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传统文化明德工程典型案例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甘肃彩陶及地方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案例

我校“甘肃彩陶及地方传统文化传承基地”项目获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支持，是省教育厅认定的 8 所传承基地高

校之一。基地以课程建设为基础、社团建设为载体、工作坊建设

为支撑、科学研究为拓展、辐射带动为助推、展示交流为平台，

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打

造成本校的美育特色和品牌。

一、基地基本情况

以“彩陶大师工作室”和甘肃非遗文化传承创新名师工作室

为龙头，整合形成“彩陶文化创意产业园”、甘肃彩陶文化传承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校内创新创业

基地和文化传承基地以及甘肃职业教育“张学文”名师工作室等。

基地由占地面积 500 多平米的彩陶创新创业孵化园、“彩陶

大师工作室”、“陇绣大师工作室”、“木雕大师工作室”、“雕

漆工作室”和在建的“彩陶文化产业创意园”（5000 ㎡）等组

成。彩陶创新创业孵化园内建有传统土窑一座，电窑、练泥机、

拉胚机等彩陶制作设施基本齐全，可满足 20-30 人同时进行彩陶

实践教学。



图 1：自制陶窑

图 2：彩陶制作产品



二、教学及人才培养情况

基地结合美术工艺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开展彩陶制作、彩

陶材料技术、彩陶工艺品研发等相关培训，培养学生 300 多名。

通过学生作品展览交流，为全校师生提供了解彩陶非遗文化的机

会，让八千年的彩陶艺术大放光彩，重新活跃到现代生活中来。

对外通过非遗行业企业、各大文博单位和院校之间的参观交流，

让彩陶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播和推广。通过“校企一体、产教融

合”为文创企业提供了优秀的毕业生，为企业发展和文化传承储

备了优秀人才。

图 3：彩陶制作现场



图 4：彩陶教学现场



三、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况

彩陶及地方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主线，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以提高青年学生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大力营造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积极探索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

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师生领悟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感受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洗礼，增强学生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引导学生完善人格修养，关

心国家命运，自觉把个人理想和国家梦想、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

结合起来，努力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贡献。

基地与区域文化产业联合，与天水师范学院、天水民间文艺

家协会、秦安大地湾遗址博物馆及甘肃省天水汉唐麦积山艺术陶

瓷有限公司等多家彩陶文化、彩陶产业龙头企业联合，创建传承、

研发、推广平台，挖掘彩陶文化内涵，通过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

研究，运用传统的文化元素，用现代技术风格等表现手法，走继

承、创新、发展的道路。基地研究新的工艺生产流程，掌握新的

材料特点和制作技能。实现彩陶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生产、管

理、营销新途径和彩陶文化领域的一次革命。

https://www.sogou.com/link?url=LeoKdSZoUyDHT9llp6TGrYWOg5snthegd6WSwNFA6Ph76gh-MO5stA..&query=%E5%A4%A9%E6%B0%B4%E6%B1%89%E5%94%90
https://www.sogou.com/link?url=LeoKdSZoUyDHT9llp6TGrYWOg5snthegd6WSwNFA6Ph76gh-MO5stA..&query=%E5%A4%A9%E6%B0%B4%E6%B1%89%E5%94%90


图 5：作品展示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情况

为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我

校与韩国安东科技大学签订“中韩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协议书。

两校通过定期走访，座谈等形式开展双方传统文化展示和民间工

艺技艺交流活动，加深两国文化的理解、互通和推广；两校彼此

提供文化产品宣传推广平台，对双方传统文化技艺开展教学等交

流活动；两校以文化品牌为吸引，以行业合作关系为基础，实现

校内资源与文化交流有机对接。在推广交流活动中，注重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

与活力，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教育互联互通、国

际人文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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