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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合里发展 在传承中创新

——工艺美术特色专业建设总结报告

玉田职教中心工艺美术专业开设于 2001 年，2014 年被评

为省级特色专业。专业立足玉田泥人县域文化特色和“北方瓷

都”唐山地域文化产业特色，在校企融合里发展，在传承创新

中提升。经过三年的实践改革，专业现有教师 14 人，在籍生

101 人，合作对接企业 9 家。在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与师资队

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培养了相适

应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专业建设基本情况

本专业拥有美术和计算机教师 10 名，画室 2 个，艺术设

计室 1 个，广告制作车间 1 个，培养广告设计、彩印制版和陶

瓷装饰专门人才。通过与北京新生代彩印制版公司、北京艺堂

印刷有限公司、唐山市亚洲时代陶瓷有限公司、唐山中原广告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黄山图片社等 9 家企业建立合作关

系，大力实施工学交替和顶岗实习完成实习实训的教学实践。

2014 年被确定为省级特色建设专业以来，专业依托校企

深度合作，投资 80 多万元建设了一体化工作室，通过承接校

园文化建设工程，传承了地方文化特色工艺并成功融合创新，

具备了一体化教学、生产性实训和科研创新的办学能力，为培

养有文化素养，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办学特色与优势明显。

二、专业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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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

1.完善了“学研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与唐山地区、北京地区等多家企业建立学研合作关系，在

专家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制定了“工学结合，学研一体“的

人才培养方案，将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将技能训练和

产品研发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意能力和工艺水平，实现了人才

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有效融通。在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下，建成

了拥有广告设计制作与装潢、陶瓷制作与装饰两条完整生产线

的 700 多平米工艺美术工作室，为学研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实

施提供了硬件保障。

2.中高职专业衔接发展，搭建了学生终身发展的“立交

桥”

2014 年以来，与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专

业合作，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对接。通

过专业衔接建设，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完整的继续学习

通道，人才培养质量明显得到提高。目前，正在与唐山职业技

术学院进行中高职衔接，进一步拓宽了学生终身发展的途径。

3.案例教学综合培养，一体化课程体系初步形成

一体化的工作室创设了一体化的学习环境，通过实施案例

教学，改变了传统的学习方式。形成了以行动为导向的理实一

体的课程体系，实现了课程与岗位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对接，开

发了《广告设计与制作》《陶瓷制图设计与新彩彩绘装饰》校

本教材，实现了学研一体，与企业共同建设的核心课程《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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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设计与制作》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实现了数字化资源

共享，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技能的提升开拓了新的平台。

4.以质量为核心，构建了多元评价体系

（1）制定了行业技能标准和产品质量鉴定标准，使教学

评价有据可依。

（2）校企共同对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训全过程管理，制定

了《工艺美术专兼职教师考核方案》，建立起企业、学校、学

生三位一体的教学管理评价机制。

（3）以理论知识、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改革学生

评价模式。使评价发挥其诊断、鼓励、促进的作用, 形成了“教

师、学生、企业”多元化的评价模式。

（二）师资队伍建设

1. 双带引领，建设了“复合型”教师团队

按照“培养与培训结合”、“引人与引智结合”、“专兼结合”

的原则，制定了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兼职教

师培养方案。聘请企业专家刘沐军和专业带头人刘长瑞主持专

业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并组建了由骨干教师、兼职教师组成的

“复合型”教师团队。在双带头人的引领下，通过走出去学—

(国培、省培和到企业拜师学艺)、请进来教—（企业专家担任

专业课程教学），传帮带、学历进修等多种形式提高了教师团

队水平，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中发挥了带头示范和骨干作用。

2.学研并重，提高了教师业务素质

建设了校内外大师艺术工作室和美域编辑部，广泛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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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培训和学术研讨交流，以技能节、艺术节为载体，通

过赛、练、学、研、产系列活动，提高了整体教师业务素质。

《李清照》《陶渊明》等 30 多件创意作品脱颖而出并入选师生

《瓷墨生香》创意作品集，刘沐军成功举办唐山市个人作品展，

张爱华等 8 名教师承接校园文化建设工程全程设计并制作完

成。三年来，果永喜等 3 名教师分别获得河北省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温秀梅在河北省信息化技术大赛中获优秀奖，专业带头

人刘长瑞 2016 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聘任为理事，

2017 年被评为“唐山市工艺美术大师”。

（三）校企共育人才

1.校企共建精品专业，推动专业发展

近三年来，校企共同制订和修订了与校企合作相关的制度

和办法达 10 多项，初步建立起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校企深

度对接，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研究课程设置，共同改

进和提升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专业成立了以双带头人为组长高校教授为顾问，行业企业

专家为成员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形成了定期沟通、会商、研讨、

反馈的工作机制。建设期内，共有行业大师、企业高管、能工

巧匠等 300 人天参与建设。

三年来，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 9 个，教学与生产实训和社

会服务总学时达到了 960 学时，企业为师生提供了 3 个项目、

120 人次、180 天的工学交替和 1 年的顶岗实习，学生顺利完

成了到工人角色的转变；企业获得了选拔人才的优先权，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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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学生对口就业。校企共同打造特色专业，成效显著。

2. 拓展了服务社会能力，培养“四美”人才

（1）服务社会，提升综合素质

依托工作室下的案例教学和生产实训，本学期全体师生完

成了校园文化建设、技能节会展、校园纪念品、校本教材版式

设计、校外墙体彩绘等多项工作任务，累计为学校节省资金

50 多万元。师生们从设计、输出、制作、安装（包装）、服务

的完整流程中不仅将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还树立了不怕苦不

怕累、热情周到的服务意识，工人角色的综合素质显著提高。

（2）“三育人”途径，培养“四美”人才

提炼出”融合智美，精益求精“的文化内涵，建立了“文

化育人、艺术育人、活动育人”三条途径，确立了“用精益求

精的精神创造美的艺术，用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美的人格，用

诚信博爱的态度凝造美的职业，用阳光健康的身心打造美的生

活”的“四美”育人目标。

（四）特色成果

1. 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田泥人引入校园，聘

请了玉田泥人的传承者为兼职教师，建立了陶艺研发中心开发

具有玉田泥人艺术元素与风格的瓷制品。通过将玉田泥人的制

作技法与唐山骨质瓷制作技法相融，推出了风格独特、雅致朴

趣的骨瓷新品，其中的翡翠骨瓷经过企业批量生产已经投入韩

国市场。

2.国家级精品课程、核心校本教材、出版的工作页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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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的建设，极大的丰富了中等职业院校工艺美术专业内

涵，随着这些资源的网络共享，将推动和引领我省工艺美术专

业的发展。

3.创新了“工学结合，学研一体”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

模式，校企双主体共建的拥有广告设计制作与装潢、陶瓷制作

与装饰两大完整生产流程的一体化工艺美术工作室为人才培

养模式的实施提供了硬件保障。工作室集教学、实训、研发、

生产四大功能于一体，教学成果直接以产品的形式展现，为专

业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构建了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

了以“质量”为核心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培养了一支双带引领、

专兼结合有科研创新精神的“复合型”教师团队，为工学结合，

学研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提供了软件保障。

5.“三育人”途径培养“四美”人才，符合工艺美术人才

培养的个性规律，这种育人模式体现了专业文化建设与职业能

力拓展双线并行发展，培养了学生感恩、诚信、敬业、自信、

艺术、创新的精神和品质。

三、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1.玉田泥人工艺的保护与规范力度不够，手工制作是传统

手工艺品的最大特点。师傅带徒弟言传身教是其传承主要方

式，凭借传习者反复实践钻研形成记忆，生产周期长、生产效

率低。因此缺少文字资料记载，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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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二）改进措施

1.工艺美术专采用陶瓷工艺形式制作玉田泥人，在反复实

践的工过程中，形成严谨的工艺制作流程资料，整理成册并出

版，为玉田泥人传承做出贡献。

2. 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一要引进更多实践经验丰富的

企业专家来校指导，加大教师下企业实践和对顶岗实习学生的

指导，提高行业话语权，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力，为校企合作创

造良好的环境；二要进一步完善校企人员双向交流制度，提高

教师的社会实践能力和行业企业联系能力，形成“双师型”教

师队伍，通过高素质专业教师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