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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private art maj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helpful to improving 
students’ cultural literacy, broadening teaching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non-genetic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emphasize 
update teaching ideas, pay attention to the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construction, build production with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roject driven method, through teaching fusion mod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elements and private art professional teaching, cultivate profou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artistic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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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产教融合背景下非遗元素融入民办艺术专业教学策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指出其有助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拓
宽教学资源及促进非遗传承与创新。策略上，强调更新教学思想观念，注重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
台，以及实施实践教学与项目驱动法，旨在通过产教融合模式，有效融合非遗元素与民办艺术专业教学，培养具有深厚文
化底蕴与创新能力的艺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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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和文化价值。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许多非遗项

目面临失传的风险。民办艺术专业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阵

地，其教学策略的调整与优化对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至关重

要。产教融合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模式，为非遗元素融入民

办艺术专业教学提供了新思路。

2 产教融合模式对非遗元素融入民办艺术专
业教学的重要性

产教融合模式在非遗元素融入民办艺术专业教学中的

重要性，深刻体现在它无缝连接了教育殿堂与实践舞台，为

学生们打造了一条通往非遗文化精髓的独特路径。这一模式

让学生得以走出象牙塔，踏入真实的工作场景，亲手触摸非

遗技艺的脉搏，感受其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在这样

的环境中学习，学生们不仅能够迅速掌握非遗技艺的精髓，

更能从心底里对这份文化遗产产生深厚的情感连接和深刻

的理解认同。与此同时，产教融合模式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行

业合作，为民办艺术专业教学开辟了一片广阔的资源海洋。

企业、文化机构等产业界的积极参与，不仅为学生们提供

了宝贵的非遗教学资源，如实地考察、工作坊体验、大师讲

座等，还为他们搭建了实践锻炼的广阔平台。学生们有机会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12 期·2024 年 10 月

213

参与到非遗项目的策划、设计、制作等各个环节中，将所学

知识与实际项目紧密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更

为重要的是，这种合作模式激发了非遗元素在现代设计、文

化创意产业等领域的无限可能。学生们在了解并掌握非遗技

艺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将其与现代设计理念、科技手段相结

合，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时代感的新作品。这种创

新应用不仅赋予了非遗文化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形式，也为现

代设计、文化创意产业注入了新的灵感和动力。最终，产教

融合模式以其独特的优势，不仅提升了民办艺术专业的教学

质量，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学生们在参与非遗项目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如何与他人协作、沟通，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

到平衡与融合。这些宝贵的经验和能力，将为他们未来的职

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将为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3 非遗元素融入民办艺术专业教学的必要性

3.1 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非遗元素在民办艺术专业教学中的深度融合，为学生

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处的大门。这一过程不

仅仅是技艺的传授，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探索之旅。学生们

在沉浸于非遗技艺的学习过程中，会逐渐揭开那些古老技艺

背后的神秘面纱，领略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独

特韵味。通过与非遗元素的亲密接触，学生们能够深刻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它们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民

族精神的载体。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体验，让学生们在心中

种下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敬仰，从而自然而然地增强了文

化自信 [1]。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拥

有着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非遗

元素的学习也极大地提升了学生们的文化素养。他们不仅学

会了欣赏和鉴别传统艺术的美，更学会了从文化的角度去思

考和理解问题。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让学生们在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理性客观。他

们开始懂得如何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去指导自己的学习和

生活，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尊重并传承那

些优秀的文化遗产。

3.2 拓宽教学资源
非遗资源，作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智慧与创造力的结

晶，其丰富性与多样性为民办艺术专业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广阔视野与无限可能。这些资源如同一座座宝藏，蕴藏着

丰富的素材与灵感，等待着师生们去发掘、去创造。在民办

艺术专业的教学实践中，引入非遗元素无疑为教学内容注入

了新的活力。传统技艺的精湛、民俗文化的多彩、历史故事

的深邃……这些元素被巧妙地融入课程之中，不仅丰富了教

学内容的层次与维度，更使得学习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引人

入胜。学生们在探索非遗资源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学习到具

体的技艺与知识，更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温度，从

而激发出对艺术创作的浓厚兴趣与无限遐想。非遗资源的引

入也极大地拓宽了教学资源的边界。以往，民办艺术专业教

学可能受限于教材、教具等传统资源的限制，难以充分满足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探索欲望。而今，随着非遗资源的不断

挖掘与整合，教学资源的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无论是实

地考察、工作坊体验还是线上资源库的建设，都为师生们提

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途径。这些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

性，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更为艺术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 促进非遗传承与创新
民办艺术专业教学与非遗元素的深度融合，构建起了

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不仅承载着对非遗技艺的忠实

传承，更激发了以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为驱动的创新活

力。这种结合，不仅让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得以

延续，更促使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光彩 [2]。在传承方

面，民办艺术专业教学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和严谨的教学方

法，将非遗技艺的精髓完整地传递给每一位学生。学生们在

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传统技艺的操作流程和技术要

点，更深刻理解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这种深层

次的传承，不仅是对非遗技艺本身的尊重与保护，更是对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的延续与弘扬。然而，传承并非简单的

复制与模仿，更在于创新与发展。民办艺术专业教学与非

遗元素的结合，正是为了探索一条在传承基础上进行创新的

新路径。现代设计理念强调个性表达与创意融合，而技术手

段则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学生们在掌握非遗

技艺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将现代设计元素融入其中，通过跨

界合作、材料创新、技法革新等方式，为非遗文化注入新的

活力与元素。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非遗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

涵，更使其更加贴近现代审美与市场需求，从而赢得了更广

泛的认可与喜爱。

4 产教融合背景下非遗元素融入民办艺术专
业教学策略

4.1 更新教学思想观念
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更新教学思想观念是推动民办

艺术专业教学与非遗元素融合的核心动力。这一变革旨在构

建一个全新的教育格局，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

使理论知识成为照亮实践道路的明灯，而非仅停留于书本知

识的堆砌。这种转变标志着教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知识应

用与转化的深刻转变，促使学科逻辑在现实工作场景中找到

其实际应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和谐统一。在这一进程中，

过程与结果的价值被赋予了同等的重视。过程，作为学生探

索、挑战与成长的必经之路，充满了发现与积累的喜悦；而

结果，则是学生辛勤付出与不懈努力的直观体现，是对其学

习成效的公正评判。所以，鼓励学生不仅追求最终成果的完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7卷·第 12 期·2024 年 10 月

214

美，更应珍惜并享受学习过程本身，从中不断汲取养分，实

现自我超越。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强化学生职业技能与核

心能力的同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被置于教学的重要位

置 [3]。非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与精神纽带，其

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不容忽视。将其融入民办艺术专业教学之

中，不仅能够增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热爱，更能激发

他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与智慧。

4.2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在数字化时代的大潮中，加强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

已成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关键步伐。这一进

程致力于将非遗文化的丰富多样性转化为直观且生动的数

字化教育素材，利用前沿的多媒体技术手段，为学习者构建

起通往古老文化核心的数字桥梁。动画流程式展示作为数字

化教学资源建设的一大特色，通过精心策划的动画设计，将

非遗技艺的繁复步骤逐一拆解并清晰展现，从原料选择到成

品制作，再到技艺传承与文化意义的深入解读，每一个细微

之处都跃然于屏幕之上，使得学习者能够轻松掌握并深刻感

受到非遗文化的非凡魅力。而虚拟沉浸式互动体验则引领学

习者步入一个仿佛真实的非遗文化世界。虚拟现实技术的运

用，让学习者能够亲自参与非遗技艺的实践过程，与传统文

化进行跨时代的交流，这种身临其境的学习模式不仅极大地

提升了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还激发了学习者对非遗文化

的浓厚兴趣与保护责任感。另外，三维仿真技术的应用也为

濒危或已消失的非遗项目提供了数字化修复与保存的可能。

通过高精度的扫描与建模技术，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在

数字领域重生，为后代保留了珍贵的文化记忆与研究资料。

4.3 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
在产教融合的宏观背景下，深入探索非遗元素如何有

效融入民办艺术专业的教学策略，搭建一个集教学、科研、

产业实践与应用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显得尤为重要。这

一平台的构建，旨在无缝对接学校的教育资源与文化产业的

市场需求，形成一种深度交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具体

而言，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的搭建，需要学校与文化企事业

单位建立紧密而持久的合作关系。通过校企合作这一桥梁，

学校能够深入了解文化产业，特别是民族文化产业对非遗技

艺、设计与创新人才的需求，从而在教学计划中精准融入非

遗元素，使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富有时代感与民族特色。

企业也能借助学校的智力支持，进行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

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此平台上，教学过程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课堂讲授，而是延伸到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真实工作环境中 [4]。

学生们可以在导师和行业专家的指导下，参与非遗项目的调

研、设计、制作与推广等各个环节，亲身体验非遗文化的魅

力与价值。这种“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模式，不仅加深

了学生对非遗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还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思维。另外，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还促进了科研成果

的快速转化与应用。学校与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可以共同研

发具有市场潜力的非遗文创产品，推动非遗元素与现代设计

的融合，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4.4 实践教学与项目驱动
在产教融合的广阔背景下，深化非遗元素在民办艺术

专业教学中的融合，实践教学与项目驱动成为了不可或缺的

教学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将抽象的非遗文化精髓转

化为具体可行的项目任务，让学生在实践中探索、在项目中

成长。项目驱动教学法，作为一种高度契合民办艺术专业特

性的教学模式，其精髓在于“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

学生为主体”。通过精心设计的非遗相关项目，如非遗电子

读物的创意设计、非遗衍生品的研发与推广等，学生被置于

真实的创作环境中，面对具体的问题与挑战，从而激发他们

的学习热情与创造力。在这些项目中，非遗元素不仅是设计

的灵感源泉，更是贯穿始终的文化脉络 [5]。学生需要深入研

究非遗技艺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将其巧妙融

入现代设计理念之中，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时代感

的作品。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培养了

他们对非遗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项目驱动教学法还强调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需要学会与他

人沟通协调、分工合作，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

5 结语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非遗元素融入民办艺术专业教

学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更是教育创新的实践。通过更新

教学思想、建设数字化资源、搭建产学研平台及实施项目驱

动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拓宽教学资源，促

进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未来，应继续深化产教融合，探

索更多有效策略，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创新能力的艺

术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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