，这种模式下容易让学生缺少文化的参与、

体验和互动过程。针对这一问题除了理论结合实践外，可以实行“多

师”型教学模式，例如可以将合川非遗传承人、博物馆专业人员、

旅游景区讲解员引入教学，为学生实地讲解该非遗文化的历史脉

络、技艺特点以及发展状况，让学生更容易地深入选题进行创作；

专业设计教师主要讲述设计以及思维拓展方法，让学生将文化转

译成设计；再引入文创企业专业人员，带领学生课题小组以企业

项目实践为主，将设计转化成贴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这不仅

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加学习兴趣，同时也通过这一

教学模式链条，为合川文创产品的市场转型与文化形象 IP 建立起

到助力作用。

（三）教学内容的优化

教学内容以合川文化为导向，对其地理、历史、人文等进行

全方位的文化梳理，同时凸现文化创意点，要求学生“一点多形”

即一个创意点多种形式呈现。同时结合当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

趋势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的诉求点，将文化转化为更具有时代

性的文创产品。例如以合川二佛寺中的禅宗文化为点，提炼其多

元化的符号元素，通过现代文创市场流行的“萌元素”“二元次”

等市场趋势进行设计，并结合市场消费美观性、实用性、情感性

的导向课题小组设计不同类型的文创产品。使其在便于人们日常

使用的同时又能体现二佛寺的文化特色，促使更多的人去关注与

了解。 

四、 结语

地方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将地方文化为导

向，融入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教学中，不仅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和转

化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模式。而且地方文化特有的内涵、不同的文

化形式、发展的方向，也为文创产品课程提供了多元化的创意素

材。此文顺应时代的发展与专业转型的需求，立足于本土的文化

生态，从文创产品设计课程入手，将地方特色文化导入课程项目，

从教学课题的选择、模式的融合、内容的优化都以地方文化为核心。

这不仅利于文创产品设计课程的改革，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也有利于地方文化形象的树立和文创产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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