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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传统文化视野下高职艺术院校
陶瓷艺术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探索

邢亚男　魏　薇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400）

摘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提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

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

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建设。”传统文化

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一种精湛技艺，更是一种人文精神。高职院校

应该培养能够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学生，通过优化专业结构

和优化课程设置实现传统文化在高职教学中的传承。本文就传统

文化视野下高职艺术院校陶瓷艺术人才培养的意义与策略进行了

简单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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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作为非遗文化的一种，在高职学校中设置陶瓷相关

专业不仅可以帮助陶瓷非遗继续传承下去，而且可以为陶瓷以培

养更多的人才，使得陶瓷艺术可以发扬光大。而对于坐落在景德

镇的高职院校，如何将景德镇传统非遗丰富资源和高职专业相结

合以及提高手工制瓷技艺与现代科技现代设计的向星是现代高职

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在高职中进行陶瓷艺术人才培养的意义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一。将中国陶

瓷文明发扬光大并且传承下去是现代人们应该做的事情。随着陶

瓷产业逐渐转向机械化，传统手工制瓷技艺已经渐渐没落，也没

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而陶瓷技艺人才的缺乏，不仅导致了市

场的空白，而且对于传承陶瓷这种非遗文化来说也是一个深重的

打击。

作为坐落在景德镇的一所高职院校，将陶瓷技艺这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不仅仅是责任，更是学校创立的意义。高职

院校与企业以及传统陶瓷技艺师傅合作创立陶瓷相关的专业，为

陶瓷专业培养人才不仅仅能系统的有效的提升学生的陶瓷理论素

养，而且能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应用能力水平，培养出真正可以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的继承人。这不仅仅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家园的

一部分。

在高职院校中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并且将相关的专家

以及学者邀请到课堂，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提升学生的理论知

识而且能够更加专业的创设相关的陶瓷专业，这对于培养陶瓷技

艺方面的人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本课题的研究对于促进企业和学校的对接，实现小众文化的

传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与企业对接中能够真正将陶瓷技艺非

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与传统艺人向街可以将实现高水平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授。

学生这种年轻群体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不仅仅可

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而且还能给陶瓷企业带来创新，

能够将陶瓷技艺发扬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

学生是未来产业的继承人也是传统文化传承下去的必备条件，

所以在高职院校中打造陶瓷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培养具有

高素质的陶瓷技艺人才不仅仅是陶瓷产业传承下去的充分条件，

更是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必要条件。

二、当前高职院校中设置传统文化专业所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众多的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毕业生水平方面同质化

问题严重。换句话说，现代高职院校设置的传统技艺专业培养的

人才都是面向大众化和社会化的传承技艺的为主的类型，但是要

想真正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不仅仅需要学生具有

优秀的技术能力更多的是能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应用的工

作中。

也就是说，现代高职院校所创设的文化专业培养的应该是不

仅仅能够将技艺作为一种技术传承下去，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

传承下去的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专业应该是将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人才

培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专业，学校在打造相关专业的时

候要秉持培养能够为社会服务为文化服务的正统技艺传承人才的

目的培养学生，将非遗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完善相关的教育模式，

从而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技术水平，实现学生精神文明方面的

提高，进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学校的进一步融合，将学校打

造成培养文化型人才的宝塔。

三、在高职院校中设置非遗文化相关专业的策略

（一）优化专业结构，建立非遗项目专业

目前陶瓷技艺相关专业在高职学校中的设置还比较缺乏，为

了响应国家提出的要求，高职院校应该秉持传承传统文化的原则，

在高校中建立相关的合适的专业。

学校在建立专业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专业相关传统文化所涉

及的方方面面，在创设之初就要考虑到文化传承的目的，将非遗

文化真正的和学校专业结合起来。

学校可以针对非遗项目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通过对其中

关键环节的了解来决定在现实中应该设置哪些专业。优秀的专业

设置是培养能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人才的第一步，设置

专业的时候学校应该将专业设置为非遗项目相关的基础专业，让

学生能够逐渐的一步一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

例如，在景德镇高职院校中设置于陶瓷及相关的专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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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考虑到陶瓷技艺所需要的练泥、拉胚、印胚、利胚、晒胚、刻花、

烧窑等过程对这些环节进行针对性的培养，让学生能够对陶瓷有

深刻的了解，能够从头到尾对陶瓷的制作有系统的了解。

合适的专业设置可以帮助学生更快更深刻的了解非物质文化

遗产，让学生能够更感兴趣的参与性学习中，让学生能够发挥自

我的主观能动性探索瓷的神秘事件。

合适的专业设置是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学生

在传统文化上前进的基石。所以，在探索高职学校中融合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道路中，建立合适的相关专业是建设文化传承型高校

所要考虑的第一步，也是高职院校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最重要

的一步。

（二）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

高职院校在设置传统文化相关专业的时候，要考虑结合当地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非遗资源的优势，

将人才培养和分离资源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将资源融合进课堂中，

打造高效的教学系统，实现高水平人才培养的目的。

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资源不仅仅凝聚了历史的文化

基础，而且融合了时代的特征，是非遗文化发扬和传承的关键。

在高职课堂中融入当地非遗文化的资源，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理

论水平，并且在实践中有效指导学生实现学生的进步。

非遗文化资源是高职院校相关专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部分，

所以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的时候要充分发挥非遗文化资源的力量。

例如，在景德镇设置高职院校相关陶瓷专业的时候，要充分

发挥景德镇所特有的非遗文化资源。其中包括师资资源和技艺资

源，在景德镇有傅长敏、黃云鹏、蓝国华、熊建军一大批国家及

省市级非遗传承人，在高校建设中开展相关非遗传承人的讲座和

交流会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对于非遗的认识和了解，能够进一步拓

展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能够通过非遗传承人的力量建设高水平

陶瓷技艺专业。

除此之外，景德镇还有传统斗彩瓷制作技艺、传统粉彩瓷制

作技艺、传统古彩瓷制作技艺、传统玲珑瓷制作技艺、传统青花

瓷制作技艺等等非遗项目，这些非遗项目融入课堂中不仅仅能够

帮助学生对陶瓷技艺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还能让学生在非遗

文化的环境下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豪感，让学生能够充满热情的投

入进学习中，进而实现陶瓷专业设立的目的——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培养真正的继承人，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三）与企业对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为了实现在高职院校中解说传统文化相关专业，并且实现中

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与社会与企业对接时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

现代传统技艺影响力的扩大离不开社会和人们的需要，随之

而来的就是企业需要面向社会输出高质量传统文化人才，通过企

业规模的扩张实现传统文化的发扬。

同时，学生在企业中实践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艺能力，能够在

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将自己的想法和工作的需求结合在

一起，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传统文化技艺能力。

而且通过与企业的对接也可以将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现代设

计结合起来，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技术实现创新，在现代文化

中渗透传统文化实现传承。

与企业对接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和设计创新能

力，而且能大幅提升传统工艺品在市场上的认知度，无论是对于

企业还是对于文化传承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在景德镇高职院校中设置制瓷相关专业，同时与企业

达成校企合作，可以让学生在日常上课中了解企业所具有的技术

和设计同时也能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应用能力，让学生能

够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的需要结合起来，创造出面向

社会，面向市场的传统文化工艺品。

同时，学生在实践中也可以将自己的创意和自己对于传统文

化的了解，融入进工作中在实践中践行文化传统，你的传承从而

帮助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实现传统文化

真正的弘扬。

（四）与社会接轨拓展学生文化眼界

要想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日常教育

中将学校专业与社会接轨，在社会层面上扩大中华传统文化的影

响力，真正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高职院校在培养专业传统技艺人才的时候，要让教育与社会

相结合，教育得到社会的认可可以实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社会接纳高校传统文化的教育可以促进传统技艺人才的培养。培

养人才志士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但是真正要实现传统文化

影响力的扩张则需要更多的社会层次的认可和了解。

例如，在景德镇高职院校中设置制瓷相关专业，要和社会相

接轨。为了提升专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可以将学生的作品汇集

起来进行展览，通过展览社会上的人士就会对传统陶瓷文化有进

一步的认识和了解，而学生也能在展览中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从而

乐于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传统文化受到重视的今天，将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高职教学的需要融合在一起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高职院校要

将传统文化与教学融合在一起，设置非遗文化相关的专业，通过

教学的方法事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在年轻群体中的传承。高职

院校要充分发挥当地非遗文化资源的优势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理论水平，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技

艺水平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扩大，才能真正地在现代社会中渗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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