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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创理念的“首饰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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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内珠宝行业的发展，不少高校纷纷开设珠宝相关专业。其中，首饰设计是一门比较难教授和培养学

生动手能力高的学科。目前，一些高校在模仿首饰设计课程的设计教育方式，但这种教育方式存在片面的课程设置

问题，难以突出首饰设计的专业特色。其结果是，学生设计思维的培养效果不尽人意，同时也影响了学生后续的专

业进程。本文分析了高校首饰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以帮助相关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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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的首饰设计教育起步较晚，大部分教学方式延

续了传统的艺术设计教育方式，教育方向主要针对饰品

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时至今日，我国首饰设计教育的体

系化仍有待提高，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

市场的变化，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所

以，为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方向，首饰设计教育改革

应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专业教育的实用性、实践教

育的连续性和渐进性。从国情出发，根据“实际、实用、

实践、必需、够用”的方针，结合专业技术培训的实际

需要，对课程进行一些调整，强调实践技能的培养。

在首饰设计的课程设置中，高校和教师应根据本专

业的发展特点，依托国内设计专业教育体系，注重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并有所突破。帮

助学生培养感性能力，实现有效思维，运用各种设计材

料和工具进行实践，提高整体教育效果。本文探讨高校

首饰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策略，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

参考。

一、首饰的相关概述

（一）首饰

首饰是指戴在头上的首饰，泛指用贵金属、宝石制

成的项链、手镯、耳环等饰品。饰品的广义定义包括首

饰、配件、摆件的范围。首饰设计包括商业、艺术和概

念饰品，以及传统和现代饰品。其中，现代珠宝和商业

珠宝的概念没有从属关系，前者以概念和设计风格为目

标，后者以商业为目的。

当代珠宝艺术的表现，不仅包含装饰外在的功能，

更包含个性化的生活态度。有多种材料可供选择，无论

是贵金属材料、废弃塑料还是腐蚀木材。这些材料在当

代珠宝制作中的应用，不仅为珠宝增添了触感、趣味和

个性，更赋予了珠宝一个新的视觉形象，体现了艺术家

的艺术洞察力，珠宝佩戴者可以感受到其中包含的情绪

和感性。

（二）中国制作的传统工艺首饰概述

我国制作的传统工艺饰品种类繁多，从旧石器时代

原始人佩戴的骨珠、骨牙到现代饰品都有。饰物种类按

饰物的不同分为头饰、耳饰、颈饰、臂饰、手饰。下面

将从首饰制造的工艺、制造方式以及设计理念阐述中国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传统手工艺制造的高超水平。

明清两代，花丝工艺被誉为燕京八绝之一。同时，

它是我国传统奢侈品的传统工艺之一，已被文化部指定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高雅华贵的效果，又被

称为宫廷首饰，主要产于旧时宫廷。花丝材料一定是贵

金属，工艺繁琐，难度极大，材料稀缺，以彰显、表达

皇室的威严，将金、铂、银等贵金属丝聚在一起，出现

在历代皇宫或贵族的饰物上。

清朝时期，几乎是清代最优秀的祖师，负责制造祖

饰的，都聚集在这里为皇室服务。在故宫博物院之中，

花丝工艺品不占少数，美轮美奂，工匠们的制作工艺已

经是登峰造极。

							

左图为银渡金珠石累丝指甲套，右图为清点翠嵌珠

宝五凤钿（均为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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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翠是我国传统金属工艺，将中国金属工艺与羽

毛工艺完美结合。翠鸟的蓝色羽毛精心镶嵌在金银制成

的多图案金属底座上，色彩鲜艳，佩戴时饰有装饰品。

点翠工艺在乾隆年间达到顶峰，但由于残酷工艺，清末

明初被烧蓝工艺所取代。

辑珠点翠嵌宝福寿绵长富贵天香钿子（现存波士顿

美术博物馆）

錾刻，鼎盛于战国时期，在金银材料上使用凿纹，

制作方法为凿、雕。錾刻对工匠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

工作过程相对复杂，技术难度大。

APEC国礼：《和美》纯银丝巾果盘

进入21世纪，国内外首饰设计交流更加频繁，呈现

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国传统饰品以神秘的东方色彩和浓

郁的民族气息逐渐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其丰富的内涵和

广阔的内涵，为国内外设计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

感，为世界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

（三）珠宝和贵金属首饰行业

据Euromonitor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3年，我国珠

宝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增长率超过10%。而在珠宝之前，

我国珠宝市场增速放缓，增速不到10%，2019年我国珠

宝市场规模达到7073亿元。	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国

珠宝市场增速由负转正，市场规模6154亿元。

潘多拉、施华洛世奇、APM等时尚首饰品牌主要使

用银、水晶等非贵金属，以时尚的设计和丰富的款式满

足日常佩戴需求。以丰富的产品系列和快速的产品迭代

满足消费者的时尚需求，重视以产品为中心的概念营销。	

Cartier、Tiffany、Van		Cleef	 	&	Arpels等奢侈珠宝品牌都

是国外品牌，通常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其产品售价在

万元以上，主要消费群体为中产阶级以上，突出炫耀性

需求。

2020年，我国时尚珠宝的市场规模为5185.67亿元，

同比下降13.97%，精细珠宝的市场规模为968.33亿元，

同比下降7.36%。

二、首饰设计课程教学现状

（一）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学习被动

首饰设计课程的传统教学忽略了各种教学，遵循从

理论讲解到指导实践的教学方法，强调材料制作阶段的

共修。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仍然依赖于单一的多媒体课

件讲座和案例演示的教学方式，而实际教学环节大多以

教师布置作业为主，学生的积极参与性不强。在教育过

程中，教师注重教材演示，驱动如何应用材料，学生在

不手动状态下逐步完成驱动步骤。填鸭式教学，学生缺

乏学习热情对珠宝材料的理解，仅限于表面，没有深入

思考，也没有主动感知其核心。

（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安排不合理

首饰设计过程的传统教学方法过于严格。过程如下；

获取设计灵感——	绘制设计草图——	修改、完善设计案

例——制造和加工使用——完成设计工作。通常使用材

料技能练习，作为一种循序渐进的示范和方法。教师在

整个教育活动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导致学生的理解

不够深入，主观能动性不足。技能操作练习，无视创新

思维训练，导致学生思维单一维度，自主创新缺乏多元

思维和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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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设计课程多属于狭义的金属工艺范畴，思维刻

板，难以突破设计主题。中国首饰设计被欧美首饰设计

强烈同化，逐渐缺乏本国人的文化精髓，失去了自己的

文化风格和国际竞争力。

（三）教学管理不严谨，评价体系不健全

首饰设计课程的师资管理，由于时间安排和作业不

确定，学生学习规划缺乏系统规范，往往导致学习态度

轻视、准备不足、应对行为。课程课程管理缺失，课程

教育评价尚未形成科学、严谨、完善的体系。

三、改革高校首饰设计课程必要性

目前，我国珠宝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人均消费不

断增长，但行业基础条件不理想，市场仍需大量专业人

才。珠宝鉴定、首饰设计、珠宝市场销售与管理、珠宝

加工等方面的人才。早期的珠宝培训为鉴定师、品牌商、

加工生产链提供了很多人才，但从产业发展来看，大部

分员工学历不高，少数。一些工人依靠多年的工作经验

完成产品的设计或鉴定，很少通过教育机构获得资格证

书。目前，开设首饰设计专业的大学很多，但有学生毕

业后进入销售市场，从事专业理论研究、学术研究、具

体研究的人并不多。课程教育效果是单一、片面的。

（一）重塑教学理念

建立珠宝首饰设计专业设计	课程的重要性和核心作

用，重塑珠宝设	计的教学理念，注重创新思维的培养。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改	革转型发展的教学

过程。

与其他艺术设计专业不同，首饰设计在珐琅加工、

电镀加工、日本木框加工等制造工艺方面非常丰富。材

料本身也极大地影响了宝石的价值。首饰设计作品是外

在造型、制作工艺、当地资源、文化内涵、情感需求等

多种因素的结晶。

（二）重构教学内容

在传统课堂教学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的专业需求，

制定首饰设计专业的学习目标，根据工作内容设置和教

育首饰设计专业的学习内容教学。

邀请公司的设计和生产专家评审工作，或者在校学

生可以直接向珠宝公司展示他们的设计方案和灵感。利

用学校珠宝工作室的设备，与当地珠宝企业保持长期稳

定的合作，密切关注企业应用的最新、最前沿项目和销

售话题，根据实际问题开展课堂作业。为企业项目培养

未来首饰设计人才。

保持内容传统和实用。这些内容是从适合首饰设计

专业学生的专业教材中综合挑选出来的，并开设了专门

的课程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重组。与以“中国风”为主题

的传统文化一样，蓝色印花棉布图案只能应用于首饰设

计，而龙凤图案则可以应用于首饰设计，以及让设计目

的更加明确。例如创新景泰蓝首饰设计研究方向，使其

适用。此外，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设置相关的应用主

题，如情人饰品设计、动漫饰品设计等，提升学生的兴

趣和积极性。

（三）整合教学资源

在课程中，教师重视渗透、内化、创造的教学过程，

运用头脑风暴法、KJ法等，实现教学技巧的创新，使学

生始终处于积极的学习状态。在设计意识期，教师可以

体现设计思维的灵活性、新颖性和灵活性，摆脱对外观

或具体细节的勾勒，运用素描表达方式，实现对现实和

情感的表达。

优化实用资源重组为运营项目。	“教、学、练”一

体化教学模式注重实践技能培养，包括改善校内外教育

环境、以实践为基础，建立校企合作珠宝工作室。学校

加大了对珠宝工作室的投入，扩大了教学空间，改进了

设备。

建设郊区实习基地，主要依托于众多珠宝企业。校

外专业人士面对面培训，确保珠宝商“工读”人才培养

计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公司培训和技术支持的连续性，

加强密切公司与学校的合作联系。

四、基于本土优势，“新”视角的改革

首饰设计教育的“新”视角强调新视角、新模式、

新材料、新工艺、新体验。确定首饰设计专业人才方向，

构建首饰设计专业特色框架，逐步构建和完善首饰设计

教育一体化理念。

（一）五个“新”的内涵

对中华文明精髓、符号和图案的精雕细琢，真正表

达和传达民族性格，运用现代设计语言结合地域特色，

对珠宝创意进行重构、改造、调整，高度浓缩设计，赋

予新的设计对首饰设计和创造民族珠宝经典的意义。

更新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优化教育资源，设计符

合行业趋势的最新新课题，引入企业真实项目，让学校

师生参与创新规划、技术研发、联合评审项目并分享结

果。开创“理论+实践”一体化新模式，组织完善首饰

设计教育各个环节，深化理论，融合实践，实现专业基

础课程与专业实践课程的无缝衔接，让首饰设计专业的

学生提高认识，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和发现知识的过程。

在首饰设计工作室，学生探索、研究和复制各种材

料，提高对天然、合成、环保等材料的使用、组合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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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能力，培养动手实践的专业知识，并塑造环境再造设

计理念。延续铸造、拉丝、冲孔、镶嵌、手工、焊接、

刺绣等加工工艺，特别是融合本土工艺的精髓，传承民

族传统精良工艺，注入世界先进的科技工具、手段和技

术，实践、融合，针对每一个工艺，对学生的工艺实践

进行深入的探索、学习和培养。

以互联网+的概念打破传统课堂教育模式，基于互

联网在线平台的教育，通过建立教师、同事和专家之间

的资源共享，实现教学和研究集成开发和设计。并在学

校、企业、工作场所和学习之间建立互动。

（二）首饰设计课程的教学实践

教导学生了解珠宝、中国传统工艺、现代艺术，并

通过珠宝作品和珠宝工具和材料的实物，让每个人对首

饰设计过程产生兴趣。本课程准备了戒指示范和一些简

单的上链方法，让所有人都可以尝试珠宝制作，体验和

享受制作过程，体验和探索材料，并为自己设计珠宝。

以创新的教学方式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让学生通过真

实的展览体验，真正感受到珠宝的魅力。

在投入生产的过程中，学生打破思维方式，培养实

践技能和创新创造能力。因此，本课的教学不仅要深入

理解和运用教材，更要让学生打开已有的思维，专注于

情感投入。从日常生活故事中获得灵感，提取一些基本

元素，然后用这些元素激发你的思想，释放你的想象力，

创造更多相关的设计元素。包含这些生活细节的情感元

素，可以应用在珠宝的表达中，诠释情感，感同身受。

结语

简而言之，指导建设首饰设计专业教学体系,教师应

高度重视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教育

中应以珠宝为基础进行设计。具体情况，把握全局，坚

持实践原则，完善基本原则,建立长效教学模式，根据目

标提高教学标准，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学生能够适

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和加强科学行动,为了不

断提高首饰设计的质量，创新教学方法和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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