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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语境下产品设计专业中的“民艺再造”教学

实践探索——以广东省潮州市韩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产

品设计专业为例 
唐春燕 

（韩山师范学院  521041） 

摘要：本文探寻新文科战略下产品设计专业教学的相关问题，尝试将地方“民艺”相关概念融入设计教学中，强调地方文化的

熏染，以跨界思维的方式推行民艺再造的教学理念，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创新意识和强调当代审美认知，着力体现地方民艺文化特色，

将地方民艺融入教学内容，以“民艺再造”作为教学方向和目的，从而形成设计教育本土化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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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和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是近

几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的大背景及契机之一，其中“民艺”作为

传统文化的分支，如何顺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如何将创新

发展的理念注入其中，使其焕发生机是当下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

那是有识之士、专家学者认为“民间工艺或是民间美术”是中国文

化的“根”，是中国人内心向往风调雨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期望的

精神家园，更是一种对绵延五千年发展而来的文化自信。○1 尽管民

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技艺、民俗工艺等概念相继出现，但始终

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内涵解读和造物思想的传承延续。 

民艺的造物来源于生活且应用于生活，从生活中传承下来的文

化内核、造物思想、技艺方法、样式风貌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

满足民众不同的生活需求。传统民间技艺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发展，

具有一定的活态流变特征，即以使用功能为主线，伴随时代的推移，

文化的演变、需求的更新，不断改良和提升成为新的形式，以适应

时代需求。同时，其改良也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特征，是人文历史的

积淀、使用功能的完善和核心价值的继承。○2  作为高校设计教育

不仅是设计教育体系的构建者和实施者，同时应承担着文化传承和

发展的重任。 

二、课堂教学中的“民艺” 

在 2011 年 9 月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中，原艺术学下的工业设计专业变更为设计学下的产品设计

专业，其培养的是应用型研究型人才，主要围绕产品造型，材料，

工艺及设计文化背景展开，关注的核心内容仍然是“造物”的层面。

“造物”之于现代设计是指功能与审美的和谐统一，之于传统造物

则如《考工记》开篇所言，“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3 前一句强调造物活动需要知者、巧

者，后一句则体现了“工”的类别和能力，谓之“圣人”。故而可

以理解古人造物强调造物主体——人，“人“为知者、巧者、百工、

圣人，造物包含着“人为”的因素。基于以上两点，作为设计教育，

教学主体可以是设计造物的实践者，也可以是造物过程中的传道授

业解惑之人。教师和学生在设计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均是设计造物

的实践者，换句话说动手能力是民艺再造课堂教学中的重点，由教

学主体展开的具体的设计活动。对于“民艺”来说，艺术形象或符

号的再提取和再设计是较为多见，但对“民艺再造”而言，艺术形

象通过具体的活动转化而来，更为强调“造”，亦可理解为“技”

或“工”。教学主体的其中一个部分——教师队伍一部分是为高校

教师体系，一部分为地方工艺美术大师。课程活动中融入地方工艺

美术师所擅长的“技”是课程教学活动的一个亮点。地方工艺美术

师大多沿袭地方民艺造物过程中的技艺，对技艺的把握和理解能够

帮助和提升学生对“产品”的理解，将同时扩充了学生对传统文化

形象转化的知识库，如潮州枫溪手拉坯技艺经由具有制壶经验背景

的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不断提及，讲解，剖析，使得学生从低年级阶

段对技艺操作的体验到到高年级阶段结合日用瓷设计课程、模具烧

制、手拉壶大师工作室的第二课堂等内容的学习；最后到毕业设计

“壶”的设计制作成型，除了技艺的不断精进，在练习技艺过程中

体会动作的细微差别对器形的影响，通过对技艺体会手拉坯壶的

“圆不一相”的造型理念，对壶与地方饮茶文化关系问题的理解，

如何运用地方工业标准化生产使之开发挖掘具有地方文化特性的

“壶”等创新议题，都是可以通过“技艺的传承”进行探讨和研究，

从而突破传统造型形象的简单挪用或是以功能为目标简化设计流

程制作生产。以此类推，传统的潮州枫溪瓷烧制技艺、彩瓷技艺、

捏花技艺、通雕技艺等都通过教学主体的另外一个部分----学生的

实践活动获得了解、体验、认知，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学生接受

的不仅是技艺实践的传承，文化内核的传播与创新同样可以在课堂

教学活动中得以展现。 

三、民艺再造的教学探索 

1、地方文化的熏染 

目前对于民艺来说，日本民艺大师柳宗悦指出需要从使用角度

出发延续传统的手工艺，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认为手工艺和现代设计

结合，运用设计方法增加产品的预见性和可靠性，意大利阿莱西公

司强调将传统手工艺赋予人文属性，进而成为能够传递感情、沟通

回忆、给人惊喜的产品。以上观点分别将手工艺的功能价值，设计

价值、审美价值探讨手工艺与产品设计的相互转化过程中的问题。

“传统手工艺与西方工业产品设计”在这种过渡转型的过程中是相

通的，这意味着手工艺品要具备当代的审美，手工艺行业的从业者

需要基于造型、材料、工艺的配合以兼顾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与功能

要求，需要具备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同时要注重人群与环境的定

位。○4 所以民艺再造的课程教学应该植根于地方文化，充分发挥地

方特色。 

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位于享有“中国瓷都”、“中国工艺美术

之都”、“中国民间工艺传承之都”美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

市，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风貌，其地方工艺技艺有强烈地方印迹，

是以“精”为核，有精细、精美、精致、精透等特质。从继承优秀

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以陶艺教学来说，陶艺技艺为教学的核心内

容，以造物技术为周边渗透陶冶的方式，强调面向生活，面向文化

传承。在实际的教学案例分析和讲解中加入体现传统造物思想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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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容，如造物思想如物以载道、器以象生、开物成务、尽善尽美，

得体合宜等，从工匠精神中引导学生体会中国传统造物的智慧。具

体说来，在课程《茶咖具设计》的教学中，针对茶具设计，通过讲

述潮州工夫茶道中“和、敬、精、乐”的文化精髓，考虑当地人冲

泡时的习俗，分析潮州风物单枞茶的条索、色泽、香气、滋味等因

素，了解地方材料“红泥”柔韧可塑性高的特质，体验古老的手拉

坯技艺，最后才形成各式各样的“壶”，打破学生惯用的以形为先

的简单概念表现的设计思路。 

2、跨界思维的运用 

作为当代产品设计教育，不论是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还是课程

大纲的调整，不再简单的从产品的功能与形式着手，而是在教学中

引入商科的市场营销学、工科的制造工艺、理科的数据分析等内容，

从消费者的角度着手，依托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将数据转化为可用

信息，以设计思维、设计调研、设计心理等角度挖掘用户需求，展

开市场细分、用户测试、用户画像、商业模式等涉及市场营销学方

面的知识入手，结合当下的制作工艺如 3D 打印技术、材料合成技

术、制造工艺创新等方式，扩展学生知识边界的同时，精准发力，

为产品设计的创新提供动力。 

以上是从不同学科体系来说，从设计艺术学科的不同方向来

看，在教学中拓展设计思路，掌握多种设计技能和设计流程同样作

为新文科背景下产品设计教育的新要求。在选修课部分，加入视觉

传达设计方向的包装设计、版面设计、品牌设计课程，提升学生的

视觉感知力同时对信息传达、创意提炼方面有一定的理解；加入环

境艺术设计方面的展示设计可以拓展学生的空间设计意识并加深

对材料把控的认知；从工艺美术的方向来说，选取具有民艺风味的

课程，对传统工艺、装饰纹样的再设计提供新的思路，作为产品设

计创新的一种尝试。 

跨界思维可以是学科跨界，专业跨界同时也能突破时空局限，

从过去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跨界的眼光发现新的可能

性，通过跨界实现创新。因而，跨界思维引入课程教学框架丰富了

产品设计专业，结合本学院强调地方性、应用型的教学方向，通过

第 4、5、6、7 学期在选修课方面的跨界思维及设计实践能力的训

练，使得学生对地方文化和工艺美术行业的理解能够具有兼容并蓄

的开放思维，提升其设计素养，储备设计能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潮州传统工艺美术类别丰富，技艺风格独特，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出

口创汇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更迭，作为产品的工艺

美术既有功能性的同时，也逐步发展成为艺术品、欣赏品、甚至是

收藏品、奢侈品。基于这些转变，促使设计教学需要调整对产品功

能、造型、材料、工艺、审美等诸多方面的认知，才能够满足和适

应时代需求。因而，本学院的产品设计专业从地方性出发，强调对

地方文化的理解和熏染；从应用型来看，产品设计专业的教学还应

该提供更为宽广的设计视野、多元的设计方法、多途径的设计思路

等，在 19 年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加入部分具有跨界思维课程的同时

强调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加强对地方传统工艺美术的推介、赏析，

主张加入非遗课堂系列，这样的尝试正好符合了新文科建设教育背

景之下提出的跨界观念，因而，韩师美院产设专业中涉及传统工艺

美术的部分，可以用“民艺再造”的方式予以概括和总结。民艺再

造的“再”是基于跨界思维下的地方性传统工艺美术的再次关注，

“造”是运用跨界思维进行设计活动，符合本校倡导培养应用型人

才的教育方向。 

3、创新与审美转化 

作为高校而言，学生对传统民艺只有浅出和表象的认知是不可

忽略的现象，如何通过设计教学的介入打破“表层”的视觉符号，

运用创新意识和强调当代审美认知在设计实践课堂教学加以重视，

通过每一堂课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重新认知，再次认知、实现认知

转化是教学的难点。以《电脑二维设计》课程的课堂教学为例，教

师根据产品专业特点和民艺再造的初衷选择课堂教学案例，课堂案

例以平面类的视觉形象为主，通过软件绘制的方式训练视觉形象绘

制技法，在掌握绘制技法之后，鼓励学生延展视觉形象后进行产品

再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有，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具体要求，第一必须

结合本节课的绘制技法进行形象绘制，第二必须结合本节课堂案例

中的视觉要素及方法展开再设计，第三必须从课堂案例的创意或审

美感受中着手进行产品创意。因而，课堂案例的选择就成为教师授

课的重点。基于民艺再造的方向，需要考量民艺的内蕴特征并给予

分析，从形式、工艺、材料上来看是否具有活态表达的可能性；从

手工艺的情感表达与视觉符号表现评判产品是否符合当代视觉审

美？当然，学生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基于专业特质，视觉形象仍受

到产品专业的影响，精炼的符号化再现民艺特质有待加强，但是，

通过传统文化意境再造的引导，对传统纹样的元素分解与重构，对

民艺产品功能与技艺的认知，通过软件展现产品等等强化训练切实

成为当代技术与民艺内容相结合的设计教学实践。 

当然，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民艺再造”能力的设计师还有许

多尝试的方向和措施，但从学生提交的课堂练习来看，鼓励学生在

传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关注民艺文化与产品，利用现代设计技巧及

工具设计实现创新设计的同时赋予产品具有民艺审美价值仍旧是

一条可以深入和发展的教学路径。 

四、小结 

现代社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所涉及的专业和方向随

之不断扩大，产品设计专业除了提倡现代设计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

与世界接轨，体现当代特征；同时，基于地域性、文化性、民俗美

的民艺教育探索为产品设计专业体现中国文化属性与东方审美观

念提供方向和路径。在设计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教学主体，不管是

教师还是学生要重新审视传统民艺和产品设计流程，将民艺概念引

入课堂教学的设计活动中，运用跨界思维的方式将解决问题的目的

性和传统造物观的文化性相结合，强调文化自信，尊重工匠精神，

重视中国传统审美范式的借鉴，在整体教学构架中，持续性的将“民

艺”概念融入课堂，才能建立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传统工艺“再造”，

传统材料“再造”，纹样“再造”等等设计实践活动。 

诚然，“民艺再造”的构想与尝试仅仅开展两年，许多设计实

践教学活动仍有许多问题，但随着课堂教学的推进，把潮州民艺进

行概念输入进而产生设计实践并收获设计成果的过程，对于探索设

计教育的本土化、设计创新服务地方经济、设计文化提升地方形象

等方面提供一种一些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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