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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talent training and research construction, with perfect talent training system, diversi�e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strong
scienti�c research team,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design courses in some �elds. In

cultural con�dence and the fun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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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非遗技艺在当今主流文化下逐步被边缘化，甚至面临失传的现状；高校作为高等人才培养与科研建设的主要基地，具
有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多元化的课程建设及强大的科研团队，通过非遗技术与高校设计课程的完美融合是能够在某些领
域解决非遗技艺传承的问题。中国近几年大力倡导高校的“课程思政”改革，高校的课程建设更需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
来增强文化自信和美育育人的功能。论文以设计类《装饰与图案》课程为案例，探讨该课程与非遗珠绣唐卡融合的路径与
方法。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探讨了二者的融合问题，从而推动传统美术类非遗保护与传承发展，促进
高校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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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非遗技艺是人类历史文明积淀的优秀瑰宝，但是

近年来一些优秀的非遗技艺由于年代久远、后继乏人等诸多

原因 [1]，正在逐步退出人类的历史舞台，而高校作为人才培

养与科研建设的主要基地，有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多元化

的课程建设，强大的科研团队，高校的先天优势刚好可以弥

补非遗技艺传承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倡导对高校

“课程思政”的改革，高校也需要借力传统非遗的力量来推

动思政课程建设 [2]。因此，论文将以非遗珠绣唐卡在《装饰

与图案》课程中的创新融合的教学实践为例，探讨非遗技艺

与高校课程建设的融合发展路径。

路径

“非遗唐卡”的图案样式多种多样，其图案背后蕴含

的文化寓意更是民族的瑰宝 [3]；而在设计专业开设的《装饰

与图案》课程中，要求学生通过认识和了解传统图案的历史

与发展，在掌握图案设计的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对传统非

遗技术中的图式纹样进行学习、理解和创新，最终能设计出

符合现代审美的图案和图案的应用。但是长期以来该课程更

偏于理论和技巧的讲授，设计实践不能有效落地，从而流于

形式，教学效果不佳。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为了培养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

文化修养，聘请著名的唐卡画师同时也是唐卡噶玛嘎孜画派

传承人多吉巴桑为教师，同时联合艺术设计学院该领域教

师，于 2018年成立了“珠绣唐卡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正

式将“非遗珠绣唐卡”技艺引入课程思政建设，通过“大师

进课堂”“专业教师加非遗技艺工匠”双导师授课。让非遗

走进高校，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发扬不仅是新时代赋予的历

史使命，对于完善和丰富大学知识体系、重建当代大学生传

统美学观念、构建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装饰与图案》课程以引入“非遗珠绣唐卡”

为教学特色，从美育和德育以及当代人的责任和担当三方

面，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设计工作者，提升该课程

的思政功能：

①通过学习装饰图案中的审美特性及其艺术形式规律，

提高学生的审美与创作能力，将“美育育人”在课程中引入，

以此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情操美和心灵美，树立正确的生观和

价值观。

②通过学习传统图案样式了解传统图案背后的文化寓

意，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提高

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

③通过“大师进课堂”“双导师”授课等教学形式，

讲授非遗珠绣唐卡技艺，培养学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敬业

态度，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④通过传统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明确平面设计

师的职业道德，培养“知行合一”的价值观。

和方法

《装饰与图案》和非遗珠绣唐卡的课程融合，通过灵

活多元的教学模式，特色化的教学内容，多媒介的学习交流

平台，高校的资源整合优势有力实践了非遗技艺与高校融合

的可行性。

首先，通过专业教师教授装饰图案的设计与创作技法，

“非遗传承人”负责非遗技艺传授，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创

作理念、创作技术、表现形式来培养学生的创意意识、创新

理念。

其次，通过将著名唐卡画师、非遗传承人请进校园、

与学生面对面进行沟通交流，开展“大师系列讲座”等形式，

培养学生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

此外，通过依托我校“珠绣唐卡文创创意研究中心”和“天

艺手作俱乐部”，将非遗技师聘为工作室行业导师，学生将

工作室学习的非遗技艺拓展到专业实践中，让学生跟着行业

专家学习，培养学生的敬业态度，对传统进行创新并应用在

生活中的创新理念。

最后，建立“非遗”艺术文化智库的手段。通过对“珠

绣唐卡”非遗传承人、著名唐卡画师的口述实录，跟踪学习，

将走访调研的资源整理成图片、视频、文字等资料，上传到

智库之中，为校“非遗”课程制作教学课件、微视频等，提

供最专业、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素材，真正为“非遗文

化的活化”尽一份力，为“非遗”化的传承与发展，开通更

广泛的宣传渠道，培养学生担负起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民族

责任感。

《装饰与图案》课程以“艺—美—技—德”四模块构

建课程。首先，要求学生掌握图案的样式与种类、表现形式、

组织构成几个部分的专业知识理论，以“艺”来构建教学内

容，与装饰图案创作过程相互衔接，侧重“美”育育人的功能。

以项目体验、实践为载体，经过“艺”的学习与非遗唐卡技

艺的“技”产生关联与碰撞。通过沉浸式体验，参观川博唐

卡展厅、走进“非遗唐卡传承人”工作室，以及“珠绣唐卡

工作坊”“专题汇报展”的项目实践，来践行思政的“德”

育目的。通过四模块教学在科学性、逻辑性、严谨性的指导

下，做到设计、目的和实际应用的完美统一，最终达到提高

学生审美层次、思想道德文化、提升岗位技能、创新思维与

创新技能，培养德才兼备的平面设计师人才。同时以现代性

的设计理念来改善珠绣图案的传统样式，使其图案和纹样更

符合当下的审美 [4,5]，将再设计的珠绣图案重新开发和应用，



141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8 期·2021 年 9月

用设计“反哺”非遗技艺，使传统非遗技艺重新焕发新生（见

图 1）。

《装饰与图案》课程以信息化建设为契机，将非遗

珠绣唐卡特色融入教学改革，依托我校搭建的“天府云平

台”“EQ教学质量管理平台”，将更多的非遗技艺稀缺资

源全方位的在“云端上”展示。通过更加多元化的“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方式，提供给行业专家、非遗技艺传承人和师生

更直接、有效的交流沟通方式。

《装饰与图案》课程借助我校“珠绣唐卡文化创意研

究中心”特色化的资源优势。该机构作为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首批获准成立的科研教育机构，主要立足唐卡科研、教

学，以及唐卡周边文创衍生产品的研发，形成“产—学—研”

一体化的拥有自主研发权的科教机构。该机构立足教学，聘

请著名唐卡画师和非遗传承人，并设专业场地、设备的“珠

绣唐卡工作坊”。聘请珠绣唐卡专家，与学生面授有关唐卡

历史、流派、绘画等相关知识，以教学实践带动科研，以科

研成果促进产业化。目前《装饰与图案》课程设计的非遗唐

卡特色系列文创产品，已与“非遗风尚”文化传媒公司达成

量产并在公司网站销售的战略协议，实现学生作品的成果

转化。

综上所述，论文通过天府学院非遗珠绣唐卡融合《装

饰图案》课程教改为例，通过课堂教学和设计成果转换等方

式探讨了非遗传承与高校设计课程融合的多样化模式和研

究成果，对非遗技艺的现代活化、传承模式进行创新与实践。

为非遗的可持续化传承与发展与高校课程融合发展模式起

到了互促性作用，提供了实践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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