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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amic ar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in teaching is not only the transmission of 
technical skills, but also the shaping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values.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eramic art teach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in ceramic art education,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cultivating 
craftsmanship spirit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process, and proposes a cultivation path from three aspects: curriculum desig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by scientifically designing course content,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raining, 
and emphasizing cultural influe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can be effectively enhanced, providing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eram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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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瓷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传承工匠精神不仅是技术技能的传递，更是文化内涵与价值观的塑造。
本文从陶瓷艺术教学的现状出发，探讨工匠精神在陶瓷艺术教育中的核心内涵，分析当前教学过程中工匠精神培养的不足
之处，并提出从课程设计、实践教学和文化教育三个方面入手的培养路径。研究认为，通过科学设计课程内容、强化实践
训练与注重文化熏陶，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艺术创造力，为陶瓷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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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陶瓷艺术作为一种集技艺与艺术于一体的文化形态，

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审美价值。随着现代社会对工匠精

神的呼唤，陶瓷艺术教学不仅需要传授技艺，更需要培养学

生追求卓越、专注细节和热爱工作的态度。然而，目前的陶

瓷艺术教学中，工匠精神的培养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教学内

容过于注重技术层面，而对学生职业精神和文化认同的塑造

相对薄弱。这种现状难以满足行业对高素质陶瓷艺术人才的

需求，也限制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工匠精神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对

职业的尊重、对技能的精益求精以及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陶瓷艺术教学中，培养工匠精神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职

业素养和艺术创造力，还能促进陶瓷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发

展。因此，本文旨在探讨陶瓷艺术教学中工匠精神的培养

路径，为高素质陶瓷艺术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

2 陶瓷艺术教学中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

2.1 工匠精神的基本特征
工匠精神是一种对职业技艺的高度热爱与执着追求，

其核心特征包括专注、创新和责任感。在陶瓷艺术领域，工

匠精神体现在对技艺细节的精益求精、对作品艺术价值的不

断探索以及对陶瓷文化的深度认同。专注是工匠精神的首要

表现，即要求学生在学习和创作过程中全神贯注，以细致入

微的态度完成每一个环节；创新是工匠精神的升华，要求学

生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通过学习与实践实现艺术语言

和技艺手段的突破；责任感则体现在学生对自身职业的认同

以及对陶瓷文化传承的担当上。

2.2 陶瓷艺术教学中工匠精神的意义
在陶瓷艺术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不仅能够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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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艺水平，还能够塑造其职业道德和提高文化素养。通过

培养学生的专注力，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复杂工艺；通

过引导创新，可以激发学生的艺术潜能，为陶瓷艺术的多样

化发展注入活力；通过强化文化认同，可以增强学生对民族

文化的自信心，使其在作品中更好地表达文化内涵。因此，

工匠精神的培养是陶瓷艺术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

2.3 当前陶瓷艺术教学中的不足之处
尽管工匠精神在陶瓷艺术教学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但目前的教学实践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课程设置偏重

技术训练，缺乏对职业态度和文化价值的系统培养；另一方

面，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在创作中更多地模仿而非创新。此

外，实践环节与理论学习脱节，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对工

匠精神的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导致学生在毕业后缺乏独立创

作能力和职业素养，不利于陶瓷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3 课程设计中工匠精神的融入路径

3.1 重构课程内容
在陶瓷艺术教学中，课程内容的设置应以培养工匠精

神为核心。具体而言，需要在传统技艺课程中加入职业伦理

与文化价值的学习模块，使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理解技

艺背后的文化意义。例如，可通过开设“陶瓷文化与艺术价

值”课程，让学生了解陶瓷艺术的历史演变及其在不同文化

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应将创新性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例如

“陶瓷材料与工艺创新”，帮助学生在掌握传统技艺的基础

上探索新技术与新材质。

3.2 建立分阶段目标
课程设计应分阶段设定教学目标，以循序渐进地培养

学生的工匠精神。初级阶段可注重技艺基本功的训练，培养

学生的专注力和耐心；中级阶段可结合案例分析和小型创作

项目，帮助学生理解创新的重要性；高级阶段则可通过综合

性创作任务，鼓励学生将技艺与文化表达相结合，展现其独

特的艺术语言。

3.3 增强多样化课程形式
为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应在课程设计中

引入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例如，通过实践工作坊、案例教学

和项目制学习，学生能够在真实场景中感受工匠精神的具体

体现。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参与陶瓷艺术展览和竞赛，通过

与同行的交流和比较，深化其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和认同。

4 实践教学中工匠精神的培养策略

4.1 强化工艺细节训练
实践教学是陶瓷艺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

工匠精神的关键环节。陶瓷艺术对细节的关注直接反映了工

匠精神的精髓，而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了锻炼技能、体会细

节价值的最佳平台。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以严谨的态度指

导学生掌握工艺细节，注重每一个步骤的规范性与准确性。

例如，在拉坯环节，教师可以通过示范具体的操作步骤，例

如手法的力度控制、轮速的调整等，帮助学生在操作中体会

到细节处理对成型效果的重要影响。在雕刻和装饰环节，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对纹样细致刻画和结构比例的精确计

算，进一步认识到细节在作品整体表现中的作用。

4.2 注重创作过程的体验
陶瓷艺术的创作过程本身是一种体验工匠精神的实践。

在教学中，教师应通过精心设计的创作任务，引导学生深入

参与从构思到作品完成的全过程，让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理解

专注、创新与责任的重要性。例如，可为学生安排一个长周

期的创作项目，要求他们从概念设计、草图绘制到模型制作、

材料选择和最终成型，独立完成所有环节。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将不可避免地遇到问题，如设计与实际操作不符、材料

特性难以控制或成品效果不达预期等。这种不断尝试与改进

的过程，能够让学生体会到耐心与坚持的价值，同时培养他

们在解决问题中的创造性思维。

4.3 搭建校企合作实践平台
校企合作为陶瓷艺术教学提供了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真实环境，是培养工匠精神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

与陶瓷企业合作开展教学活动，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到

工匠精神在生产环节中的具体体现。例如，安排学生参与企

业的陶瓷产品设计、制作和质量管理工作，让他们在实际工

作场景中体验职业责任与技术规范的要求。在企业的实际生

产环境中，学生可以学习到如何通过细致的工艺控制保证产

品质量，如何在高效完成任务的同时追求艺术价值。这种真

实场景的教学实践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工匠精神的

内涵，并将其内化为职业习惯。

5 文化教育中工匠精神的价值引导

5.1 强化陶瓷文化认同
陶瓷艺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文化认

同是工匠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教师应通过

多种方式帮助学生了解陶瓷艺术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他们

认识到自身创作的文化意义。例如，组织学生参观陶瓷博物

馆或遗址，观看陶瓷文物和历史文献，从中感受到传统工艺

的精湛与文化的厚重；邀请知名陶艺家开展专题讲座，让学

生通过真实的艺术家故事了解工匠精神在现代陶瓷艺术中

的实践。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对陶瓷文化的认同感，也

激发了他们对陶瓷艺术的敬畏和热爱。

此外，在教学中可以引入陶瓷文化研究的内容，例如

通过分析不同时期陶瓷作品的风格特点与社会背景，让学生

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理解陶瓷艺术的价值。通过这种多维度

的学习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技艺，还能够深刻体会到自

己创作的作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5.2 注重艺术价值的传播
在陶瓷艺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不仅是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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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素养的提升，更是对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在教学中，

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展览、公益活动和文化交流等形式，引导

学生将作品的艺术价值展示给更广泛的观众。例如，通过参

与陶瓷艺术展览，学生能够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在公众面前，

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评价与反馈，这种经历不仅能够

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也能增强他们对作品艺术价值的理解。

此外，通过参与公益项目和文化交流活动，学生能够

将陶瓷艺术的美学价值与社会意义传播到更广泛的范围。例

如，组织学生为社区设计和制作陶瓷装饰品，或通过文化交

流项目将本地陶瓷艺术介绍给国际观众，这些实践不仅提升

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加强了陶瓷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传

播与影响力。

6 结语

陶瓷艺术教学中工匠精神的培养，是提升学生职业素

养与艺术创造力的重要路径。工匠精神的核心不仅体现在技

术的精益求精，更包含了对文化传承的高度认同与对职业的

深刻责任感。在陶瓷艺术教学中，通过强化实践教学中的工

艺细节训练、注重创作过程的体验以及搭建校企合作实践平

台，能够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切实体会到工匠精神的价值与

魅力。实践教学作为陶瓷艺术课程的重要环节，能够直接影

响学生的技能掌握和职业态度。通过高标准、严要求的工艺

细节训练，学生在重复操作和细节把控中学会耐心与专注，

而这些正是工匠精神的核心所在。与此同时，注重创作过程

的完整体验能够让学生认识到每个环节的重要性，从构思到

成品的过程，不仅仅是技术的实现，更是艺术情感与文化内

涵的表达。通过长期任务的设置和多样化指导，学生能够逐

步形成耐心、责任感和创新能力，这种过程性培养比单一的

技术训练更能塑造学生的职业精神。

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真实产业环境的机会，

这种实践平台让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更加顺畅。在企业

项目中，学生可以看到工匠精神在实际生产中的具体体现，

例如对品质的严格要求、对设计的独特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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