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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银饰民族工艺品设计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石德艳   徐萍* 

（泰国格乐大学  泰国曼谷  10220） 

摘要：黔东南民族工艺品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尤以苗族银饰技艺最为精湛、作品最为精美，然而却面临着老一辈

技艺大师人亡技息、后继无人的现实困境，亟需进行保护性传承及人才培养。故本文选取 S校校企合作培养黔东南苗族银饰人才为

研究对象，找出校企合作背景下黔东南苗族银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为黔东南民族工艺品产业人

才培养提供理论依据，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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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many kinds of ethnic handicrafts in southeast Guizhou, with various forms and distinctive f

eatures, especially the silver ornament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which are the most exquisite and the works are t

he most exquisite. Sexual inheritance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S school-enterpris

e cooperation to cultivate Qiandongnan Miao silver jewelry tal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nd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Qiandongnan Miao silver jewelry talent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

ion,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a targeted manner.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

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he ethnic handicraft industry in Southeast Guizhou, and provide a certain academic refere

nce for follow-up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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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东部，简称黔东南州或黔东南，

是全国苗族和侗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苗侗文化的大本营”
[1]。黔东南州各民族创造了种类繁多的独特民族民间工艺和文化产

品，尤以银饰技艺最为精湛，银饰作品最为精美，具有很好的收藏

鉴赏价值及美学价值[2]。然而银饰产业却面临着老一辈技艺大师人亡

技息、后继无人的困境，亟需进行保护性传承及人才培养。通过相

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以校企合作为背景对黔东南苗族银饰人才培养

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故本文选取 S 校民族工艺品设计与制作专业

（该专业主要从事银饰设计与制作）为研究对象，探究黔东南苗族

银饰产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继而提出对策和

建议。本文旨在为职业院校、合作企业创新培养民族工艺品产业人

才提供理论依据，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 

2.正文 

2.1 研究背景 

黔东南州民族工艺品以原生、多元为特点，民族文化资源丰富，

银饰、刺绣、蜡染等民族手工技艺保存较为完整[3]。然而黔东南苗族

银饰产业多为中小企业或手工作坊，由工艺大师或民间艺人，将技

艺通过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的方式传授给得意弟子或家族成员，这

种传承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银饰产业的技艺传承和发展

[4]。且中小企业和手工作坊的经营方式较为陈旧，在管理方面具有家

族制的特征，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弱，同质化现象严重，文化传承、

人才传承都面临极大挑战。因此，亟需通过职业教育方式培养专门

人才，以实现产业的人才传承及技术传承。但是从目前 S 校校企合

作培养民族工艺品产业人才的现状来看，其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并不尽如人意。亟需探讨校企合作培养黔东南银饰人才的有效路径，

打破以往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的壁垒，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现代工

艺品产业人才[5]。 

2.2 调查研究 

本研究以黔东南 S 校民族工艺品设计与制作专业师生为调查对

象来分别设计问卷，分为教师卷和学生卷。教师问卷中除了设置一

些基本信息题外，还设置了“您认为学校的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有

哪些”这一多选题，统计结果显示，选择频次超过半数的项有“校

企合作的认识不够、合作深度不够、制度政策措施有待完善、教师

理论知识与行业前言知识脱轨、经费保障不充分、考核评价体系不

健全、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教师与企业师傅各有优势却不互补、

尚未开发出适用的校本教材”，其中选择频次最高的是“制度政策措

施有待完善”。学生问卷中，当学生在面对“学校教学中最应改善的

是什么”这个多选题时，从统计结果可看出，“注重趣味教学增强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这个答案的选择频数最高，其余依次为“合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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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课程”、“企业师傅多指导”、“改善实训教学条件”。 

2.3 存在的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看出，校企合作，无论从师资角度来看，还

是从学生角度来看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陷，总结归纳为：校企合

作缺乏合力、政策法规不完善、经费保障不充分、课程设置不规范、

实训室建设不足、师资力量不够、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招生宣传

工作力度不足。基于上述存在的问题，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笔者

认为校企合作主要是由人来落实的，合作成果由人享有，合作成效

惠及个人，因此需从合作主体角度提出改革路径。 

2.4 改革路径 

促进黔东南 S 校校企合作培养黔东南民族工艺品产业人才，政

府、学校、企业、专任教师、企业师傅、学生等多方主体必须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才能达到预期的人才培养目标。 

2.4.1 政府发挥导向作用，加大合作保障 

(a)发挥导向作用，整合办学力量。政府应充分发挥导向作用，

搭建合作平台，促进参与校企合作的学校、企业、行业、社会各界

在平台的作用下规范有序发挥作用。此外，要建立渠道供“政校企

行研”各方信息交流，紧密联合，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形成

办学合力。 

(b)制定和健全校企合作规章制度。地方政府要在国家、省出台

的政策法规基础上对政策进行细化，出台可落地见效的实施办法，

提高政策法规的实用性。推动校企合作有法可依，在法规的保障下

规范运行、有序运行。 

(c)加大财政投入。政府应根据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足额保障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经费预算。允许学校通过申报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项目下拨项目经费，专款专用。同时，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在

税费缴纳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在办证、贷款方面开通绿色通道。 

2.4.2 学校努力构建银饰人才培养新型办学格局 

(a)构建科学的民族特色课程体系。一是邀请行业专家、企业骨

干和专任教师结合办学目标及民族特色，共同进行系统化的课程设

计，课程设置符合职业资格要求。二是结合学校专业知识、企业工

艺技术开发特色校本教材，形成学校品牌。学校与企业之间要加强

知识和技能的双向流动，建立教师与企业师傅磨课制度，探索具有

专业理论性和技艺实践性的模块体系，开发符合专业特点和行业特

点的校本教材。 

(b)加大实训室建设力度。探索构建“学校、企业、学生三位一体”

多元融合、以师徒制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要加大建设生产性实

训工作室，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学校教师讲授专业知识时要结

合行业发展动态，融入企业的工艺流程、操作技艺。企业根据学生特

点及各自擅长因人设岗，人岗相宜，提高学生的实训水平。 

(c)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一是设立兼职教师

特聘岗，按照特聘岗人员工作情况支付薪资报酬。制定特聘岗人员

的聘用、管理及考核办法，加强对特聘岗人员的日常监督和管理工

作。二是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职业院校要在职称评定和职级

晋升方面出台向“双师型”教师倾斜的制度，还要定期或不定期对

“双师型”教师进行技能考核，鼓励教师积极下行业企业参与企业

的实践过程及重点项目的研发，拓宽教师的行业知识及前沿知识。 

(d)形成多元教学评价体系。人的智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

对人才进行评价时，其评价内容、主体、标准和方式应该多样化。

教师、企业师傅、学生以及其他校企合作的主体都应该是考核评价

的主体和客体；评价内容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还要涵盖实践操作

技能、思想道德素质等多个领域。 

2.5.3 企业树立人才储备战略眼光，深度参与银饰人才培养 

(a)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战略眼光。企业要提高认识。意识到投

资到校企合作中其实也是对企业自身的投资，以主人翁意识高质量

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要树立战略眼光，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作为

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和人才储备战略。同时要通过与学校联合培养

人才，打造一支集产学研于一体的研发团队，创意设计产品，提高

企业的产品竞争力。 

(b)全方位配合,深度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无

论对企业的发展还是学生的成长、成才，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企业要全方位配合学校，全程参与校企联合办学。要及时向学校反

馈行业技术标准，并会同学校将技术标准纳入课程设置中，共同对

课程内容进行开发。 

2.5.4 专任教师要自我调适，改革银饰人才培养教学方式方法 

(a)正视问题，学会自我调适。职业教育的教师承担的工作量大

且事务繁杂，学习晋升机会少，个人提升空间有限。接收来自学校、

家庭、社会各界的压力大，社会认可程度低。长期的职业生涯里，

容易导致负面情绪和职业懈怠。教师要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学会自

我修养。日常工作中，对职业作合理规划。生活中，保持积极乐观

的情绪，适当进行减压。 

(b)增强综合能力，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教师要加强实践锻炼，

塑造真正的“双师”技能，增强综合能力和专业水平。在教学中灵

活改变教学方式，课堂上注重趣味性教学，把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出

来。鉴于学生自控能力弱，教师应借助各种教学平台，监测每个学

生的学习动态，及时的鼓励和引导。此外，还要鼓励学生自行探索

技艺创新，在创新中积累经验。 

2.5.5 企业师傅要培养工匠精神，借校企合作平台快速提升自己 

(a)增强校企合作意识。企业师傅要树立工匠精神和增强社会责

任感，将银饰技艺发扬光大，培养银饰技艺的接班人。在校企联合

办学中，要增强合作意识，深刻认识培养银饰人才和传承银饰技艺

的重要性。自己作为校企合作的参与者，也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潜心砖研银饰技艺，并主动与教师互通有无，以增强课堂时效性。 

(b)借助校企合作平台快速提升自己。企业师傅应借校企合作平

台，向教师学习课堂教学的有效方法。主动与老师磨课，取长补短。

积极参加各项技能比赛，以赛促改。还要自觉学习文化知识，提升

文化素养，打好文化基础。 

2.5.6 学生要厚植民族文化情怀，激发创新创业热情 

(a)厚植民族文化情怀，自我肯定。大学生要厚植民族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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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其次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加大对民族地区乡镇小学寄宿制学校建

设、信息教育等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尽快改善民族地区乡镇小学

的办学条件，努力使现代远程教育进驻民族地区的乡镇小学学校，

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的小学教育发展信息化。 

（二）关注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特色 

民族地区的教育除了引进优秀的教师和先进教学之外，还应注

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挖掘民族地区优秀的文化，使其融入到民

族地区的学校课程中。目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遭遇了很大的危机。

康定、泸定小学学校虽然处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但是据笔者对两地

区小学的走访调查，发现有一些小学的学校课程几乎没有关于藏族

文化的课程。所以，一方面，政府要鼓励学校结合当地的民族特色

开发优秀的民族文化课程，依托现有资源设备以及当代文化元素,因

地制宜的创新教学方式。 

结语 

要彻底改变民族地区的小学教育落后的现状，需要国家、政府、

学校和老师的全力配合，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让民族地区享有与

城市同等的教学资源。同时，面对民族地区小学的教育现状,我们应

当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应重视

民族文化的教育发展，应当把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

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创新民族地区的教育机制，共同创建有利

于民族地区子女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使民族

地区小学教育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让民族地区的孩子成为适应社

会、适应时代需要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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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传承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正确认识职业教育是和大

学教育同等重要的育人形式，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树立自信心，学

会自我肯定。 

(b)做好职业规划，激发创新创业热情。大学生要在充分了解就

业市场形势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学业和未来的职业。加强学习和知

识积累，增强实践操作本领并积极参加各类赛事，关注行业发展。

同时，高度认同民族文化，激发创新创业热情，立志将民族文化发

扬光大。平时注意攒积人脉资源，多渠道探索创业和就业信息，加

强自身资本积累。 

3.结论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需要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会和家庭

等多方主体的参与，只有通过各主体的深度配合和沟通才能达到既

定的目标。本文仅以黔东南 S 校银饰专业的校企双方作为主要研究

范围，在样本采集的范围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结论的普适性也具

有较大限制，某些观点可能片面化。在未来更深入的研究中，研究

者可以扩大样本采集范围，如政府、行业、社会和家庭以增强数据

说服力。 

黔东南苗族银饰人才培养过程是一个深度复杂的课题，可以从

多个角度展开系统研究。但是因为自己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能

力有限。在研究过程中无论是样本选取、调查研究还是查阅资料，

都缺乏深度和广度，使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所降低，未来

研究者可以在该领域进一步探索与实践，争取获得更深入的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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