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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 

非遗传承创新实践研究 

王桃红
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摘 要】：高职院校是服务非遗传承创新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且对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高职院校

服务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创新和乡村振兴实践的难题与解决路径，并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为例阐述了

高职院校从“人才培养、文创设计、成果转化、宣传推广”四个方面服务非遗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的成效。 

【关键词】：乡村振兴 非遗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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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服务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创新和乡村振兴实践的意义 

1.1高职院校服务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创新的意义 

远古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湖湘大地非遗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湘绣、湘瓷、小郁竹艺、宝庆竹刻、菊花石雕、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侗族织造技艺、黑茶制作技艺等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资源。然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主要是依靠口耳相

传，学习难度高，又因手工生产、产量低，很多传统手工技艺由于缺乏“用武之地”，逐渐淡出甚至退出历史舞台，面临技艺失

传、后继无人等瓶颈。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与创新迫在眉睫。 

保护非遗就是保护国家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高职院校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特别是艺术设计类高

职院校，擅长培养创新人才、开展创新研发、推进创新实践，对传承创新非遗具有重要意义。在非遗亟需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

形势下，在国家高度重视非遗保护的新时代，高职院校，尤其是艺术设计类的高职院校，责无旁贷地成为保护、传承与创新非遗

的主力军。 

1.2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意义 

我国历来重视农村的发展，连续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战略。乡村兴则国家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

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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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作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地的高职院校，成为乡村振兴建设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高职院校能挑起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双重重担，利用专业优势发挥非遗在乡村的功能，提升乡村经济水平，

为乡村振兴持续助力。 

2 高职院校服务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创新和乡村振兴实践遇到的难题 

2.1传承后继乏人 

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讲究手工制作，作品质量全凭指尖的技艺。慢工出细活，但这在效率为先的工

业时代并不占优势。而年轻人喜欢追求新奇，对传统工艺的敬意与感情不深，不愿意学习和继承老一辈坚守的传统手工技艺
[2]
。

湖南侗锦织造技艺的代际传承颇为严重，现有织锦者多为 40岁以上的妇女，40岁以下者较少，20岁以下者寥寥无几，“技艺”

面临逐渐变成“记忆”的尴尬[3]。 

2.2传承因循守旧 

自古至今，从职业分工上看，“动手”和“动脑”似乎是对立的，善于“动脑”的人可能不屑于“动手”，擅长“动手”的

人可能不善于“动脑”。因此，一直以来，知识分子很少从事手工业。虽然如今也有海归女传承母亲衣钵研习湖湘传统手工技艺

类非遗的个例，但整体而言，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人群绝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这与传统工艺主要通过师傅带徒弟的传

授方式有关。师徒相授、口传心记的方式决定了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的传承人群范围不广、文化素质不高。 

2.3技艺缺少创新 

受文化教育等因素影响，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人群的眼界、思维以及审美水平和创新能力都受到很大局限。传承人

可以把师傅传授的技艺练得娴熟精湛，但传承人对于非遗传统图案纹样所代表的深意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研究非遗文化。绝大多

数传承人对保护和传承非遗技艺尚且乏力，更谈不上创新技艺了。 

2.4经济效益不高 

虽然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作品精美、数量稀少，但整体经济效益不高。手工制品注重精益求精、耗时耗力，产出量不大，

物以稀为贵，所以非遗作品一般都比较昂贵。一方面，很少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一个只有装饰作用的非遗作品；另一方面，偶尔

也有成交的作品，但次数也寥寥可数。扣除人力、材料、时间等成本，几乎不盈利，因此经济常常不景气。 

3 高职院校服务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创新和乡村振兴实践的路径 

3.1培训非遗传承人 

保护传承与创新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人才是关键。培养培训非遗传承人、全面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的有效手段之一

是开展非遗培训。2015 年，文化部、教育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号召高校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帮助非遗传承人群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通过课堂学习和考察交流等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非遗传承人的认知、

审美、理论等水平，非遗培训不仅能开阔非遗传承人眼界，还能增强传承人群的艺术修养，尤其是观摩和交流技艺后，有助于提

高传统工艺的设计与制作水平，推动传统工艺改革、升级与创新，从而提高传承人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升保护传承与创新非遗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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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培养非遗相关人才 

想要壮大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人才队伍，光靠原始的师徒相授是远远不够的，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保护传承与创

新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的行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和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已经形成历史性交汇，职业教育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培养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和高素质职业从业者的重

任。职业教育能把传统手工技艺传授地点搬到学校，师傅变成老师，学徒变成学生，年轻的学生悟性高、学习能力强，能迅速掌

握各类传统手工技艺，这是传统师徒相授难以达成的速度与规模。通过三年系统学习，高职院校可以为湖湘传统手工技艺非遗输

送大量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夯实非遗传承的根基。高职院校还可以培养热爱非遗且愿意从事与非遗相关工作的设计师、销售员、

管理者等非遗从业者，为非遗创新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3.3创新研发新技艺 

高职院校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汇聚了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为技术创新搭建了一个研发平台。高职院校可以设

立非遗研发中心，也可以就某个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建立研发中心。依托研发中心，对内可以组织各个专业领域的非遗人

才、技能大师研发新技艺、开发新产品；对外可以举办非遗论坛、展览、比赛，可以广邀全国各地不同非遗项目的人才参会参赛，

交流经验，积极开展文化研究。 

3.4促进成果转化 

高职院校注重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系统教学，学生能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高职院校注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高职

院校把真实项目搬到教学课堂，对接行业产业需求，可以在课堂上制作大量符合企业需求的师生作品，优秀的师生作品具有良好

的成果转化条件。高职院校能利用课堂、赛事、评奖等契机，鼓励师生设计制作高质量的作品，抓住校企合作的平台，积极促进

教学成果落地转化。 

3.5宣传推广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高速度、高标准、高效益的追求也带来了城镇同质化的烦恼。为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可将非遗

文化打造成别具一格的文化名片。非遗文化名片的打造需要大力宣传推广，而推广的内容当然要与非遗文化有关。高职院校能培

养培训非遗人才、创新研发新技艺，还能开发大量非遗相关创新作品，高职院校的师生善于学习，拥有既懂非遗文化又精通媒体

宣传的团队，能承担起非遗文化宣传推广的重任。 

4 高职院校服务湖湘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传承创新和乡村振兴实践的成效 

近年来，不少职业院校开始服务乡村振兴或非遗保护，但多半只偶尔进行或者局部推进，并未成体系全面推进。作为湖南省

传统工艺传承发展研究基地、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以传承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把湘绣、醴陵釉下五彩瓷、小郁竹艺、梅山剪纸、花瑶挑花、侗锦织造技艺等湖南非遗融入专业教育，建

立了湘绣艺术学院、湘瓷艺术学院，建立“湘字号”非遗大师工作室群，拥有 2 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了“非遗进校

园、技艺进专业、大师进课堂”的非遗教育体系，构建了“人才培养、技艺传承、文化研究、创新研发、传播推广”五位一体的

非遗传承创新范式。学院联合政府、行业、企业建立了湖南湘绣产业科教园、湖南(益阳)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园、侗族非遗保护与

研发工作站，牵头成立了全国职业院校精准扶贫协作联盟。依托两园、一站、一联盟，学院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在非遗保护传承

与文创等领域积极作为，并联合全国高职院校一起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助力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以下是

学院从“人才培养、文创设计、成果转化、宣传推广”四个方面服务非遗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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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人才培养 

学院系统开设了湘绣设计与工艺、陶瓷设计与工艺、工艺美术品设计等非遗相关专业，聘请国家级非遗湘绣代表性传承人、

亚太手工艺大师刘爱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永平、刘宗凡等殿堂级人物到校传授非遗技艺，实施“大师+教授”同堂授艺的教

学组织模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人员培训、专业咨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湘绣、湘瓷两个专业分别于

2013年、2016年入选首批和第二批全国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因非遗传承与创新成效突出，2013年，湖南

首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在学院隆重挂牌。2016 年，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首批参

与院校，此后连续几年入选参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高校。迄今为止，学院为湘绣和湘瓷等非遗相关产业输送

了 1,000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不少毕业生已经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用人单位湘绣城评价学院的人才培养时提到：“学院

培养的人才达到了以前传统模式培养的绣女十年都难达到的水平”。通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学

院先后承办了湘绣、侗锦、竹艺、雕刻、陶瓷等 14期非遗培训班，培训各级非遗传承人 620余人，为非遗传承人群的培养培训

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4.2文创设计 

学院是湖南省惟一的工艺美术类高职院校，设置的专业既有现代设计，又有传统工艺，兼具传承与创新，培养出来的学生既

会设计又懂非遗文化，并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每一份学生作业都是一份非遗文创设计作品。自 2015年与通道侗族自治县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签订结对帮扶框架协议、2016 与通道侗族自治县签署了共建侗族非遗保护与研发工作站协议以来，学院与通道侗

族自治县的非遗结下不解之缘，依托工作站开展侗族文化研究与传承保护、通道旅游工艺品创新研发。2018年，学院牵头与 64

所职业院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职业院校精准扶贫协作联盟”(现有成员 254个)。依托联盟，学院利用自身优势，结合贫困山区

实际，开展设计扶贫，比如采用侗族织锦、湘绣、小郁竹艺等国家级非遗的元素开发抱枕、箱包、服饰、茶具、电脑包、手机壳、

笔筒、胸针、戒指、台灯、冰箱贴、钥匙扣、鼠标垫、笔记本、帆布包、口罩、马克杯、折扇、香薰挂件等文创产品，积极打造

精准扶贫品牌项目，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职业教育力量。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后，联盟继续运作，学院也依旧组织师

生深入偏远山区开展结对帮扶。2021 年 6 月，学院与安化县签到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点帮扶安化县乐安镇尤溪村，

发挥专业和人才优势，保护梅山剪纸、黑茶技艺等非遗项目，开展茶产品品牌形象设计、特色工艺品研发等文创设计。学院利用

文创设计为助力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4.3成果转化 

学院注重产教融合，创建并实施“专业+项目+工作室”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深度开展校企合作，经常将真实项目引入课

堂教学，开展真实生产项目任务式教学。此外，学院将非遗传承创新纳入每年的毕业设计选题，举办非遗文创礼品设计大赛等比

赛，广泛发动师生创作非遗相关创新作品。因此，师生非遗作品不但数量多，而且针对性强，能有效对接市场，从作品到落地转

化为产品基本能实现无缝对接。学院积极鼓励师生将符合企业需求、适合落地转化的设计成果进行转化，并为师生成果转化积极

创造条件。譬如，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把含有侗锦元素的包装设计免费提供给通道侗族自治县的非遗工作坊和专业合作社使

用、鼓励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师生为湘绣企业提供创意绣稿设计、鼓励专业教师面向乡镇企业承接横向项目，将非遗技艺直接运

用到传统工艺项目的建设中。学院师生的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奠定了扎实基础。 

4.4宣传推广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人知晓与重视非遗传承与创新工作，学院面向社会举办了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奖、湖南传统工艺振兴

论坛、毕业设计开放展示周等大型活动开展非遗宣传推广，邀请国家级非遗湘绣代表性传承人刘爱云、侗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粟田梅、花瑶挑花代表性传承人奉雪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宗凡、黄永平等大师进行非遗展演，展示涵盖湘绣、陶瓷、竹艺、

木雕、剪纸、编织、烙画、年画、民俗物件等十多个工艺美术门类的创新作品，其间非遗代表人开展学习交流，思想碰撞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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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和视觉盛宴带来的震撼有助于促进非遗新技艺和新产品研发。学院建立了美院社区学院，设立湘绣、陶瓷、木雕与泥塑等传

统技艺创意工坊，通过校校、校企合作，共建桃谷山小学剪纸基地、新桥小学剪纸基地、三官桥中学剪纸基地、益阳羊舞岭窑陶

瓷基地、益阳市朝阳小郁竹艺基地等校外培训基地，面向来自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医学院等高校的留学生开展湘绣文

化交流培训，面向小学师生开展竹文化研学活动，面向社会各界开放湘绣、湘瓷、小郁竹艺、剪纸等非遗体验，在“非遗+旅

游”“非遗+乡村振兴”“非遗+产业”等模式上作出有益探索，加强了非遗在人们心中形象，提升了非遗在经济中的地位，将非

遗文化打造为地方特色文化名片，为拉动非遗消费、活态传承非遗贡献了职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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