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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淘文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是隶属于
江苏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
江苏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
单位”。学院肇始于1933年创办的江苏
省立宜兴陶瓷科职业学校，至今已有90
年的办学历史，目前已发展成以陶瓷类
专业为特色、艺术类专业为重点、“艺工
文商”协调发展的综合性高职院校，
2019年，被授予首批“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传承创新基地院校”称号。

加强组织领导
人才培育成果斐然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轻工“大
国工匠”，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学科
带头人谢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学
院高度重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传承创
新基地院校项目建设工作，将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传承创新基地院校的建设工
作列入学院每年党政工作要点，统筹协
调推进，成立了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为组长，分管教学科研、学生工作的副
校长为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教
学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定期召开
工作推进会，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明确各部门的任务分工，有序推进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谢强大师表示，多年来，学院广泛
开展传统工艺文化交流活动，联合工艺
美术大师积极参加 2021年迪拜世博会
（江苏周）展览、“一带一路”中国宜兴当
代紫砂作品中东欧巡展、2021年中国美
术馆“文明可掬”紫砂艺术展等活动。
学院在教学工作开展中，深入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政元素，将非遗技
艺与红色精神融为一体，推进以美育
人、以文化人。2022年，学校举办“千人
千艺·礼敬百年”和“陶润乡风·礼敬百

年”艺术创作活动、“美育之路”——江
苏高校雕塑作品联展、省“艺博杯”第二
届陶艺创新作品展等活动，促进文化交
流和传播，进一步提升基地的辐射示范
作用和国际影响力。

今年 6月，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牵头成立了全国非遗文化传承职教联
盟（以下简称“联盟”），吸引来自全国各
地的96家高校、行业企业和非遗大师工
作室等积极参与。联盟汇聚“政行校
企”多方力量，旨在充分发挥各成员单
位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围绕非遗技
艺传承和创新、非遗文化交流与传播、
非遗人才培养和培训等方面开展探索
与实践，打造富有职教特色的非遗品
牌，助力大师进校园和非遗传承创新，
赋能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大力培养非遗
专门人才和能工巧匠，进一步推动非遗
传承与现代职业教育融合发展。

据了解，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在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举办的各项赛事评
比活动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其中，
与学院合作的吴元新等 13位工艺美术
大师被授予“进校园活动合作大师”，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守才、谢强被授予全
国轻工“大国工匠”，与学院合作的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吴元新、谢强分别被评为
2021 年度、2022 年度“优秀进校园大
师”。学院与工艺美术大师合作申报教
学成果，获2018—2019年度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获 2021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1项，二等奖 1项。裴红蕾、李欣 2位
老师被评为 2018—2019年度中国轻工
业职业教育教学能手。2020年，无锡工
艺职业技术学院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普
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创新育人模式
培育行业高技能人才

据了解，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为

助力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开展，大力实
施“陶文化+”文化育人工程，将“纳陈吐
新，精益求精，锲而不舍，追求卓越”的
陶精神有机融入校园文化，依托地方和
学校独特的陶文化资源、深厚的人文底
蕴，深化与工艺美术大师合作，不断探
索“陶文化+”文化育人新机制，将“传承
陶文化、弘扬陶精神”的理念有机融入
到工艺美术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全
过程，全方位、立体化培育学生的职业
技能、人文素养和工匠精神，积极发挥
学校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示范引领、智力支持、辐射带动等
重要作用。

在教学工作开展中，学院积极创新
育人模式，打造“双导师制”教师团队，采
取合作申报江苏省产业教授、设立大师
工作室、柔性引进等举措，聘请吴元新、
赵红玉等 7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正
中、方卫明等6位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为
学校特聘教授，建立 13个大师工作室。
同时，按照“分类管理，量身打造”的建设
理念实施师资队伍“三一工程”，即通过

“一师一室一门类”“一师一徒一技艺”
“一专一兼一课程”等方式，将大师工作
室的建设与学校“双师型”师资团队建
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服务能力建设
有机融合，让大师们深度参与学校的人
才培养全过程，用他们的“特色专业技
能、大国工匠品德”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塑造学生，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多年来，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以
专业标准建设为引领，以产教深度融合
为核心，构建“三对接”非遗传承教学体
系，架构起“教师+大师”“师傅+学徒”

“艺术+技术”的“三对接”非遗教学体
系。教师与大师对接，实施“双元”教
学，合作开发课程，共同指导学生不断
提高教学质量。师傅与学徒对接，开展

“招生招工一体、校企联合培养”的紫砂
非遗现代学徒项目，开设“卓越技师班”
等，以技艺传承为纽带，实现师徒关系
的现代转变。艺术与技术对接，打造跨
界融合的“大师、名师、工匠”工作室与

“工程、设计、研发”中心，有效赋能教学
实施。截至目前，学院已合作建成国家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省级职业教育
精品在线课程 4门，共同编写并出版江
苏省重点教材《陶瓷装饰·彩绘》等 5部
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出版作品集 20余
本。学校 15位教师、47名学生分别与

谈志坚、陈富强等大师拜师结对。
与此同时，学院积极开展传统工艺

科研合作。依托“江苏省陶瓷材料与工
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省级研究
平台，学校与工艺美术大师强强联合、
紧密合作，加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宜兴均
陶制作技艺”和省级非遗项目“宜兴彩
陶制作技艺”“宜兴青瓷制作技艺”等非
遗项目的传承研究，厘清宜兴传统陶瓷
文化的传承创新价值与内涵，探索宜兴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理念和路径。据
统计，学院共立项省级以上传统工艺研
究课题10多项，授权专利48项，发表相
关学术研究论文40余篇，出版相关学术
专著13部，取得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

此外，学院依托优质大师资源优
势，积极开展服务乡村振兴系列活动。
在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的领导和支持
下，学院与宜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振兴乡村经济紫砂导师团”公益项目，
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季益顺、
谢强等合作组建专业团队具体实施，自
2020年实施以来，累计培训陶瓷从业人
员 2 万余名，线上参与人数达 89 万人
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传播方式，获得
广泛的网络传播和良好社会效应。获
省财政厅资助专项资金 100万元，并获
评“宜兴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项目”，被

“学习强国”、人民网、《中国青年报》等
多家媒体专题报道。

采访中，谢强大师表示，当代的工
艺美术应具有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华文
明与宜兴紫砂结合，这既是对历史文化
的礼赞，也是对当代紫砂文化的延伸与
拓展，促进了中华儿女对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有助于留住文化根
脉，弘扬时代精神，推动紫砂创新发
展。作为一名工艺美术的创作者与教
育工作者，在教学中，我经常鼓励同学
们要通过自身创作的作品体现出时代
精神，致力于创作出更多能够反映新时
代、新风貌、新精神的艺术作品奉献给
当代大众，以此激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我希望和学生一起努力，用更直
观、更具象的紫砂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出去，以充满时代精神的紫砂
艺术语言去讲好中国故事，凝聚大众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激发我们的民族自
豪感，这是新时代陶瓷匠人应肩负的时
代使命。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打造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依托大师资源 创新教学模式

谢强大师开展陶艺教学工作谢强大师开展陶艺教学工作

为深入开展“百名大师进校园”活动，推动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传承创新基地院校建设，促进工艺美术相
关院校交流互鉴，加快工艺美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
设，10月27日，2023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传承创新工作
会议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服务文化强国战略，增强文化自信。会议同期举
办“百名大师进校园成果展”，汇聚近年工艺美术大师
进校园的创新成果，推动中国工艺美术高质量发展。
本次会议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工作委员会、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本次会议的承办单
位，多年来，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指导下，不断加强
组织领导，开启大师创新合作模式，重构教学体系，搭
建了多元化育人平台，丰富了传统非遗手工技艺传承
路径，实现了工艺美术传承创新与现代职业教育紧密
融合的探索与实践，为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培养了大量
优秀人才。

谢强大师作品
《中华文明·春秋·花神 水仙》

谢强大师作品
《中华文明·秦汉·秦时明月》

全国技术能手、谢强大师弟子
童健作品《官帽提梁壶》

本报讯（记者 贾淘文）为加强苏绣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研
究，通过“非遗进校园”推动大学生美育工作，探索和建立产学研
用一体化机制，助力相关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苏州大学苏绣艺术研究院
揭牌仪式暨“苏绣艺术文献展（1949—2019）”学术研讨会在苏州
大学天赐庄校区举行。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姚建萍担任名誉院长，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
授卢朗为该研究院院长。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才大颖在致辞中表示，江苏是全
国工艺美术大省，苏工、苏作名满天下，有着“苏人以为雅者，则
四方随而雅之”的美誉。此次，苏州大学依托自身优势、整合学
术与行业资源，集聚政产学研用的优势力量成立苏绣艺术研究
院，可谓是“即正当其时，又任重道远”。苏州大学敢于自加压
力、主动作为，不仅是责任担当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传承
创新与产教融合有了新的认识。期待苏州大学以此为契机，推
动苏绣艺术与产业从“传承创新”转向“创新传承”，将苏绣人才
培育模式从“产教融合”转向“教产融合”，不断强化高校在新时
代培育高技能人才的引领作用。期待苏州大学苏绣艺术研究院
由虚务实，发展成为集创新研发、技艺传承、科普教育、社会服
务、教产融合、成果传播为一体的、具有行业引领示范作用的一
流专业平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敢为人先的时代之路。中国
工艺美术学会一直主张创新传承，鼓励教产融合，秉持“艺术当
随时代，手艺当领时尚”的发展理念。未来，将高度关注并积极
支持苏绣艺术的发展，在艺术设计、品牌提升、时尚表现、产业研
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的开展，助力苏州大学苏绣艺术研究院
的后续建设。

才大颖对于本次“苏绣艺术文献展（1949—2019）”的举办表
示肯定。他指出，本次文献展立意高远，必将在苏绣的发展史上留
下里程碑式的时代印记。展览不仅系统地梳理出新中国成立七十
余年来苏绣艺术事业的发展历程，更是集中荟萃了七十余年来苏
绣艺术的精品力作、珍贵的绣谱、绣稿，以及图片和影像资料。多
角度、多层次地揭示了苏绣的技艺内核及其艺术面貌的生成轨
迹，展现出苏绣艺术在传承经典、艺术探索、工艺创新和文化传播
等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发掘并呈现了苏绣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密不可分的精神内涵，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之举。

“苏州大学作为苏州的区域文化中心之一，对非遗的传承、
保护、创新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苏绣艺术文献展（1949—2019）”负责
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卢朗介绍，苏绣艺术研究院建
设目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代表
性传承人，在拓展学校美育资源的同时，开展苏绣人才合作培养，
传承和推广苏绣非遗文化；二是加强对苏绣艺术历史、文化及其当
代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为弘扬苏绣文化提供学术支撑，为地方
苏绣乃至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同时为设计学等学科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成果；
三是依托苏州大学多学科优势，融合设计学、大数据、人工智能、材料科学等领域，开展苏
绣的新材料、新工艺（针法、绣法）、新题材、新风格和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实践。未来，苏
州大学苏绣艺术研究院将立足非遗苏绣的新时代传承发展，以艺术和产业双视角研究
切入，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传播方式，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等，助力擦亮苏绣江南文化名
片，梳理苏绣非遗传承创新体系，弘扬优秀文化传播发展，厚植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注入持久的品质文化力量。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刺绣艺术专委会副主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代表性
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州大学苏绣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姚建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此次苏州大学苏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将有利于整合苏绣产业全领域与高等院
校进行深度的融合，能够更好地推动苏绣艺术事业的发展，助力苏绣艺术创作不断进步，
科学系统地做好苏绣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工作，并在苏绣艺术与品牌传播方面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全面推动苏绣产业化发展，并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苏
州
大
学
苏
绣
艺
术
研
究
院
正
式
揭
牌

助
力
苏
绣
产
业
化
发
展

形
成
产
学
研
一
体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