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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传统手工拼布与中职艺术类专业教学融合与探索
张　燕

（江西武宁中等专业学校，江西 武宁 332300）  

摘要：拼布作为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从最初的实用主义出发到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艺术，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获得沉淀与传承，

以它独特的光芒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匠心。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保护遗产力度的加大，我国艺术设计类专业的中高职教育改革

快速推进，已经形成了相对正规与完善的教育系统。本文将对传统手工艺“拼布”与中职艺术类专业教学的融合创新进行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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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

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人工造物的智慧与内涵，是民族乃至国家传

统文化的精髓。手工拼布艺术因其材料的普遍性、实用性，在人们

生活、生产实践中发展和传承，直至成为一门独特的手工艺术，其

自身的制作工艺、审美趣味和独特价值，在社会上得到越来越多人

的关注，目前，我国中高职学校艺术类专业发展速度较快，人数越

来越多，教育管理部门越来越重视。在中职学校艺术类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人才目标越来越明确，针对这一大

环境下的中职艺术类专业教学，将中国传统手工艺术实践教学纳入

专业教学内容，进行融合与创新，组织一系列弘扬传统手工艺文化

的活动，结合当地旅游文化创作手工艺拼布作品，并借助现代化信

息平台推广逐渐成为传承工匠精神的必要手段。    

一、中国传统手工拼布的艺术价值

（一）非遗文化的保护、历史文化的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鲜明的中华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活态呈现和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传统一般将拼布称为“百衲”，“衲”，有用密针缝缀

的意思，也做“百纳”。拼布技艺，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千年的发展传承中，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近年来，拼布技艺开始逐渐走进中国艺术的主流视野，发展成为

新兴艺术产业。拼布已逐渐从废物利用转变为艺术创作，通过各

种创新创意的理念表达，成为了极具观赏和审美价值的美学艺术

品，成为了都市人时尚生活的一部分。

图一：缎菱格百家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二）艺术设计生命力的延续与创新

拼布从起源时只是从节约的角度出发，老百姓把零碎的废旧

布料拼缝起来，做成衣服或小被子等，有比较明显的实用性。随

着物质水平的提高，现代拼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艺术，用

料上更为讲究，甚至有专业的设计师设计出专用的布料，用来制

作成极具观赏和审美价值的“生活艺术品”。

                 

图二：闺中粉黛 武宁中专手工坊作品 

此外，还有超脱实用功能的艺术拼布作品，这类作品不用过

多考虑实用性，但对制作者来说，需要具有比较专业的艺术涵养

和设计能力，能结合其他工艺创作出不同于一般的拼布作品，拥

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因此，传统的艺术拼布的在艺术设计理念上

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二、传统手工拼布的审美价值、工艺特色与中职艺术类专业

课程的融合

（一）传统手工拼布的形式感、设计感是艺术类专业创作的

灵感源泉

图三：传统拼布中的平面近似构成 武宁中职手工坊作品

中职艺术类专业课程《构成基础》《图案》《平面设计》《工

艺美术基础》《服装设计》《手工制作》等在专业设计理论方面

所涉及到的重复构成、近似构成、特异、渐变、分割等形式感无

不在传统拼布作品中找到元素和灵感。

（二）传统手工拼布的色彩搭配来自民间，有丰厚的自然和

生活基础

传统手工拼布的色彩搭配来自民间，受到经济、地理、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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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等文化的沉淀和影响，有着丰厚的自然和生活基础，早已形

成了独特而又成熟的风格，是艺术类专业学生模仿、学习和挖掘

的宝藏。  

（三）手工拼布的材料与工艺便捷，为艺术类专业实践降低

门槛

手工拼布所需要的材料来自于生活，学生们废旧的衣物都可

以收集、裁剪成布料，再准备简单的针线、剪刀便可以制作出满

意的作品。这样一来便可大大降低学生们实践操作的门槛。

（四）手工拼布的实用性为中职艺术类专业学生实践学习增

强趣味性

入门级的手工拼布制作大多以实用性为主，比如简易的包包

就是学生们最容易接受的作品。由于其需要的材料简单，成品后

使用会给学生带来趣味性和强烈的成就感。

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则可以运用所学的专业设计软件设计

出花样繁多的拼布作品设计图纸。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通过平

面布料肌理改造和拼接可以为服装设计带来意料之外的设计感

和亮点。

三、形成“设计师”教师团队，打造品牌文创产品，服务当

地旅游文化

当地旅游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为拼布作品的创作与推广提供广

阔的前景，这就需要中职的教师们勇于创新，出新品、出爆品，

积极参加省市县组织的各种文创产品大赛。组织在校生及社会人

员参与到作品成型、产品打造上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推广与营销，

服务和反哺当地旅游经济文化。

图四：武宁中专手工艺坊作品参加当地旅游文化节

在作品设计方面，要求教师们深入到民间，深度挖掘当地

文化艺术历史及民间故事，形成系列作品，力求打造品牌文创

产品。

四、成立中职学校手工艺作坊，创建“产教融合”新模式

借助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创建中职学校手工艺作坊

为提升中职学校内部拼布工作室的社会效应，借助当地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创建中职学校手工艺坊，向社会对外招收学员，

有利于打造较为稳定的生产队伍，弥补中职学校学生制作团队不

稳定（三年后就读大专）的不足之处，同时也可扩大拼布艺术和

工艺的影响力。

（一）建设梯队式人才培养模式，适应中职学校过程教育的

性质 

同时，在校内还应注重梯队式人才培养，保证以老生带新生

的学徒制、学长制模式，确保每一届都要培养出熟练工、多面手，

从而适应中职学校过程性教育这一特征性质。

（二）跨专业合作，打通产销通道，培养一专多能型技术人

才

随着中职学校“产教融合”模式的发展，电子商务专业走在

了前沿，各种人才孵化已不是天方夜谭。有了设计、制作团队，

有了一系列手工拼布产品，利用电子商务、产教融合的新模式，

跨专业合作，跨产业融合，培养电商营销人才，运营团队，培养

一专多能型技术人才、销售人才，打通产销通道。

五、紧跟时代步伐，在手工艺教学中渗透思政元素，以实际

行动捍卫中华瑰宝

了解拼布的渊源就会发现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

手工艺。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的拼布作品主要是跟随日

本的培训模式，作品也以模仿欧美以及日韩为主，甚至关于拼布

起源之争也不绝于耳。

通过中职艺术专业拼布课程的纳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让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入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艺术当中来。

让“‘功夫’是中国的，‘熊猫’也是中国的，但‘功夫熊猫’

却不一定是中国的”这种遗憾的事少一点，再少一点。爱自己的

文化才是爱自己的民族，而用行动去实际行动捍卫中华传统，传

承与延续民族之光，去践行自己的理想与热爱才是真正爱我们自

己的文化。

综上所述，手工拼布教学思政教育不可忽视。我们在学习国

外优秀作品的同时，必须时刻保持谦卑又清醒的头脑，高贵而充

满韧劲的大国工匠精神，取长补短，做中华民族传统工艺、传统

文化的捍卫者、继承者和发扬者。

图五：拼布中国星  武宁中专手工艺坊师生合作拼布作品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更加系统更高标准的

要求。 

人才是非遗传承的基础，要拓展人才培养渠道，吸引更多有

热情、有潜力、有特长的年轻人加入非遗传承的队伍中来。除了

促进传统传承方式，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体

系相结合，将传统手工拼布与中职艺术类专业教学进行融合，壮

大非遗传承的人才基础，将是中职人孜孜不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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