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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协同·创教融合·五维联动：汉文化创意 

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负责人：杨春芳 

合作者：宋思运、吴建新、张亚、丁静静、陈丹彤 

完成单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经贸分院 

 

一、成果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传承和创

新优秀传统文化是职业院校的重要使命。我校充分发挥“两汉文化看徐州”

地域优势，针对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缺乏配套化课程体系、专

业化师资团队、系统化教学资源和服务文化产业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依

托省市级、联合学院 4 项课题，对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开展了近 8 年的研

究与实践。确立了“多元协同、创教融合、五维联动”的改革思路，创新了

“文化浸润、匠师协同、立体体验、数字赋能、传承创新”的培养路径，形

成了“工学一体、学徒培养、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构建了融合式、全程

化、进阶性、开放性的培养体系（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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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内容及逻辑关系 

成果实施以来，研制出艺术设计类专业人培方案 3 个，开展实践教学

活动 50 余次，建成孵化基地 3 个、数字平台 1个；培养 500 多名汉文化

创意人才，为中小学、社区开展活动 30 余次；教学团队获评省职业教育

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视觉传达设计获评省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相关

教学成果分获联院一等奖、徐州市特等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

新华日报等媒体进行报道。 

二、成果科学总结 

1.成果的研究过程 

（1）指导思想 

文化创意产业是 21世纪的“黄金产业”。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传承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

划（2014-2020)》《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文件明确提出：“依托职业

教育体系保护、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工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职业院

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建设”“积极推进现代学徒制，建设一批

技能大师工作室，鼓励代表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和开展研究”。为全



4 
 

面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紧密对接徐州市建设淮海经济区科教文化中心，着力

构建“6+3”现代服务产业体系，增强中心城市文化服务功能，助力徐州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进行该成果研究。 

（2）研究目标 

通过研究，探索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实施路径，创新汉文化创意人才培

养模式，有效解决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服务徐州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可推广可借鉴可复制的研究成

果。 

①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研制嵌入汉文化元素的“文化浸润”人才

培养方案，有效解决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不配套问题。 

②通过教师团队成长机制研究，形成大师引领、名师领衔、骨干支撑的 

“匠师协同”教学团队，有效解决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专业化师资团队不足

问题。 

③通过平台建设方案研究，搭建与市场接轨的数字平台，建设“四大共

享资源中心”，学生自由、自适、自主、自助学习，有效解决汉文化创意人

才培养系统化教学资源缺乏问题。 

④通过徐州汉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着力培养高素质技艺技能人才，广泛

开展汉文化传承创新活动，加大成果转化力度，有效解决服务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能力不强问题。 

（3）研究思路 

①从国家相关政策入手，对接徐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搜集分

析职业院校开展文化传承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查摆职业院校开展文化传

承遇到的实际问题，精准对接问题开展研究。 

②以我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为试点，通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汉文

化嵌入的课程体系；引入汉文化研究专家、非遗大师来校授课，开展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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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在校内外建立汉文化创意研学基地，政校行企多元协同，边实践

边研究，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及时总结研究成果。 

③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学习其他学校的先进经验，不断对研究成

果进行改进提升，形成特色鲜明、创新性强的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模式。 

④在校内其他专业及兄弟院校进行推广，验证研究成果的适用性；通过

检验社会服务成效，验证研究成果的实用性。 

（4）研究方法 

①文献研究法：书面资料收集，通过广泛查阅徐州汉文化研究、文化传

承、非遗传承、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学习优秀的成果经

验、成功做法和典型案例，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为教学成果的研究打下坚

实的理论基础。 

②行动研究法：通过深入江苏师范大学汉文化研究院、江苏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艺术学院等进行实地调研，吸收借鉴其他院校在汉文化创意人才培

养方面的先进做法；通过参观调研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馆，了解徐州

汉文化资源、艺术特色；通过对接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徐州市文旅集

团，了解徐州文旅产业发展需求、展示城市特色和汉文化精髓的要求。总结

调研结果，进行反思评价。 

③调查研究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访问调查等。一是通过设计有针对

性的调查问卷，面向职业院校师生进行调查，获取文化创意在艺术设计专业

教学方面的需求；二是针对广大市民对徐州两汉文化的知晓程度进行调查，

考察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影响力；三是针对非遗传承大师进行调查，了解汉

文化的魅力和传承发展，从中得出结论，指导教学实践创新。 

2.成果主要内容 

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汉文化资源丰富，是具有高度民族性、

丰富文化内涵和优质传承价值的文化资源。学校 2015 年引入非遗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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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汉文化工作室，在校内外建设汉文化创意研学基地，与徐州博物馆、

汉画像石馆、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行业企业联合开展汉文化创

意人才培养，形成了政校行企共同参与、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

享，协同培养复合型、创新型技艺技能人才的发展格局，创新了“文化浸

润、匠师协同、立体体验、数字赋能、传承创新”“五维联动”的培养路

径，打造了融合式、全程化、进阶性、开放性培养体系，引导学生带着对

中华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延续文化基因，吸收优秀文化，萃

取思想精华，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 

（1）共订“文化浸润”培养方案，厚实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根基 

 

图 2 “文化浸润”人才培养方案构建 

① 构建融合式课程体系，汉文化课程有机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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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基于“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反向回溯式设计，

不断持续改进提升”的 OBE 教育理念，我们将汉文化资源纳入艺术设计人

才培养课程体系，贯穿到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三大课程模块中，

构建了“一五一”课程架构，使汉文化传承与艺术设计教育创新发展融合起

来。一是设置了一个汉文化通识教育平台。通过加强“校地”和“校校”合

作，明晰人才培养规格，改革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设置以提升学生道

德规范和爱国情怀、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提升文化素养为主要内容的通

识教育课程平台，如融入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之类的内容。二是构建了五个

汉文化专业课程群。通过把汉文化融入专业基础课程群、专业能力课程群、

专业技能课程群、能力拓展课程群及前沿系列课程群，厚植学生汉文化专业

基础、良好专业技能和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建设了一个实践类的汉文化活动

载体。以汉文化文创设计大赛、汉服大赛、汉文化旅游节、非物质文化遗产

暨老字号博览会等活动为抓手，形成推动学生技艺技能和教师职业能力提

升的活动载体。形成了“通识课引领---专业课体验---实践课创新”的汉文化

创意人才培养过程。 

②研制创新性课程标准，汉文化项目契合植入 

针对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存在模式化、同质化、低效化等现象，艺术设计

作品文化内涵不足，设计者缺乏创新创造力等问题，学校专业教师联合汉文

化研究专家、非遗传承人共同研制专业课程标准，人才培养规格与汉文化创

意人才需求对接、专业课程教学与传统工艺流程对接。把徐州汉文化创意人

才需要具备的素质、知识、能力要求融入到教学目标中，校企共同开发了包

括《图案》《装饰艺术设计》《图形创意》《视觉形象设计》等 25 门汉文



8 
 

化项目植入的专业课程标准。把汉文化艺术蕴含的美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融

入到素质目标中；把汉文化经典图案的造型特点、装饰艺术风格等知识融入

到知识目标中；把应用汉文化元素进行创作实践融入到能力目标中。汉文化

的融入为艺术设计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素质引领---知识固本---能力

提升”的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引导学生在探索中求知、在实践中

体验、在创新中提升，全面锻造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设计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培养高素质的汉文化创意设计人才。 

③举办特色性第二课堂，汉文化神韵沉浸沁入 

政校行企联动推进第二课堂实践育人，让学生“动起来”“做起来”，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沉浸式体验汉文化神韵。 

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以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传统文化节日等具

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采用“走出去”的方式，组织师生走访徐州博物馆、徐

州汉画像石馆、徐州文旅集团、汉文化研究院、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

地，近距离感触汉文化。 

同时，采用“请进来”的方式，邀请有关汉文化研究专家、传承人进校

讲学、展示。我们邀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徐州曹氏香包传承人井秋红

女士讲解徐州香包的设计如何与本土文化结合，并带领学生进行体验制作；

邀请徐州汉陶传承人、徐州泥玩具艺术实践工作坊创始人闵凡思高级工艺

美术师进行汉陶创意讲座，讲解汉陶与汉文化创意的结合，并指导学生动手

体验，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汉文化创意成果。聘请徐州汉画像石馆原馆长梁勇、

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刘照建等担任客座教授，来校开展“汉风讲堂”活动。既

对专业教师进行了培训，又能吸引更多的师生加入到汉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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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团队。 

积极鼓励学生以汉文化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通过参加各类比赛和展

演，激发学生传承汉文化的热情。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全方位培养和提升学

生的想象能力、感知能力、表现能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养塑造时代新

人。 

（2）共育“匠师协同”教学团队，提供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支撑 

①引进汉文化能工巧匠，组建技艺型匠师队伍 

我校先后引进了刘照建、梁勇、闵凡思、井秋红、张丽君等汉文化研究

专家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组建技艺型匠师队伍（表 1），在校内建设了汉

文化创意、剪纸、汉陶制作大师工作室，结合政府和企业真实项目，主要是

从“汉画像石拓片、汉文化文创设计、剪纸艺术、汉陶制作”进行多学科融

合、多维度催化，结合汉文化资源以现代学徒制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培养，让

学生学做拓片、剪纸、汉陶，设计文创作品等，使学生审美鉴赏与创造、文

化传承与理解能力得以提升。 

表 1  技艺型匠师队伍 

匠师团队 职务/职称/荣誉称号 研究方向 承担任务 

刘照建 
徐州博物馆副馆长、 

副书记、研究馆员 
汉文化研究 

汉文化专业知识传

授 

梁  勇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 

馆馆长 
汉文化研究 

汉文化专业知识传

授 

闵凡思 
徐州汉陶制作传承

人、副教授 

工艺美术文创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汉文化艺术传承创

作 

井秋红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徐州香包传承人 

徐州汉代文化特征 

香包制作 

汉文化艺术传承创

作 

张丽君 
“徐州剪纸”代表人

物、中国非遗传承人 
传统剪纸艺术 

汉文化艺术传承创

作 

②坚持名师引领促成长，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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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江苏省职业教育“国韵汉风”艺术设计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徐

州市职业教育杨春芳艺术设计工作室，以“专业引领、同伴互助、交流研讨、

共同发展”为宗旨，以教学科研为先导，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以活动为载

体，组建融科学性、研究性、实践性于一体的“名师+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

的教学团队，搭建汉文化技艺技能传承“三级平台”。一是建立名师引领平

台，培养具有教育思想、教学风格、精湛技能和科研水平的领军人才；二是

建立专业带头人发展平台，培养具有先进职教理念、较高专业水平和专业建

设能力、团队凝聚力的专业带头人；三是建立骨干教师成长平台，培养一批

具有较强专业能力、较高教学水平、较好科研素养的骨干教师队伍。 

③深化校企协同共培育，建设匠师型创新团队 

学校选拔骨干教师进入大师工作室，与汉文化研究专家和非遗传承人

一起组成“匠师型”创新团队，共同研制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汉

文化嵌入式课程体系、承担汉文化项目教学等工作，尤其是共同推进了汉

文化项目的研发和创新，做到 “专业教学与汉文化产品研发相结合”，实

现“双师双能”、协同育人。 

采用现代学徒制培养方式，每个师傅带 3-5 个学徒，在工作室内进行汉

文化创意产品的研究、设计与开发，并且对汉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流程进

行标准化的设计，承接汉代工艺品、礼品、汉化像石、汉代餐饮、汉代旅游、

汉代陶器等项目的设计制作，  

 

（3）共建“立体体验”实践基地，筑牢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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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立体体验”实践基地构建图 

 

①把“场景”导入校园，厚植中华文化精神 

建设了“文化熏陶---实践体验---设计创新”“三位一体”互动性、体验

式、研究型基地场景。依托专业实训室、汉服工作室、剪纸工作室、泥塑工

作室、汉文化创意设计实训室六大校内实训基地，创设真实场景，实现理论

教学与实践实训的深度融合。 

打造“中华文化剪纸墙、汉服展示墙、汉画像石拓片墙、多媒体互动

墙”，营造汉文化育人氛围，让汉文化之韵浸润心灵。配置剪纸工作台、陶

艺拉坯机、LED 绘画拷贝台等让学生沉浸式体验制作汉文化产品，增强对汉

文化认同感。建设汉文化创意设计实训室，展现项目“立项---策划---设计--

-制作---展示”的全过程，让学生在体验汉文化的同时，提高实践创新能力。  

②把“项目”引进基地，夯实学生技艺技能 

构建“知识---技能---研发”“三层递进”的理论型、实战型、创新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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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路径，依托徐州博物馆和汉画像石馆建立汉文化传承基地、“国韵汉

风”艺术设计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建立校内外协同教育网络，共同推进

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对接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馆、沛县博物馆，依

托真实项目，将教学过程和技能培养紧密对接，科研过程和产品设计紧密对

接，开展汉文化创意研究和产品制作。由“大师+教师”共同带领团队，完

成系列文创设计，包括汉代丝巾设计、徐州博物馆吉祥物设计、一鸣惊人 IP

设计、汉服折纸设计、书签设计、香包设计、汉服剪纸设计、沛县博物馆文

创礼盒设计等，学生工匠精神和技艺技能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③把“成果”搬上平台， 助推成果推广转化 

搭建了“展示---宣传---推广”“三渠联动”的交流型、成效化、服务式

平台，政、校、行、企多元协同，从汉文化文创产品“学、创、展、销”四

方面着手，为徐州汉文化创意产业传承发展提供了一个高效优质平台。建立

“双创”成果转化服务与对接机制，打造了以汉文化传承为主体、成果研发

与展示推广为两翼的多层次、全方位、系统化的实践育人体系，切实把汉文

化的创新与发展融入到专业教学中，实现教育链、创新链、创业链、产业链

有机衔接。 

（4）共搭“数字赋能”创新平台，提升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质量 

①搭建数字化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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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字赋能”创新平台运行模式 

依托取得的徐州市教学成果特等奖项目《“双共•双联”：基于现代学

徒制的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大平台+”研究与实践》，搭建了汉文化创意数

字平台。经过 3 年的实践推广，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汉文化创意人才支

持机制；以企业为主体的汉文化创意人才成长机制；以职业院校为主力的

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课程资源、实践资源、导师资源、项目资源

“四大共享资源中心”，学习、实训、实习、培训、就业、创业“六大业务

板块”，有效解决了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脱节、人才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实

现了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助力徐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②建设数字化资源，打造文化传承高效能 

充分利用汉文化创意数字平台的融合优势，一是建设了开放共享的汉

文化课程资源中心，现有 50 本汉文化创意特色电子教材、150 个校级在线

开放课程、120 套 VR 虚拟仿真教学资源等。通过对“汉文化”资源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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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每一门课程的知识点，实现学生对汉文

化及专业知识的“认知---深化---提升---拓展”四阶递进。二是构建了开放互

动的实践资源中心，依托线下“立体体验式”汉文化实践基地，结合虚拟仿

真、数字孪生创作实践资源，虚实结合沉浸式协同教学资源，AI 视觉分析

资源，学生可以“自适”选择体验，为开展汉文化沉浸式教学提供虚拟实践

空间。三是打造了开放多元的导师资源中心，平台现有 8 位致力于汉文化

传承发展的专家、学者大师、非遗传承人等，学生可根据个人知识和技能短

板“自主”选择导师，帮助学生提升汉文化设计能力，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四是创造了开放共用的项目资源中心，学生根据企业在平台共享的项目资

源“自助”选择。目前，学生在平台上已完成了“徐州博物馆文创系列设计”

“徐州汉画像石系列文创设计”等 15项汉文化项目设计。通过专业化、市

场化、开放性的业务集中平台，实现了学生可以在这里找项目，企业可以在

这里找人才。 

③开展数字化教学，重构智慧教育新生态  

根据不同的教学场景，教师利用线上线下、实景、虚拟仿真、虚实结合、

沉浸式体验、多师协同等多种授课方式，更加高效地突破了教学中的重点和

难点。例如展示设计课程中的汉文化展馆设计项目，学生在 VR 虚拟仿真实

践基地，通过视、听一体化的三维实景模型，沉浸体验汉文化设计元素在空

间中的模拟应用，帮助学生加深对汉文化设计的理解，提升专业技能，激发

自主学习的内生动力，提高课堂学习质量，实现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实践操作到智慧设计四个方面的全面创新。同时，通过把汉文化系列作品向

教学固化、创新呈现、产业转化，打破了教学与社会服务融合的壁垒，构建

了学校、社会服务互相赋能的联动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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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享“传承创新式”文化成果，服务徐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①深挖“汉风古韵”，传承徐州优秀历史文化 

依据汉文化中展现的社会生活、传统习俗、民间文化、宗教信仰、审美

取向等元素，在教学中深挖“汉风古韵”，萃取了“仁、义、德、信、礼、

道”的徐州文化精髓，将之融入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融通多方优势资源，

邀请有深厚造诣的汉文化研究专家举办汉文化讲座；完善“五育并举”育人

工作格局，传承发扬非遗文化，组建“剪纸非遗文化传承艺术团”，切实发

挥非遗传承育人成效，着力打造校园特色文创高地，2023 年 4 月通过了联

院五年制高职学生艺术团评审验收；2022 年申报的“国韵汉风”艺术设计

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获批江苏省职业教育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培养

专业技能过硬、教学能力突出的双师型技艺技能人才，促进文化创意产业转

型升级，服务地方经济。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克勇、徐州市副

市长李燕、王维峰和徐州市教育局、发改委、人社局等领导来校考察指导（图

5），省内外几十所兄弟院校领导、老师来校参观学习。 

   

图 5  联院刘克勇书记、徐州市王维峰副市长、教育局领导来校考察 

 

②深化文旅融合，彰显徐州城市文化特质 

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深化文旅融合。利用专业优势，全面推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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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联动”的人才培养路径。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各类彰显徐州城市文化特质的

文旅活动，在师生的设计中注入“文旅融合”理念，依托剪纸、陶艺、香包、

马勺、汉服等非遗项目（图 6），用艺术探索的初心，借文化传承赋予新意，

师生参加了驻徐高校大学生传承普及徐州历史文化活动、贾汪潘安湖桃花

节上的汉服秀、马庄民俗文化节、“汉风清韵”廉政文化作品展、“国潮汉

风，吕梁之夜”等系列活动（图 7），助力徐州文旅产业发展，擦亮徐州汉

文化城市名片。 

     

图 6 非遗大师指导学生剪纸 

  

图 7 师生参加徐州市文旅活动 

 

③打造文创品牌，助力徐州文化产业发展 

坚持传承两汉文化，致力于守护城市文脉，深挖“汉风古韵”内涵，融

入彰显汉文化独特魅力的历史文化知识，积极加强产教融合多方联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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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文创孵化机制，组建校企双师团队，传播并开发利用好汉文化资源，

让民族文化真正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展示徐州的汉文化魅力与现代价值，打

造徐州文创品牌。在品牌标志等视觉形象设计、产品包装设计、产品广告设

计、环境艺术设计、展示空间设计、动漫形象设计等创意中融入汉文化，通

过文化内涵“包装”产品，通过汉文化视觉符号激发受众文化基因，通过文

化这条纽带与消费者产生共鸣，达成认同，促进消费，助力徐州文化产业发

展。“汉陶中小学生体验课程”获得徐州市职业教育优秀体验项目；“卿云

汉服社”的石子钰等同学参加 2022 中国（徐州）汉文化旅游节活动中获汉

服大赛一等奖；近三年来，师生研发产品（含获奖）100 余件/套，杨春芳

主任作为徐州博物馆特邀设计师设计的文创产品“陶绕襟衣”丝巾系列，进

行成果转化并在线上线下销售（图 8）；张亚老师指导的学生张佩松、余世

奇设计的“维维豆奶 温暖我心”包装设计及“维维豆奶 春意盎然”视觉形

象设计在“创意古彭城 汉风新徐州”文创产品设计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并应

用推广（图 9）；师生为徐州地区 30 多家中小企业提供文创设计技术服务

项目 85 个；面向中小学、养老院、社区等提供汉文化展示志愿者服务活动，

受众达 3万人次，成为学校文化特色新名片，持续助力徐州文化产业发展。  

 

 

 

 

 

 

 

图 8  杨春芳汉文化文创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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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学生“创意徐州文创大赛”设计作品获奖证书 

 

3.成果的创新点 

（1）课程理念创新--构建了“融合式”的课程体系 

基于“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反向回溯式设计，不断

持续改进提升”的 OBE 教育理念，建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标-

-课堂教学目标映射关系，优化知识、强化能力、内化素质。将汉文化元素

贯穿到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三大课程模块中，搭建了“一五一”

课程架构，构建了汉文化传承与艺术设计教育创新发展的“融合式”课程体

系。 

（2）实践路径创新--实施了“五维联动”的人才培养路径 

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创新了“文化浸润、匠师协同、立体体验、数

字赋能、传承创新”“五维联动”的人才培养路径，形成了融合式、全程化、

进阶性、开放性的汉文化传承发展人才培养体系，有效提升学生的工匠精

神、技艺水平、创造能力。 

（3）育人模式创新--探索出“工学一体、学徒培养、协同育人”的人

才培养模式 

主动对接徐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校行企协同，共同制定课程标准、

开发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建设教学场地、加强师资建设，探索现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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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制等产教深度融合新实践，专业学习和工作实践学做合一，构建协同育人

新机制，培养德技并修、技艺精湛的复合型、创新型艺术人才，为学校人才

培养提供新范式（图 10）。 

    

图 10  联院教学成果一等奖、徐州市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奖证书 

 

4．成果的应用推广情况 

（1）多元协同育人成效显著 

自 2014 年，开设融入汉文化课程 30 余门；师生研发产品 100 余件，

在省、市技能大赛等获奖 80 余项；“剪纸非遗文化传承艺术团”获评联院

五年制高职学生艺术团；培养毕业生 500 多人，许多学生成为单位技术中

坚，有的月薪达 20000 元以上，8 名学生成功创业，开办公司。 

（2）学校专业建设成果丰硕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群获评联院高水平专业群、现代学徒制示范专业点；

教师团队获评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市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教师在省、市教学大赛、技能大赛中获奖 19 人次，涌现一批“职

教名师”等；2项教学成果获市级特等奖、1 项获联院一等奖。 

（3）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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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校行企共享数字平台资源，大大提升了社会服务效能。完成成果转化

100 余项，为徐州地区 3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文创设计服务 85 项，面向中小

学、养老院、社区等提供汉文化展示志愿者服务活动 30余次。师生参加汉

文化传承活动 20 余次。 

（4）示范引领带动效应彰显 

先后在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会议等作经验分享；省内外 30余所职业

院校到校学习交流；市和联院领导来校考察；成果被学校其他专业和江苏建

院、徐州高师等 10多所职业院校借鉴；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新华日

报》等媒体报道（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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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成果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新华日报、江苏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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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支撑材料 

（一）教学成果 

序号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主持人及主要

成员 

出版单位、制定部

门或表彰单位 
时间 

1 

徐州市职业

教育教学成

果奖获奖者 

“双共·双联”:基于

现代学徒制的职业院

校产教融合“大平台

+”研究与实践 

杨春芳、吴建

新、张亚、丁静

静、王建梅、唐

龙 

徐州市教育局 202108 

2 

联院第七届

教学成果一

等奖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专业现代学徒制

“5C&5R”模式的创新

与实践 

杨春芳、吴建

新、唐龙、张亚 
江苏联合职业学院 201909 

3 

2020年学

校教学成果

特等奖 

依托产教融合“大平

台+”,创新职业院校

与中小微型金业产教

融合路径 

杨春芳、吴建

新、张亚、丁静

静、唐龙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

职业学校 
202012 

4 

2020年江

苏师范大学

教学成果特

等奖 

跨界·统整·协同:指

向工匠精神培养的现

代职业教育实践探索 

陈鹏、丁蕾、张

世铨,杨春芳、江

海漫、张晓寒、

杜连森 

江苏师范大学 202109 

5 

2020年学

校教学成果

获奖者 

依托产教融合“大平

台+”，创新职业院校

与中小微型企业产教

融合路径 

杨春芳、吴建

新、张亚、丁静

静、唐龙 

江苏省径州经贸高等

职业学校 
202012 

 

  



23 
 

 

（二）科研项目及课题 

序号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制定部

门或表彰单位 
时间 

1 研究项目 

徐州汉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以马庄香包

文化产业和汉画像石

元素的融合创意为例 

杨春芳 

刘照建、闵凡

思、张亚 

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处 202212  

2 研究项目 

徐州文化创意产业研

究——马庄香包和徐

州汉文化元素的融合

创意研究 

杨舂芳、邵筱凡 

、张亚、闵凡

思、赵勇 

徐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联合会 
201812  

3 研究项目 

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

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实证研究 

杨春芳、席彬、

吴建新、张格

宇、唐龙、张

亚、郭二佩、陶

伟 

徐州市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管理处 
201912  

4 研究项目 

五年制高职艺术设计

类专业现代学徒制实

践研究 

杨春芳、吴建

新、徐军、李

栋、张亚、唐龙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2012  

5 研究项目 

产教融合视域下破解

中小微企业现代学徒

制难题的研究与实践 

杨春芳、吴建新 
徐州市教育科学规划

办公室 
202112  

6 研究项目 

职业学校艺术设计专

业“工学结合”模式

的研究 

杨春芳 
徐州市教育科学规划

办公室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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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等相关资料、教材 

 

  

序号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制定部门

或表彰单位 
时间 

1 
人才培养 

方案 

视觉传达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 
杨春芳团队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

业学校 
201609  

2 
人才培养 

方案 

展示艺术设计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杨春芳团队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

业学校 
201609  

3 
人才培养 

方案 

动漫制作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杨春芳团队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

业学校 
201609  

4 
部分课程 

标准 

《图形创意》、《图

案艺术设计与训练》

课程标准 

杨春芳团队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

业学校 
201609  

5 教材 酒店空间设计 杨春芳、唐龙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812  

6 教材 装饰材料构造与预算 杨春芳、唐龙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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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领衔人及团队成员发表的相关论文 

序号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制定部

门或表彰单位 
时间 

1 论文 

文化创意热潮下马庄

香包发展的创新思路

研究 

杨春芳 美术教育研究 202210  

2 论文 

符号语言下汉画像石

边饰纹样的传承与创

新研究——以徐州汉

画像石和马庄香包融

合创意 为例 

杨春芳 艺术大观 202209  

3 论文 

传统文化在服装艺术

设计中的运用——评

《服装艺术设计(第 2

版)》 

杨春芳 毛纺科技 202303  

4 论文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专业现代学徒制的试

点 

杨春芳 江苏教育 201712  

5 论文 发扬传统 创新未来 杨春芳 美术教育研究 201010 

6 论文 中国秀，中国风 杨春芳 美术教育研究 201012  

7 论文 
传统装饰艺术与现代

设计艺术之渊源 
杨春芳 文教资料 200903  

8 论文 
从 2008年北京奥运会

看祥云文化 
杨春芳 艺术探索 200908  

9 论文 彩陶图案中的形式美 杨春芳 美术大观 200808  

10 论文 谈谈古代的床榻 杨春芳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 
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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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论文 
中国早期传统凭几中

的人体工程学 
杨春芳 《装饰》 200606  

12 论文 

淮海战役中传统文化

智慧的创造性运用及

时代价值 

宋思运 江苏省委宣传部 201904  

13 论文 
校园文化与和谐校园

构建 
宋思运 理论探索 201111  

14 论文 

《道德经》的逻辑起

点、逻辑中介、逻辑

终点——老子思想体

系的“道——德—

势”逻辑结构分析 

宋思运 宁夏社会科学 201805  

15 论文 

双主体·双导师·双

基地——江苏联合职

业技术学院徐州经贸

分院现代学徒制实践

案例 

吴建新 江苏教育 201811  

16 论文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

墓出土双联玉管功用

考析 

刘照建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010  

17 论文 

江苏徐州西汉楚王墓

出土印章相关问题再

研究 

刘照建 东南文化 201912  

18 论文 西汉楚元王刘交略论 刘照建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学

社会科学版 
201906  

19 论文 

两汉文化“看”徐州

——以考古出土汉代

文物为视角 

刘照建 文物天地 201905  

20 论文 
徐州东洞山汉墓相关

问题研究 
刘照建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903  

21 论文 

谋反之侯刘埶墓的重

新解读“有”“无”

之间的密码 

刘照建 大众考古 201902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LXSK/detail?uniplatform=NZKPT


27 
 

22 论文 
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

出土跪坐俑名实考 
刘照建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312  

23 论文 
徐州打造世界级大汉

文化名片的途径探析 
刘照建 考古学报 201304  

24 论文 

汉画像石边饰纹样在

城市礼品包装设计的

应用 

张亚 包装世界 202109  

25 论文 

中职《美术鉴赏》绘

画部分课程思政的探

索与实践 

张亚 才智 

202310

（已录

用） 

26 论文 
以就业为导向的美术

职业教育模式的实施 
张亚 包装世界 201701  

27 论文 

创意思维在装潢专业

立体构成课程教学中

的运用 

张亚 文教资料 201810  

28 论文 
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

展示空间的应用 
丁静静 艺术大观 202301  

29 论文 
会展空间的发展前景

探究 
丁静静 美与时代 201909  

30 论文 

从零售商与消费者的

角度探索零售空间设

计的必然性 

丁静静 明日风尚 201907  

31 论文 

高职室内设计专业学

生工匠精神的培养路

径探索 

丁静静 大观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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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团队建设成果 

序号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制定部

门或表彰单位 
时间 

1 专业荣誉 江苏省特色专业 杨春芳 江苏省教育厅 201308  

2 团队荣誉 
江苏省现代学徒制试

点项目 
杨春芳 江苏省教育厅 201612  

3 专业荣誉 
联院五年制高职现代

学徒制示范专业点 
杨春芳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2212  

4 专业荣誉 
联院五年制高职高水

平专业群 
杨春芳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2110  

5 团队荣誉 
江苏省职业教育技艺

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杨春芳 江苏省教育厅 202205  

6 团队荣誉 联院优秀教学团队 杨春芳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1211  

7 专业荣誉 
江苏省品牌、特色专

业 
杨春芳 江苏省教育厅 20138  

8 团队荣誉 
徐州市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杨春芳 徐州市教育局 202112  

9 团队荣誉 
徐州市职教名师工作

室 
杨春芳 徐州市教育局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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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获奖情况 

1.领衔人及团队成员参加各类比赛获奖 

序号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制定部

门或表彰单位 
时间 

1 
教学大赛获中职

组二等奖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比赛 

杨春芳,张亚,

魏丹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

大赛组委会 
202212  

2 
教学大赛获高职

组三等奖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

比赛 

杨春芳,张亚,

丁静静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

大赛组委会 
202012  

3 
技能大赛指导选

手获省赛一等奖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

大赛 
杨春芳 江苏省教育厅 201104  

4 
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

大赛 
杨春芳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2106  

5 
“三创”教育论

文 

《依托工作室，实现

“四对接》教育征文

一等奖 

杨春芳 

《江苏教育研进》职

业教育版、《江苏教

育》编辑部 

2019012  

6 

徐州第一届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大

赛 

《陶绕襟衣》被评为

“十大最受欢迎产

品” 

杨春芳 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 201610  

7 

“新非遗、新跨

界”非遗文创大

赛 

汉代云气纹设计应用

系列获三等奖 
杨春芳 

“新非遗、新跨界”

主委会 
201910  

8 职教名师 

徐州市首批职教专业

带头人 
杨春芳 徐州市教育局 202009  

徐州市第二批批职教

名师 
杨春芳 徐州市教育局 202209  

9 荣誉称号 2021年彭城恩师 杨春芳 

中共徐州市委教育工

委 

、徐州重教育局 

202109  

10 荣誉称号 教学能手 杨春芳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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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荣誉称号 出彩职教人 杨春芳 徐州市教育局 201708  

12 聘书 
徐州博物馆文创特约

设计师 
杨春芳 徐州博物馆 201803 

13 荣誉称号 教科研先进个人 杨春芳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2009  

14 聘书 
联院艺术专业指导委

员会委员 
杨春芳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2112  

15 
课堂教学大赛获

中职组三等奖 

江苏省职业学校课堂

教学大赛 
张亚 

江苏省职业学校教学

大赛组委会 
201812  

16 优秀指导教师 
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比赛 
张亚 

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竞赛组委会 
202007  

17 优秀指导教师 
徐州市技能大赛一等

奖 
张亚 徐州市教育局 201912  

18 优秀指导教师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建筑装饰技术应用

项目二等奖(高职组) 

丁静静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2001  

19 优秀指导教师 
徐州市技能大赛二等

奖 
丁静静 徐州市教育局 201612  

20 平面设计项目 
徐州市技能大赛一等

奖 
张亚 徐州市教育局 201912  

21 职教名师 
徐州市首批职教青年

优秀教师 

张亚 徐州市教育局 20209  

丁静静 徐州市教育局 202209  

22 荣誉称号 师德标兵 

张亚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

职业学校 

2021010 

丁静静 20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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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参加各类比赛获奖、升学录取通知书、企业荣誉 

序号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学生 
出版单位、制定部

门或表彰单位 
时间 

1 技能大赛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省赛一等奖 
于明月 江苏省教育厅 201104 

2 技能大赛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省赛二等奖 
李煜 江苏省教育厅 201510  

3 技能大赛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省赛二等奖 
蔡丹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0  

4 技能大赛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省赛二等奖 
刘玉洁 江苏省教育厅 201210  

5 技能大赛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中职组省赛三等奖 
师传陆 江苏省教育厅 2018080 

6 技能大赛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中职组省赛三等奖 
任雪娇 江苏省教育厅 202007 

7 技能大赛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中职组省赛三等奖 
杨爽 江苏省教育厅 201907  

8 技能大赛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中职组省赛三等奖 
温虹靖 江苏省教育厅 201907  

9 文明风采比赛 

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比赛最佳

作品 

宋明轩 
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竞赛组委会 
202007  

10 技能大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装饰技术应用项目

二等奖(高职组) 

张海鹏、

张洋洋等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20010 

11 荣誉称号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三好学生” 
杨玉鑫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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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荣誉称号 徐州市三创优秀学生 杨玉鑫 徐州市教育局 201905  

13 荣誉称号 江苏省三创优秀学生 卓路 江苏省教育厅 202004  

14 荣誉称号 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 夏传浩 江苏省教育厅 202004  

15 
录取通知 

样张 

南京晓庄学院环境设计

本科 
温虹靖 南京晓庄学院 202107  

南京理工大学视觉传达

本科 
卓路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9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本科 
洪雪晴 南京师范大学 202105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本科 
苏婉盈 南京师范大学 202105  

南京传媒学院动画专业

本科 
张雨虹 南京传媒学院 202106  

盐城工学院酒店管理本

科 
王子豪 盐城工学院 202007  

16 企业荣誉 
优秀员工 

样张 

王梦娇 
斑斓空间设计有限公

司 
202101  

张洋洋、

许治勇 

景明空间艺术有限公

司 
202101  

邵岩 
比意特空间艺术有限

公司 
202101  

17 班级荣誉 

江苏省先进班集体 
装潢高职

151 
江苏省教育厅 201805  

徐州市先进班集体 
装潢高职

151 
徐州市教育局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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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会服务 

1.师生相关设计作品 

序号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制定部

门或表彰单位 
时间 

1 文创设计 
汉文化陶绕襟衣女舞俑丝

巾设计 
杨春芳 徐州博物馆 201904  

2 文创设计 汉代云气纹文创产品设计 杨春芳 徐州博物馆 202010  

3 环艺设计 徐州开元蓝庭庭院设计 杨春芳 
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

校 
202010  

4 标志设计 
徐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

会 LOGO设计 
杨春芳 

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

校 
201210  

5 文创设计 汉代玉蝉文创产品设计 杨春芳 徐州博物馆 202108  

6 文创设计 云气纹车载用品设计 杨春芳 徐州博物馆 202108  

7 文创设计 
徐州地铁站汉文化形象墙

设计 
杨春芳 徐州博物馆 202108  

8 文创设计 汉画像石书签设计 丁静静 徐州博物馆 202108  

9 标志设计 徐州职业教育标志 张亚 
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

校 
202010  

10 包装设计 

驻徐高校大学生传承普及

徐州历史文化活动月中包

装设计项目 

张佩松 
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

校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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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I 设计 

驻徐高校大学生传承普及

徐州历史文化活动月中

VI设计项目 

余世奇 
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

校 
202210  

12 标志设计 烹小鲜标志设计 宋明轩 
徐州网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02011  

13 标志设计 海兰星标志设计 宋明轩 
徐州景明设计有限公

司 
202103  

14 环艺设计 
翔龙湾雍景新城 D16设计

项目 
张海鹏 

徐州景明设计有限公

司 
201903  

15 环艺设计 
翔龙湾雍景新城 D23设计

项目 
张海鹏 

徐州景明设计有限公

司 
201905  

16 环艺设计 
翔龙湾雍景新城 D3设计

项目 
张海鹏 

徐州景明设计有限公

司 
201907  

17 环艺设计 
徐小姐爱地锅金鹰 b座设

计项目 
张洋洋 

徐州景明设计有限公

司 
201811  

18 环艺设计 中海熙岸华府住宅设计 张洋洋 
徐州景明设计有限公

司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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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示范带动效应证明材料 

序号 
成果形

式 
成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制定部

门或表彰单位 
时间 

1 荣誉称号 吴建新劳模创新工作室 吴建新 
江苏省教育科技工

会、徐州市总工会 
202012  

2 应用证明 本校内推广应用证明 杨春芳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

职业学校 
2019  

3 应用证明 
省内外职业院校成果采纳

证明 
杨春芳 

各采纳单位 

（8家单位） 

2019 -

2021  

4 分享报道 

在全省职业学校现代学徒

制试点工作总结会上作交

流分享 

吴建新 
职业学校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总结会 
201712  

5 交流会议 

“长三角中等职业教育会

展专业教育联盟”成立大

会上作经验分享 

杨春芳 杭州人民职业学校 201903  

6 交流会议 

在陕西省中职学校管理人

员和教师“在苏跟岗研修

班”作经验 

杨春芳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

职业学校 
202108  

7 领导视察 市领导来校考察座谈 杨春芳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

职业学校 
202011  

8 媒体报道 
8 家媒体相继报道本团队

教学成果 
杨春芳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

职业学校 

2019 -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