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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下的云锦设计教学模式创新研究初探

朱  茜

南京交通技师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南京云锦作为深具南京地方特色的非遗传承工艺，集中国传统织造技艺的精华于一身，在我国全面推动传统文

化复兴计划中，拥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旧有的云锦工艺师徒传承的方式，也因其

效率低和培养成本高，面临“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全新教育理念的冲击。本文立足于从教学模式创新上，结合自身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经验，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索与研究，并提出了将非遗传承、信息技术与人文核心素养相结

合的教育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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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njing Yunbrocade, as a non-inherited craft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Nanjing, integrate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eaving techniqu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plan to promote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old way of inheriting Yunbrocade craft from master to apprentice 
is also facing the impact of the new educational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due to its 
low efficiency and high training cost.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combined with my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and study this problem, and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at combines non-inherita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umanistic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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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全面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计

划的大背景下，非遗传承项目及其教学模式的革新，也

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结合这一领域已知的研

究成果，课题小组利用现有资源，着重针对非遗传承项

目南京云锦相关的设计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

的探索与创新实验。

南京云锦作为深具南京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门类，

有着悠久的历史及相对完整的专业传承体系。其中的师

徒相授的教学模式则是构成该体系的重要基础。然而，

伴随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这样的师徒相授模式，

效率低，培养成本高，已无法适应全面推进“规模化个

性教育”的迫切需求。基于此，一些学校及教育学者，

结合南京云锦非遗传承现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教学模

式创新实验，且已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这些创新成果中，一部分采用了传统师徒制与现代

信息化教学并行的模式，将云锦工坊引入校园，实现了

云锦工艺流程全面覆盖。另一部分则只将云锦的图案设

计引入平面设计专业教学中，着眼于在平面构成和色彩

构成教学中尝试云锦元素的传承。有鉴于此，课题小组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运用从 TPACK 教学框架 [1] 和 ARCS

模型 [2] 构建中获得的启发，提出了以解决“非遗传承人

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非遗传承教学资源与人才

培养脱节”，以及“非遗传承制造技艺与教师素质脱节”

等问题为目标的创新方向，并由此尝试设计和实践了“非

遗传承 + 信息技术 + 人文核心素养”的教学模式。

现代信息技术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技术对教育的作用

已不再局限于辅助学习，提高效率，而是成为直接改变

教学基本模式，学生基本形态及教育行业基本业态的根

本性力量。因此，早在 2018 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就发

布了《中国未来学校 2.0：概念框架》，其中提出了“教

智融合”的理念和“规模化个性教育”的教育教学目标，

强调教师应当通过构建合适的课程、合适的教学模式与

合适的评价管理，从而保障学生的“乐学”和教师的“高

效”。

课题小组尝试选择云锦工艺流程中云锦设计部分的

教学模式创新，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意见而展开的。

首先，结合 TPACK 的教学框架体系思想，课题小组

进行了“教、学、研、创、赛”非遗传承综合育人体系

的搭建与设计。

根据 TPACK 的理论，该教学框架的实质是“信息技

术与教育融合”，也就是教师、学习者、硬件环境与领

导支持等多方面的融合。该框架的先进性体现在将教学

知识（PK）、技术知识（TK）和内容知识（CK）三者进

行复杂且松散的耦合，从而使彼此即互相联系，又彼此

独立。如此，便可形成一个双向的互动：技术知识受到

学科内容知识与教学法知识影响的同时，反过来也作用

于学科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知识。除此之外，TPACK 中的

三个核心要素与四个复合要素 [3]，以及一个外围要素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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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相作用，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会因变而变，

始终维持平衡状态。

课题小组设计搭建的“教、学、研、创、赛”体系，

从建立非遗传承云锦设计教学团队出发，以云锦设计特

色班为基础，引入非遗传承大师作为专业导师，并据此

组建涵盖计算机辅助设计相关竞赛的教练团队，同时在

校园内设立云锦工作室，指导学生管理、实践并运营。

通过这样科研一体，产教一体，以赛促教，以创促学的

方法，激发教师的教改灵感，激发学生学习技能的兴趣，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并借助创新创业大赛，实际引导

学生大胆创新，勇敢实践，从而推进和保障创业项目的

孵化和落地。

这样的体系设计，有效的将教学知识、技术知识和内

容知识进行了融合，统筹了教师、学习者、硬件环境等

多方面的资源调配，确保了整个教学能维持在一个动态

的平衡中。

其次，课题小组基于 ARCS 模型的指导，结合南京云

锦非遗传承的特点，以及既有专业课程的基本情况，构

建了“四对接”的特色课程体系。所谓“四对接”，指

的是在知识、情感、传承精神和实践上，进行科学的课

程对接，从而建立起完整严密的云锦设计课程系统。

课题小组细分了南京云锦设计所需要的核心能力，通

过设计《云锦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理论基础课

程，激发学生探究南京云锦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内涵的兴

趣，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过程及其特点，从

根本上领会非遗传承的深远意义。同时，开设《设计素

描》、《设计构成》等专业基础课程，使学生能着重学

习掌握南京云锦设计图的绘制技能及造型能力，进而探

究南京云锦传统配色的理念和技巧，寻觅现代平面构成

与南京云锦传统审美的设计融合的创新思路。在学生掌

握先行基础课程后，则进一步引入专业技能课程，如：《纹

织 CAD》等。其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充分使用计算机图形

图像处理软件，进行云锦设计作品的创作，掌握并利用

摄影等信息技术分析去指导云锦产品的拍摄和营销策划，

以此实现综合信息化技术的训练，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和信息化素养。当学生的学习进入备赛和预备创业阶段，

对应的专业实训课程就会随之展开。利用《云锦图案设

计》、《云锦产品设计》等课程，配合创新创业大赛，

以校企合作的云锦工坊为依托，令学生能运用已掌握的

信息技术进行云锦元素的创新设计，并结合社会及市场

需求，让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借助这样的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拓展了“教学——

实践——创新”的线上线下模式，实现了教学、培训、

鉴定和服务的“四位一体”，比之单纯的将云锦元素引

入平面设计教学要更具有现实适应力和传承生命力。

再次，课题小组在教学框架和课程系统的摸索创新

之外，对于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也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并进行了尝试。

课题小组以英国学者盖伊·克拉克斯顿的“学习力”

和肯·罗宾逊的“创造力”教育理念作为理论支撑，参

考了合作学习法，进行了多元评价体系的搭建。通过搭

建的网络教学资源，学生们利用课堂内外的时间，沉浸

式的进行学习探索和体验，并通过分组协作、合作探讨

等方式，对所承担的设计项目进行实时交流。在这个过

程中，授课教师通过在课堂内外组织自我评价、生生互评、

师生互评及诊断评价四种评价方式，实现了对学情数据

的采集，对学生作品的展示互评，对课堂效果的即时检测，

以及对阶段质量的监测把握。借助这套基于多主体、多

方式和多途径的多元评价体系，可以营造出一种课堂文

化，更系统地培养学生能够冷静、自信，创新性地面对

困难和不确定的习惯及态度。这对于非遗传承人高质量、

高水平和高素质的培养至关重要，乃至对他们步入社会，

接受挑战，奠定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学习者的强大心理承

受力。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尝试，课题小组发

现，通过灵活应用网络资源，辅以各项大赛的实践机会，

借助平台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可以更精准的了解学生的

学习需求，从而有针对性的选择有效的教学导入方法和

突破重难点的方法。当学生内在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索欲

被调动起来后，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将学习视为自己的事

情，主动地将学习中遭遇的困境与解决困境的经验内化

成为知识，最终利用合适的契机，把它转变为外化能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需要尊重学生自己的学习习惯

和节奏，适时适当加以引导即可。

教师想要做好这一点，就必须把握好教学路径的规

划，将课前、课中和课后的任务点合理化，将项目学习、

专题学习、探究学习和个性学习合理串联起来，才能帮

助学生在学习中形成自适应循环，即从“自主学习—自

主测评—资源推送—进阶练习—纠正错误—个性提升—

自主学习”。这样的良性循环，对于学生发掘自身的内

驱力，了解周围的世界及自身天赋，增强自身追求理想

的意愿和技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现代信息技术下的云锦设计教学模式的探

索，其实质与其他学科的教学主旨是高度一致的，着眼

点都在于培养出学生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而这才是教育教学所追求的终

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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