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自 评 报 告

学校名称：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专业名称： 工艺美术品设计

立项时间： 2018.11

2020 年 6 月



1

目 录

一、建设方案与工作目标的执行和完成情况................2

二、专业建设工作情况..................................4

（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4

（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10

（三）教师评价制度改革................................18

（四）实践教育体系建设................................21

（五）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改进............................25

三、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28

四、取得的进展和成效..................................29

（一）专业建设成果丰硕，师生教科研成果和技能大赛成绩明显提升

（二）教育教学与创意创业有机融合，真正实现了产教一体协同发展

（三）与院校和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专业办学条件条件明显改善

（四）专业建设相关活动丰富，漆艺行业内社会影响力较高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47

（一）存在的问题.......................................47

（二）改进的措施.......................................47



2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8 年立项建设的高等职业教育品牌

专业与特色专业名单的通知》，我院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 2018 年 11

月获湖北省教育厅省级特色专业立项建设。学校对此高度重视,按照

《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品牌和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鄂教职

成［2015］9号）的相关要求，加强了该专业建设与改革。目前，工

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各方面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成效，专业特色明显。

一、建设方案与工作目标的执行和完成情况

工艺美术品设计特色专业项目建设，严格按立项建设方案推进，

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

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是我校 2017 年首批设置、学校规划建设的

特色专业之一，按照申报的项目建设方案，学院制订了 2019、2020

年特色专业建设方案和任务书，在近 2 年的建设中，工艺美术品设计

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改革、实习实训条件、校院合作以及

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形成了优势和特色，能够在全国高职同类专业的

建设与发展中起到借鉴作用，圆满达成专业建设目标。同时，工艺美

术品设计专业还优化建设方案，勇于创新，创出特色，形成社会带动

效应。截止 2020 年 8月，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完成进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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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完成进度表

建设

项目
具体建设目标 建设完成情况 完成率

人才

培养

模式

改革

探索建立“两端

接入，四方联动，产教

一体协同发展”人才培

养模式。

1、组建创业教育投资集团。

2、扩大非遗传承大师和民间工艺大

师团队规模，充分发挥大师团队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3、形成稳定的文化创意团队，充分

发挥文化创意团队在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十八匠产业群形成和传统工艺

品大众化中的作用。

100%

教育

教学

模式

改革

1、以“工艺作品创作”

为导向的专业课程体

系，以“文化创意”为

驱动的创新创业体系。

形成以“工艺作品创作”为导向的专

业课程体系。
100%

2、制定本专业所

涉及到的传统工艺的

工艺流程和制作标准，

以规范化培养人才的

方式活态保护非遗和

传承传统工艺

1、完成楚式漆艺工艺流程和制作标

准的制定。

2、完成楚绣、汉绣、淡水贝雕工艺

流程和制作标准的制定。

100%

3、选择工艺美术

品设计专业主要专业

课程开展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

完成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核心课程

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100%

教师

评价

制度

改革

1.专业教学团队的建

设

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

师资队伍。 100%

2.完善教师评价制度
完善教师考评制度。

100%

实践

教育

体系

建设

1. 工艺美术品设计专

业传承大师工坊建设

扩充产教一体化工坊 5间
200%

2.实践教学管理制度
完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

100%

教育

质量

评价

体系

1.建立多方参与的质

量评价体系

推行多方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制度。
100%

2.构建以能力为本位

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以能力为本位的考核评价指标

体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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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建设工作情况

（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探索建立了“两端接入，四方联动，产教一体协同发展”人才培

养模式：在人才培养的前端，接入大师团队，让非遗传承大师和民间

工艺大师进入教学过程，直接参与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末端接入文

化创意团队，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支撑；学校、大师团队、文化创意

团队、企业四方通过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企业产业发展计划串联在一

起互联互动;组建创业教育投资集团，统筹协调管理长江艺术工程职

业学院和湖北十八匠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

院的文化艺术类专业群与湖北十八匠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产业

群无缝对接提供组织保障，通过学校为企业提供具有技艺精湛且有创

新能力的人力资源，企业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建设资金、实训场所和

就业岗位保障，形成产教一体协同发展。

1、组建了创业职教集团，完成了职教集团组织架构搭建，明确

了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和湖北十八匠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业

务定位和权责关系；制定了长艺专业群与十八匠产业群协同发展规

划，实现产教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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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立创业职教集团的文件

2、扩大非遗传承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团队规模，充分发挥大师

团队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2019、2020 年新签约入住大师 10人，

新增大师工坊 10 个，大师人数达到 26 个，大师工坊达到 26 个；修

订《技能传承大师管理办法》，完善了大师团队建设的制度体系，形

成能保证大师留得住、用得好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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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非遗传承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及大师工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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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遗传承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及大师工坊（二）

3、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创意团队，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团队在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十八匠产业群形成和传统工艺品大众化中的作用。学

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福州大学厦门工艺

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高校周剑石、陈

岸瑛、杨佩璋等 10 余名专家、教授签订协议，聘请他们作为学院工

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成员专家顾问团队和文化创意团队，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杨佩璋教授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漆艺专业学生到校

研培，开展楚式漆艺创新创意设计研发工作，依据楚式漆器特点，已

设计研发近 10款现代创意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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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成员专家和文化创意团队代表发放聘书

图 4 聘请周剑石、陈岸瑛、杨佩璋等专家、教授作为学院工艺

美术品设计专业成员专家顾问团队和文化创意团队

图 5 文化创意设计专家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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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文创团队创新设计研发的漆工艺首饰品

4、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在建设中聘请行业、企业专家、传统工

艺大师、艺术设计名师等共同组成专业指导委员会，加强市场调研，

制定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抓手，以传播

传统文化为宗旨，以“懂设计、重技能、会创作、能创业”为特色，

立足于荆楚传统工艺，突出楚式漆器技艺，立足湖北，面向文创产业

岗位；在专业群建设中，结合地区实际和学校发展规划，开设了工艺

美术品设计专业（楚式漆艺方向）、刺绣专业（楚绣方向）、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等专业；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在建设中注重环境育人，按

照“传统文化进校园，工艺技艺进课堂、专业文化进实训室、高雅文

化进宿舍”的要求，对班级、实训室、宿舍进行专业文化布置，培养

学生职业意识、专业素养、团队精神、交流沟通能力，实现隐性课程

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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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开展专业调研

图 8 学院召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暨专业建设研讨会，聘请清华大

学副教授陈岸瑛、杨佩璋、周剑石、生漆研究所所长钱之初等担任艺

术工程类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

（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探索形成了“工艺作品创作”为导向

的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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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以“工艺作品创作”为导向的专业课程体系。本专业的

相关专业课程采取“师生进工作坊、项目进课堂”等教学形式，教学

场所设在大师工作室。

图 9 构建“工艺作品创作”为导向的专业课程体系

图 10 以任务为导向的项目式教学

2、基于工艺美术人才培养的特征,发挥工艺美术专业在艺术创作

领域的特点，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注重学生对

工艺美术品设计的理解及多种岗位能力的培养，以技能运用能力为培

养目标，以学生创作的作品为课程成绩考核依据之一，实现专业课程

“一课一集”，即每门专业课程结课后出一本课程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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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专业核心课程《漆器产品设计与制作》教学设计与组织

图 12 专业核心课程《漆器产品设计与制作》教学设计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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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漆器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学生作品集

3、组织楚式漆艺等工艺流程和制作标准的制定。专业所在的艺

术工程系依托“荆楚传统工艺工作站”平台，组织校内外对荆楚传统

工艺研究有成就的专家团队，推出《荆楚传统工艺文库》丛书。丛书

由“斫琴工艺”、“楚漆工艺”、“楚绣工艺”、“青铜器工艺”、

“琢玉工艺”、“贝雕工艺”、“楚简工艺”、“木雕工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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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斫琴工艺”和“青铜器工艺”已经成书，即将出版；“楚简工艺”

和“楚漆工艺”正在进行紧张的后期制作。

2019 年，学院倡议漆艺项目进世赛活动稳步推进，目前漆艺项

目的竞赛技术文件，漆艺世赛、国赛的题库、竞赛评分标准等已基本

制定完成，在驻站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积极推动下，已完成了全

国 14 所漆艺高校、日本及韩国部分漆艺专家、国内部分漆艺行业及

企业的联合倡议书。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漆器制胎工”

“漆器髹饰工”项目将由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作为主要承办单位承

办。

图 14 2019 年 10 月漆艺传承发展联盟成立，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司

长陈通、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雷文洁为联盟委员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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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资源建设。学院艺术工程系与荆州博物馆共同开启“漆

器数据库建设”工作，并已完成部分漆器数据扫描、建模工作；依托

湖北省图书馆大漆文献分馆，积极开展大漆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专业教师孟祥高等参与组织“2019 漆艺中国行大篷车行动”，图文、

视频记录采访的漆工艺工序流程，为后期全国漆工艺数据库建设奠定

了基础；2019 年 10 月，学院艺术工程师生全程参与、组织“全国漆

艺邀请赛”，全程视频记录各工艺制作过程，为漆工艺的教学与实践

数据库建设奠定了基础；组织编写了《图说制漆技艺》、《图说制

胎技艺》、《图说髹饰技艺》三本教材，现已交由中国劳动社会

保障出版社出版。

图 15 《图说制漆技艺》、《图说制胎技艺》、《图说髹饰技

艺》三本教材，现已交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正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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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图说制漆技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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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数据库建设展示系统

图 18 湖北省图书馆大漆文献分馆落户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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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荆楚传统工艺文库》系列丛书

（三）教师评价制度改革。

1、专业教学团队的建设。

大力引进高学历、高技能的人员充实本专业群教师队伍，工艺美

术品设计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32人，高级职称 4 人（2019 年新增高级

职称 1 人），中级职称 3 人（2019 年新增中级职称 1 人），初级职

称 3人。硕士学位 3 人，本科学历 18人，专科学历 3 人。

吸收国家级楚式漆艺技能传承大师邹传志、省级非遗传承大师邹

德香、李友珍、简昌木、张远龙等 8位大师参与专业教学，充分发挥

大师的工坊实训、技能引领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传统工艺技能的积

极性，也为大师培养技能传承人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

表 2 师资队伍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具体职位 学历
职称证

职称等级

1 简昌木 男 传承大师 其他 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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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宏成 男 传承大师 其他 副高

3 王立平 男 传承大师 其他

4 李友珍 女 传承大师 其他 副高

5 鄢凌梦 女 传承人 其他

6 张远龙 男 传承大师 本科

7 章伦昌 男 传承大师 本科

8 谢志华 男 传承大师 专科 副高

9 邓富天 男 传承人 其他

10 成亚婷 女 传承人 其他

11 张后雄 男 计算机教师 本科 中级

12 王斯斯 女 艺术设计教师 硕士研究生 初级

13 胡周鑫 男 计算机教师 本科

14 熊智飞 男 计算机教师 本科

15 孟祥高 男 漆器工艺教师 本科 中级

16 杜晓青 女 油画老师 本科 初级

17 肖锐锐 男 视觉传达教师 本科 初级

18 郑嗣 男 室内设计教师 本科 初级

19 刘宣宣 女 室内设计教师 本科 初级

20 孟文 女 室内设计教师 本科 初级

21 唐立鹏 男 戏曲教师 本科 初级

22 王祥素 女 传承小大师 其他 初级

23 刘颖珊 女 音乐教师 本科 初级

24 郭亚竹 女 数媒教师 本科 初级

25 毛芳 女 学前教育教师 本科 初级

26 林一达 女 美术教师 本科 初级

27 秦燕丽 女 服装设计教师 本科 初级

28 唐子晴 女 服装设计教师 硕士研究生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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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陈环 女 视觉传达教师 硕士研究生 中级

30 王晨蕾 女 数媒教师 本科 初级

31 朱敏 女 漆艺制作 专科 初级

32 刘璐 女 刺绣设计教师 专科 初级

2、建立两级督导三级评价体系，健全完善教师考评制度。建立

了院、系两级教学检查与督导和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系教学管理办公

室和学生三级教学评价制度，制订完善了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教

学工作规范》、《听课制度》、《教研室管理办法》、《教师教学、

学生评教管理办法》、《教师绩效考核评价管理办法》《外聘教师聘

用与管理办法》等系列教师考核考评制度。

学院出台《教师教科研与竞赛奖励办法》，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创

新创意活动，提高教学水平和专业能力。专业骨干教师王斯斯先后在

学校和省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上，获文化艺术类一等奖，并被授予“湖

北省技术能手”称号；由王斯斯任主持人的《立足本土文化的研学旅

行课程开发研究（2019GA080）》获省教育科学规划 2019 年度重点课

题立项；在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漆艺邀请赛中，我校师生

王婷、黄华、朱敏、明文龙获漆艺项目第一名、第二名、第四名、第

五名，包揽金银铜奖；李桥来获刺绣类项目第三名银奖；李远强获陶

艺类项目第三名银奖；全国漆艺邀请赛竞赛中，何荟荟获大漆髹饰类

项目第一名一等奖、胡文滔获漆工基础第二名二等奖的好成绩；本专

业师生作品在全国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作品“广交会” 同步交易展

参展并获奖，专业教师孟祥高的《双凤朝阳茶具》获工艺美术类一等

奖，邹传志、郭健康等获得 2 个二等奖和 3 个三等奖。



21

图 20 教师参赛获奖证书

（四）实践教育体系建设。

学院整合各方资源，建设以楚式漆器工艺品为主的集漆文化、漆

材料、漆胎体、漆工艺、大师精品展于一体的中国漆工艺馆；引进恩

施巴东县制漆人钱之初进驻，依托鄂西南、鄂西北等地区丰富生漆资

源，建设生漆材料与色漆加工车间，实现月产精制漆 9000 斤规模的

生产；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支持下，引进日本石川县立轮岛漆艺技

术研修所留学的范建军、邱凡芝进驻学院漆艺实训中心，建设漆艺制

胎生产加工车间，并初步完成了机加工胎体车间与手工制胎车间建

设。通过生漆材料与色漆加工车间、制胎生产车间、“荆作·楚生活”

——北京、荆州（工作站、方特）店、中国漆工艺馆等项目的建设，

将进一步推进楚式漆器髹饰技艺从胎体种类提升、到髹饰工艺研究到

销售模式升级的全产业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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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中国漆工艺馆师生作品展销厅

图 22 学院建设的生漆材料与色漆加工车间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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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制胎生产手工加工车间

图 24 制胎生产机加工车间

同时，学院还扩充建设楚绣、剪纸、贝雕、玉器雕琢等 5个产教

一体化工坊；修订完善了《实践教学管理办法》、《传承大师管理办

法》、《工坊实训耗材管理办法》、《师生作品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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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刺绣工坊

图 26 淡水贝雕工坊

图 27 楚式剪纸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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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楚玉雕琢工坊

（五）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改进。

探索建立以能力为本位、以素质为核心的“三个维度、两个交互”

的多元化评价体系。三个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评价指标的三个维度，

具体包括专业知识学习评价、技能实训评价、职业素质评价等；二是

评价主体的三个维度，具体包括学生自我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学校

及企业实习实训指导教师评价等。两个交互也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评

价主体之间的交互，评价的目的不是甄别和鉴定，而是通过评价过程

修正学生行为，激发主观能动性，通过自我评价以及与其他评价主体

之间的沟通与互评，实现评价指标的激励导向作用；二是评价指标之

间的交互。尝试专业知识评价、技能实训评价、职业素质评价三者之

间的互通与互补，从而发挥评价的激励导向作用，促进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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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建立“三个维度、两个交互”多元评价体系

图 30 专业核心课程《漆材料与工艺》的技能培养与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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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专业核心课程《漆艺成型工艺与髹饰》技能培养与评定标准

图 32 专业核心课程《漆器产品设计与制作》技能培养与评定标准

以学分制为平台，构建师生、生生、校家、校企及学校与社会的

网状评价体系，通过一系列的评价制度及评价运行机制的建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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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功能的转化、评价指标的多维化、评价方法的多样化、评价主体

的多元化以及由终结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转移。

三、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

工艺美术品设计特色专业建设计划建设资金 265 万元，其中省财

政资金投入 100 万元，学校配套投入 165 万。目前，学院自筹资金

565 万元，财政项目资金及社会资金投入 0万元。

表 3 特色专业建设资金使用明细表

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
明细资

金

合

计

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专业调研及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1

31技能传承大师和文化创意大师团队

建设
30

教育教学

模式改革

漆器、楚绣、贝雕、葫芦烙画等工

艺流程和工艺品制作标准
25

120

《制漆技艺》、《制胎技艺》、

《髹饰技艺》在线开放课程和微课
65

《图说制漆技艺》、《图说制胎

技艺》、《图说髹饰技艺》特色教

材建设

30

教师评价

制度改革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培养培训 4

12“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4

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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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育

体系建设

完善实践教学内容 3

398

漆工艺馆 70

大漆精制车间 130

漆艺一体化实训室 20

漆胎制胎车间 120

湖北省图书馆大漆分馆 5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完善 5

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体系

建设

人才培养质量调研、人才培养质量

报告
3 3

其它 资料打印等 1 1

合计 565

四、取得的进展和成效

（一）专业建设成果丰硕，师生教科研成果和技能大赛成绩明显

提升。院长许小兰被推任为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指委委

员、工艺美术类漆器与文物修复专业组组长；专业骨干教师王斯斯一

项课题获省教育科学规划 2019 年度重点课题立项，在学校和省教师

职业能力大赛上，获文化艺术类一等奖，并被授予“湖北省技术能手”

称号；本专业师生在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漆艺邀请赛中，

8人次获奖；6件作品在全国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作品“广交会”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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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交易展参展参赛并获以、二、三等奖，3 幅作品第一批入围“设计

中国 世界形象”目录。

表 4 特色专业建设成果及获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建设成果或获奖情况 单位/个人 时间

1 全国助残先进集体
长江艺术工程

职业学院
2019.4

2 全国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长江艺术工程

职业学院
2019.4

3 湖北省中小学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
长江艺术工程

职业学院
2018.11

4
“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在“金苹果”全

国高职院校竞争力排行榜列第三名

长江艺术工程

职业学院
2020.5

5 中国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赛银奖 王斯斯 2019.11

6
省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文化艺术与

其他类一等奖
王斯斯 2019.7

7

省教育科学规划 2019 年度重点课题《立足

本土文化的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研究

（2019GA080）》

王斯斯 2019.5

8

省教育科学规划 2019 年度一般课题《民办

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功能研究（2019GB167）》

姜淑芬 2019.5

9 湖北省“楚凤巧手”创业创新大赛三等奖 王斯斯 2019.9

10 湖北省“楚凤巧手”创业创新大赛三等奖 王祥素 2019.9

11
教育部全国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作品展工

艺美术类作品一等奖
孟祥高 2019.11

12
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漆艺邀请

赛漆艺项目金奖
王婷 2019.10

13
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漆艺邀请

赛漆艺项目银奖
黄华 2019.10

14

湖北省“楚凤巧手”创业创新大赛三湖北

省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漆艺邀请赛漆

艺项目铜奖

朱敏 2019.10

15
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漆艺邀请

赛漆艺项目铜奖
明文龙 2019.10

16
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漆艺邀请

赛刺绣类项目银奖
李桥来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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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漆艺邀请

赛陶艺类项目银奖
李远强 2019.10

18 全国漆艺邀请赛大漆髹饰类项目一等奖奖 何荟荟 2019.10

19 全国漆艺邀请赛漆工基础二等奖 胡文滔 2019.10

20
全国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作品“广交会”

同步交易展作品大赛工艺美术设计二等奖
邹传志 2019.10

21
全国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作品“广交会”

同步交易展作品大赛工艺美术设计三等奖
张森凯、郭健康 2019.10

22
全国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作品“广交会”

同步交易展作品大赛工艺美术设计三等奖
郭健康、王钊 2019.10

23
全国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作品“广交会”

同步交易展作品大赛工艺美术设计三等奖
秦琴、姜天华 2019.10

图 33 学院被授予全国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湖北省中小学研

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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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特色专业教师王斯斯获中国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赛银奖

（二）教育教学与创意创业有机融合，真正实现了产教一体协同

发展。在教学端接入大师团队，让非遗传承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进入

教学过程，直接参与人才培养，在就业创业端接入文化创意团队，为

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支撑；学校、大师团队、文化创意团队、企业四方

通过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企业产业发展计划融合联动；长江艺术工程

职业学院的文化艺术类专业群与湖北十八匠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的产业群无缝对接，学校为企业提供具有技艺精湛且有创新能力的人

力资源，企业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建设资金、实训场所和就业岗位保

障，形成产教一体协同发展；实现了教室及工坊一体、教学做一体、

作业及作品一体、产品与商品一体的创作创意课程教学、创新创业产

教融合的教学模式，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创业能

力；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师生参与设计了传统文化类漆器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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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茶、食书”系列创意生活漆器产品、楚绣汉绣、楚式漆古琴等

其它工艺品，并在北京、武汉、荆楚技能传承院、荆州方特等开设展

厅售卖，年实现工艺品销售收入1000多万元，创业教育投资集团2019

年收入超过 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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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师生参与设计和制作的传统文化类漆艺工

艺 品

图36 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师生参与设计和制作的创意生活类漆艺工

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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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师生参与设计和制作的其它类工艺品

图 38 学生作品在全国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作品“广交会” 同步交

易展参展赛并获以、二、三等奖，3幅作品第一批入围“设计中国 世

界形象”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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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院校和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专业办学条件条件明显改

善。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 14所高等院校或艺术类院系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我院作为其科研、专业实践基地；与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华

方雕漆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等 15 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为学生提

供实习、就业基地；学校新建了一批校内实践教学基地湖北省图书馆

大漆文献分馆、中国漆工艺馆、生漆材料与色漆加工车间、漆艺制胎

生产加工车间、“荆作·楚生活”——北京咏园、荆州方特（销售、

展示）店等一系列设施投入到教学和产业发展，特色专业实训条件更

加完备。

表 5 特色专业合作院校一览表

序号 合作院校 合作形式

1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研究、产学合

作、实践基地

2 沈阳大学美术学院 实践基地

3 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实践基地

4 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交流、实践基地

5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实践基地

6 广州美术学院 实践基地

7 湖北美术学院 实践基地

8 天津美术学院 实践基地

9 广西艺术学院 实践基地

10 南京工程学院 实践基地

11 江西科技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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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广东肇庆学院美术学院 实践基地

13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交流、实践基地

14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交流、实践基地

表 6 特色专业合作企业一览表

序号 合作企业 合作形式

1 湖北省博物馆
产学合作、实习

基地

2 荆州市博物馆
产学合作、实习

基地

3 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
产学合作、实习

基地

4 湖北省图书馆
产学合作、实习

基地

5 荆州市传统工艺工作站
产学合作、实习

就业基地

6 北京华方雕漆设计有限公司
产学合作、实习

就业基地

7 深圳百宝漆艺有限公司
产学合作、实习

就业基地

8 北京京作榫卯艺术馆
产学合作、实习

就业基地

9 湖北十八匠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产学合作、实习

就业基地

10 荆州市唯楚木艺有限公司
产学合作、实习

就业基地

11 利川市德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产学合作、实习

就业基地

12 北京元盛隆博有限公司
产学合作、实习

就业基地

13 武汉锦绣坊黄春萍汉绣工作室
产学合作、实习

就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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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特色专业近 2年新建或改建校内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新建实训基地 地点 建设方式

1 湖北省图书馆大漆文献分馆 校内 新建

2 中国漆工艺馆 校内 新建

3 生漆材料与色漆加工车间 校内 新建

4 漆艺制胎生产加工车间 校内 新建

5 “荆作·楚生活”——北京咏园 北京 新建

6
“荆作·楚生活”——荆州方特（销

售、展示）店

荆州方

特
新建

7 漆艺一体化实训室 校内 改建

8 楚式斫琴工坊 校内 改建

9 葫芦烙画工坊 校内 改建

10 楚绣工坊 校内 改建

11 雕花剪纸工坊 校内 改建

12 磨鹰风筝工坊 校内 改建

13 楚式琢玉工坊 校内 改建

14 陶艺工坊 校内 改建

15 淡水贝雕工坊 校内 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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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学院与北京元盛隆博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图 40 学院与北京华方雕漆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四）专业建设相关活动丰富，漆艺行业内社会影响力较高。两

年多以来，特色专业先后参与或组织了“荆楚问漆——中日韩漆艺对

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2018 全国漆艺邀请展、非遗进社区活动、倡

议并推动漆艺项目进入世界技能大赛、选派师生参加清华美院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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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漆艺中国行”大篷车行动、2019 荆楚问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漆艺传承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全国漆艺邀请赛、全国及湖北省妇女创

新创业大赛、中国漆艺传承与发展作品巡展、长艺师生对话清华、全

国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作品 “广交会”同步交易展暨 2019 年校企创

新成果对接会等活动，在全国、全省提升了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影

响力。

2020 年 5 月，“金平果”首次发布高职专业排行榜，包括全国

1429 所高职院校 19个专业大类、99个专业类和 731 个专科专业的综

合实力分布情况，我校艺术工程专业群中的“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

在全国高职院校竞争力排行榜荣获第三名。

图 41 2018 年 10 月学院举办“荆楚问漆——中日韩漆艺对话”

国际学术研讨会



41

图 42 韩国国际漆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金圣洙、日本富山大学艺术

文化学部教授林晓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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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越南漆艺家阮明光主旨演讲

图 44 2019 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漆艺邀请赛

图 45 全国漆艺邀请赛竞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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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学院 2019 年被湖北省教育厅授予“中小学研学基地”，当年

接收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30000 多人次

图 47 2019 年 10 月学院组织“漆艺中国行——大篷车”

宣传交流研讨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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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2019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讨会课题组调研学院非遗传承

图49 特教残疾人学员在学院漆艺工坊开展研培活动——学习螺钿

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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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我校“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在全国高职院校

竞争力排行榜中列第三名

图 51 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参加首届荆楚文化旅游节活动现场

图 52学院师生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一行前往日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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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学院楚式漆器参加由中国大使馆在东京涩谷区的代代木公

园主办的“2019 中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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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020 年 8 月，我院“楚式漆器”代表湖北省技能展示项目参加

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成果展

图 55 2020 年 8月，文化部、教育部、人社部“2020 年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活动在学院举办

五、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以楚式漆艺为方向的工艺美术品设计特色专业在港澳台和国

内以及韩国、日本等东南亚国家一定影响力，但在欧美及“一带一路”

国家交流和辐射不足。

2、工艺美术品设计特色专业建设了漆艺数据库和《制漆技艺》、

《制胎技艺》、《髹饰技艺》在线课程，但离高水平省级、国家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还有一定差距。

（二）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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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托国家文化部设在学院的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加强

以楚式漆器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手工技艺宣传和交流，在承办2020

年国家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漆器制胎工”“ 漆器髹饰工”赛项

的基础上，力争 2021 年进入世界技能大赛表演项目，通过世赛

平台，以及参加国际漆艺交流活动，展示漆艺手工技艺之美，增

强本专业在欧美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力，为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贡献力量。

2、提高课程资源建设的进度和水平，改进和加快课程资源

网站建设，推广网络资源的应用，让其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

为学生的课外学习提供帮助，争取达到省级、国家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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