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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校文创陶瓷产品,以“楚韵汉院”文创陶瓷产品为案例.通过分析应

用型人才培养与高校文创陶瓷产品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明确了应用型人才培养对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积极影响.同

时,通过对“楚韵汉院”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研究,指出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基于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目标、模式和策略.这一研究有助于为高校文创设计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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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校中荆楚文化类的文创设计崭露头角，作为

荆楚文化的传承者，它们凭借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

化资源，将荆楚文化注入各种领域，为我国的文创产业开辟

了新的道路。 这些高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文化

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平台。 学府之中，荆楚文化在新的时代

焕发出勃勃生机，塑造了独特的文创特色。

本研究将聚焦于“楚韵汉院”高校文创陶瓷产品，探讨如

何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以荆楚文化为元素，推动高校文创陶

瓷产品的研究与实践。 荆楚文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历史价

值，还在于其对当代文化的启示。 通过将荆楚文化融入高校文

创陶瓷产品的研究与实践，旨在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同

时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更具深度和内涵的平台，使之与现代

创新相结合，为文化传承和市场需求贡献更多可能。

１　应用型人才培养对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积极影响

１．１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定义、分类和功能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是指由高校设计生产的陶瓷制品，具

有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用于传承、弘扬文化，以及满足市

场需求。 这些产品可以根据不同的设计、用途和主题分

类，包括艺术陶瓷、校庆纪念品、文化陶瓷等。 它们的功

能包括文化传承、校园文化建设、传达学校价值观念和创造

经济效益。 荆楚文化，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对应

用型人才培养和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

响。 它不仅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灵感和基础，也赋予

了文创陶瓷产品独特的文化内涵。

１．２　应用型人才培养对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积极影响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制作与推广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传承文化、弘扬校园文化，以及创造经

济效益。

１．２．１　人才支持

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高校文创陶瓷产品所需的人才支

持。 学生接受的实际操作技能培训，能够应用于陶瓷产品

的设计、制作、品质管理和市场推广。 他们不仅是受过理

论教育的学生，还具备实际技能，可以更好地满足陶瓷文创

产品制作领域的需求。

１．２．２　实践平台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研究与制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

宝贵的实践平台。 学生可以参与项目、参观实践基地、参加设

计和制作过程，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提高他们的实

践技能。 这样的实践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职业技

能，使他们能够在毕业后更好地适应职业市场。

１．２．３　创新模式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领域的发展促进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 合作项目、实践教学和产业合作让学生在实际

应用中培养创新思维，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反过来促进

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 这种互动促使高校不断探

索新的培养方式，旨在培养更具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的

学生。

１．２．４　教育价值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强调文化传承，有助于传达学校的价

值观念和文化。 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

重，增强他们的综合素质和文化意识。 应用型人才培养通

过文创陶瓷产品的制作过程，传授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使

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化的价值，为文创陶瓷产品的设计和制作

增添了深刻的教育意义。

２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楚韵汉院”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定位，具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和创意潜力。 然而，要充分发挥这些资源和潜

力，必须了解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２．１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发展现状

２．１．１　丰富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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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韵汉院”承载我国春秋战国至汉朝时期的历史文化

与典故。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化代表作，如屈原

的《离骚》、项羽的《垓下歌》以及刘邦的《大风歌》等。

这些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风貌，成

为楚汉文化的代表。 高校可以借助这些文化元素，将其融

入文创陶瓷产品设计中，以传承和弘扬楚汉文化的精髓。

此外，“楚韵”和“汉风”的概念也广泛应用于现代建筑设

计中。 建筑师通过运用两汉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建筑风格，

赋予建筑物独特的文化内涵。 这些建筑体现了汉代的宏大

与楚地的秀丽，将历史文化融入现代都市生活，成为一种文

化遗产的延续。 还有一些地区借助“楚文化”的概念来打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景区或饮食文化街。 例如，吉庆街

位于老通城背后，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楚风汉韵的饮食文化

街。 这里的美食、建筑和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促进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楚文化”在地方社区中的生动

影响。

２．１．２　创意潜力

“楚韵汉院”文创陶瓷产品具有令人振奋的创意潜力，

这为文创陶瓷产品的制作和推广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高校

学生和教师拥有丰富的创意能力，他们可以通过独特的设计

理念和技术来制作文创陶瓷产品，从而推动创意产业的

发展。

首先，高校学生通常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群体，他们具

备敏锐的审美感知和新颖的设计理念。 他们对文化和创意

充满热情，愿意探索新的表现方式，从而创造独特的陶瓷产

品。 他们能够融合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趋势，创造出

富有创意的作品。 其次，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也是文创陶

瓷产品领域的重要推动力量。 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积累了丰

富的知识和经验，能够指导学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创新。

高校创意团队可以组织与陶瓷制作相关的研讨会、工作坊和

比赛，激发创意潜力，培养创新思维。

此外，高校通常拥有现代化的工作室和设备，学生能够

进行陶瓷文创产品的制作。 这些设施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

创意空间，他们可以在其中尝试各种制作技巧和工艺，从而

打造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作品。

２．１．３　校园文化建设

“楚韵汉院”高校文创陶瓷产品对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积

极的影响，首先，文创陶瓷产品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表现形

式。 通过制作和推广具有校园特色的陶瓷文创产品，学校

能够传达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特点，增强师生对学校的认

同感。 这有助于塑造学校的独特形象，吸引更多人关注和

了解学校的文化底蕴。 其次，文创陶瓷产品的设计和制作

过程本身也能够促进校园文化的建设。 学生和教师参与陶

瓷制作活动，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学校的历史和文化，加强对

学校的情感连接。 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传承学校的文化传

统，还能够激发更多人对文化的热爱。

２．１．４　经济效益

“楚韵汉院”文创陶瓷产品不仅在文化传承和校园文化

建设中具有积极影响，还能为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首先，文创陶瓷产品的销售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

这些陶瓷制品具有独特性和艺术性，吸引了广泛的市场受

众，包括学生、校友、游客以及文化爱好者。 通过各类销

售渠道，如校园商店、线上销售平台、文化活动展销等，学

校能够实现文创产品的销售，增加财政收入。 其次，文创

陶瓷产品的销售不仅限于校内，还可以面向外部市场。 高

校位于特定地区，其文化产品具有地方特色。 这为文创陶

瓷产品的市场推广提供了机会。 学校可以积极与当地旅游

业合作，将产品推广至外部游客，从而为学校创造更多的经

济效益。

此外，文创陶瓷产品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也可以激发创新

经济。 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参与陶瓷制作，创造出具有创新

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被认可和推广至其他文创产业领

域，如艺术品、手工艺品、设计产品等。 这进一步促进了

创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学校和地区带来了经济效益。

２．２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问题

２．２．１　师资团队建设问题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师资团队建设问题，在制作高质量

陶瓷产品方面是一个显著挑战。 首要问题在于人才短缺，

特别是高水平的陶瓷工艺师和文化传承专家相对稀缺。 学

校可能不易有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的陶瓷工艺师，这可

能会影响文创产品的制作质量。 此外，师资团队的结构也

存在不合理，缺乏文创领域相关的设计师和文化专家。 这

可能导致制作的产品缺乏创新性和文化内涵。

２．２．２　品质管理问题

在文创陶瓷产品的制作过程中，品质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一环，如何更好地融入荆楚文化元素来提高产品的品质是一

个关键问题，首先，材料选择至关重要。 一些高校可能在

陶瓷材料的选择上存在问题，采用低质量的材料可能导致产

品易碎或颜色不稳定，影响其耐用性和美观度。 高质量陶

瓷的选择对于制品的质量和寿命至关重要。 其次，制作工

艺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 陶瓷文创产品的制作过程中，细

微差错可能导致产品存在瑕疵，如裂纹或气泡，影响整体质

量。 制作工艺的不足可能导致产品的不一致性，从而影响

产品的品质。 最后，质量检测是确保每个产品都符合高标

准的关键。 需要建立完善的质量检测流程，包括对陶瓷产

品的外观、尺寸、强度和颜色等方面的检测。 缺乏有效的

质量检测机制可能导致缺陷产品进入市场，损害学校声誉和

消费者满意度。

２．２．３　市场推广问题

即便制作了高品质的陶瓷文创产品，如果没有有效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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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推广策略，这些产品也难以被消费者发现和购买。 首

先，高校文创陶瓷产品可能面临市场定位不清晰的问题。

学校设计团队需要明确定位目标受众，并了解他们的需求，

以便针对性地制定市场推广策略。 没有清晰的市场定位可

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推广效果不佳。 其次，缺乏市场推广

渠道和资源，可能限制了产品的曝光度。 高校需要寻找适

合的销售和宣传渠道，包括线上销售平台、实体店面、文化

展览等，以扩大产品的可见性。 同时，也需要投入足够的

资源用于广告和宣传活动。 另外，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也

是一个挑战。 其他文创产品和陶瓷制品制造商可能竞争激

烈，学校需要制定独特的销售主张和品牌定位，以突出产品

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

２．２．４　创新和文化内涵

首先，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传统的文化纪念品可能显

得陈旧，无法迎合现代消费者的品位和需求。 创新包括产

品设计、工艺和材料的创新，以及结合当代审美和技术，以

使陶瓷文创产品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其次，文化内涵应

当得到重视。 陶瓷文创产品应该反映学校的历史、文化和

核心价值观念，以便传达更深层次的意义。 缺乏文化内涵

可能导致产品失去独特性，难以建立情感联系。

３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研究

高校文创陶瓷产品的研究与实践需要基于应用型人才培

养，以培养具备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学生，同时满足

市场需求。

３．１　培养目标

为了培养具备实际应用能力的学生，高校需要明确陶瓷

文创产品设计与制作的培养目标。 首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

设计创新能力。 学生应该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够提出新颖

的设计理念，使陶瓷文创产品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其次，加强品质管理是培养目标之一。 学生需要了解材料

选择、制作工艺和质量检测等方面的知识，以确保每个制品

都符合高标准。 当然，培养目标应强调荆楚文化的传承。

高校应明确培养学生对荆楚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是一个重要目

标。 学生应该学会欣赏荆楚文化的诗意和抒情，理解其历

史价值，将这一理解融入文创陶瓷产品的设计和制作中。

培养学生成为文化传承者，使他们能够通过陶瓷文创产品传

达荆楚文化的精髓。

３．２　培养模式

为实现培养目标，高校可以采用产学研结合的培养模

式。 这意味着学生需要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同时参与

实际项目，与行业合作伙伴一起研发和制作陶瓷文创产品。

通过实际项目，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积累宝贵

的经验。 实践教学也是培养模式的一部分。 高校可以建立

荆楚文化研究中心，为学生提供学术支持和资源，以便他们

深入了解荆楚文化，以及为荆楚文化传承提供途径。 学生

需要参与制作陶瓷文创产品的全过程，包括设计、制作、质

量检测和销售等环节。 实践教学可以通过参观文化遗产

地、参与文化节庆和亲身体验荆楚文化来实现。 这种综合

性的培养模式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并将荆楚文化融入其职

业生涯中。

３．３　培养策略

为了有效实施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策略，首先，高校

应加强师资团队建设，吸引具有荆楚文化背景的专业教师，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文化研究和传承。 其次 ，优化课程体

系，增加荆楚文化课程的设置，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

此外，高校还应加大实践基地建设，提供先进的陶瓷制作设

施和市场推广平台，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环境中应用所学知

识，积累实际经验。 高校应与文化机构和陶瓷工坊合作，

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让他们能够将荆楚文化元素融入陶瓷

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制作中。

通过明确培养目标、采用产学研结合的培养模式，以及

加强师资团队建设和优化课程体系，高校可以更好地实现基

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文创研究与实践，培养具备实际应用能

力和创新精神的学生，为文化传承和市场需求作出贡献。

４　结束语

总的来说，本研究强调了应用型人才培养在高校文创产

品领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文化传承和市场需求之间找到

平衡。 通过培养有远见的学生，可以确保文化遗产得以传

承，同时也为创新和市场竞争作出贡献。 希望本研究能够

为高校陶瓷文创产品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促进文

化产业的创新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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