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方案

1.目标和拟解决的问题

1.1 教学改革目标

拓宽非遗工艺人才培养的新途径，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模式，实现学徒培

养“技能＋学历”的双目标，实现“非遗技艺＋文化素养”的双提升；夯实对非

遗学徒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与指导，促进“工艺创新＋自主创业”的双训练；使

非遗技艺的传承进入良性循环，为行业培养高素养、具有工匠精神和创造力的传

承人（见表 1）。

表 1-改革目标

1.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针对非遗工艺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课程建设。

学校需要与非遗企业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特色课程，找到

互相的优势与不足，达到最优的资源利用效果。将企业的非遗工艺岗位需求与学

校的专业教育、思政教育相融合，非遗人才需求与学校的培养目标相一致，在提

升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同时促进行业发展。

（2）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教学中要求学徒尊重地域文化特点、尊重民族传统，保护文化多样性，维护

和弘扬传统工艺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价值；坚守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倡导

专注坚守、追求卓越，树立质量第一意识。

（3）提升非遗传承人的综合素养。

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模式需要帮助学徒建立系统学习的高等教育思维体系，加



强思政、人文、艺术、历史和科技等各方面的教育，拓展他们的学习思路。同时，

传授与工艺相关的现代计算机辅助技术，让学徒了解 AI、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扩宽学习视野，促进就业增收。

2.研究与实践内容

（1）整合人才培养方案，深化产教融合。

选定非遗企业与各学校院系相适合的专业，本课题选择了广州邵成村灰塑艺

术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建筑遗产保护协会进行合作。邵成村是广州花都国家级非遗

灰塑传承人，先后带出徒弟 300 多人，目前公司工程队中有灰塑技艺从业者 50

余人，其中 92%没有大专学历。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的非遗

工艺岗位需求与学校的专业教育相融合，非遗人才需求与学校的培养目标相一致，

在提升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同时促进行业发展。

（2）商定标准，完善管理制度。

现代学徒制要实现人才共育，校企双方做好双向选择工作，协商制订科学合

理的培养方案，理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主动地协同育人关系，理顺招生

与实习就业相匹配的关系，理顺课程设置与岗位标准对接的关系。

（3）制定方案，规范招生招学徒。

学校与企业共同制订招生方案，成立校企联合招生小组，规范招生录取和企

业用工程序。开学第一周内学生、学校、企业共同签订“三方协议”，学徒在学

校进行学籍注册，同时也在企业“注册”。

（4）双导师 “科技＋工艺”双模式教育。

校内导师主要承担思想政治、专业基础能力、专业核心能力、专业拓展能

力（计算机＋文化创意课程）、创新创业、职业规划等相关课程的教学；非遗传

承人承担企业岗位（工艺技能训练课程）实践课程的教学，严格学生的考核标准。

“科技＋工艺”的课程设置有助于提升非遗与现代科技结合，创新创业课程则帮

助学生进行项目孵化、包装、销售模式的训练。

（5）校企合作开发适应于现代学徒制的精品课程。

校企双方根据学徒岗位需求，合力打造更适应于现代学徒制的精品课程，

容思政、文化、非遗、理论、实操于一体，结合线上线下教学的特点，逐步开发

“非遗灰塑”相关的精品课程、活页教材、课程案例等系列学徒岗位教材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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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探索学徒制模式下的非遗人才培养与传承。

（6）创新联合研发机制，合力打造知名非遗品牌。

校企共同围绕新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开展技术革新服务，积极开展专利申报。

校企共设计、培育和开发非遗品牌，强技艺内涵，挖掘非遗文化，本项目通过以

下路径开发：

灰塑与现代建筑室内外景观、壁画结合。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公共、居住

空间，发挥灰塑古朴而绚丽的特点，例如广州永庆坊 4层楼高的岭南木棉花鸟灰

塑大型浮雕壁画，是广府文化与艺术的缩影，成为广州的一张新名片，也成为新

的打卡地。

面向装饰与非遗体验市场。把灰塑摆盘、胖蝙蝠、平安如意等吉祥灰塑工

艺品制作成小件精美的工艺品摆设，可以为空间增加岭南文化的氛围感，通过全

面的包宣传与推广，进行品牌形象的包装与升级，打造非遗品牌 IP，拉动创新

创业。

灰塑材料、工艺与配方的研究与专利转化。灰塑作为岭南传统建筑的非遗

技艺，在材料的发酵、调配、制作等工艺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是岭南人的智

慧结晶，进行专利申请等对接工作，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非遗工艺。。

3.研究方法

本课题运用了 5种调研方法，对非遗行业、企业、学徒进行多方面的调研，

利用大数据的分手法以及实际案例的经验，对现代学徒制模式下非遗传承人培养

进行了研究。

调查法。调查有非遗工艺项目已经注册公司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通过

问卷调查了解行业、企业目前在人才培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了解非遗工

艺的人才需求状况；了解学徒是否有继续深造的想法。

访谈法。找到 30 位非遗灰塑学徒进行访谈记录，了解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是否希望深造、目前的工艺技术到了怎样的水平、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和对未来

有何规划等。

案例法。以本人负责的本院古建筑工程技术现代学徒制班 4届学生，分析现

代学徒制对提升学徒综合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的情况，将毕业前后的情况做对比

记录，分析学徒的思想道德、技能、技艺、知识、思维、素养等维度的提升情况。



文献分析法。查询国内外关于现代学徒制发展的文献，找出适合非遗工艺传

承人培养可借鉴的方面；参考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了解国家对传统工

艺的支持方向，找到传承人培养的科学定位。

4.实施计划

本课题研究分为 5个阶段，具体安排计划如表 2所示。

阶段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要成果

年度进

展

（2023

年）

年度进

展（2024

年）

年度进

展（2025

年）

第一阶段

2023.08

-

2023.10

与广州邵成

村灰塑艺术

有限公司积

极整合人才

培养方案，深

化产教融合。

拟定协议

合同。

拟定协

议合同

第二阶段

2023.11

-

2024.02

1.商定标准，

完善管理制

度。

2.制订灰塑

非遗人才培

养方案，规范

招生招学徒。

人才培养

方案、管

理方案制

定。

制定人

才培养

方案、

课程标

准、学

徒条件

选择。

第三阶段

2024.03

-

2023.09

双导师制度，

实现“科技＋

灰塑技艺”双

模式非遗教

育

制定双方

导师的课

程职责与

教 学 目

标；特色

课 程 建

设；论文

1 篇；活

页教材开

发。

特 色 课

程 建 设

1-2 门；

论 文 1

篇；学生

获 工 艺

美 术 奖

1项。

学 生 获

工 艺 美

术 奖 1

项；

课 程 案

例 1项。

第四阶段

2024.10

-

2025.03

创新联合研

发机制，合力

打造广府灰

塑非遗品牌。

1.联合双

方力量，

进行非遗

创新品牌

打造。

2.获得大

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

1项；

论 文 1

篇；获得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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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 1

篇。

第五阶段

2021.04

-

2024.07

撰写研究报

告、结题报告

研 究 报

告 1篇；

结 题 报

告 1篇

表 2-实施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