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实施背景
1、土家族、苗族文化有悠久的历史。 我国

土家族和苗族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土家族
是形成于夏商之际的巴人的主体后裔， 苗族
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代活跃于中原
地区的蚩尤部落。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
土家族、苗族聚居区，自秦汉时期开始就是土
家族、苗族活动的中心地带，蕴藏着丰富的土
家族、苗族传统文化，州内有 24 种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50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中，土家织锦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
蜡染和苗绣（湘西苗绣传统美术）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2、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的重要使命。《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2014]（19）号）明确提出：强化职业教育的技
术技能积累作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
划（2010-2020）》明确提出：支持职业教育传
承民族工艺和文化，鼓励民间艺人、技能大师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办
学。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理应
在人才培养、 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湘西土家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
特别是民族工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但传承
乏人。 引进技艺大师和工艺大师，升华校企合
作，培养一大批掌握独特技术、技能的人才，
保护、传承湘西土家族、苗族优秀文化，特别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
革示范校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学校具有传承土家族、苗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独特优势。 吉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有 30 年的办学历史，多年来，依托服装设计
与工艺、学前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等专业开
展土家族、苗族独特技艺的培养。 建设了一支
掌握土家织锦、苗族刺绣、苗族蜡染、苗族鼓
舞等独特技艺的教师队伍，形成独特的、具有
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 充分发挥传承湘西土
家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二、 主要目标
1、建设湘西土家族、苗族非物质文化人

才培养和传承中心。 吉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在建设期内，建成“土家族、苗族服饰研发
与生产性实训基地”，以此为引领，使该校成
为湘西土家族、苗族民族工艺人才培养基地，
探索校企联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的新机制，吸引民间艺人、技能大师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教育教学， 将学校建成
集民族工艺传承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示范基地。

2、建成一批特色专业。 充分发挥湘西少
数民族文化优势，瞄准湘西服装、旅游等产业
发展的新需求，调整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
育、旅游服务与管理等专业教学内容，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 将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打造成
土家族、苗族服饰及工艺品设计制作、人才培
养和文化传承的示范性特色专业； 使学前教
育专业成为土家族、 苗族传统舞蹈传承的重
要载体； 将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成特色
旅游产品研发、营销、服务、人才培养与文化
传承的特色专业，进一步彰显该校办学特色，
推动该校特色发展。

3、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与土家族、苗族本真、勤劳、向上
的优秀文化有机融合， 并融入教育教学全过
程，培养学生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职业精
神和职业素养。 在加强专业技能训练、提升学

生岗位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的同时， 将土
家族、 苗族特色技艺和民族舞蹈有效融入课
程体系，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造就一大
批适应湘西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传承土家族、
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 实施过程
1、建设土家族、苗族服饰研发与生产性

实训基地。 建设期内，投入 510 万元，已经建
成集土家族、苗族服饰研发、生产性实训、非
物质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基地。 到
目前，基地占地达到 0.67 万平方米，资产总值
达到 1311.2 万元， 能同时容纳 300 名学生生
产性实训。 研发土家族、苗族特色服饰以及苗
绣、蜡染等产品 10 项，并融入生产，年产值达
到 200万元。

2、建设大师工作室。 建成苗族蜡染吴景
莲大师工作室、土家织锦叶水云大师工作室、
苗绣张明霞大师工作室；依托大师工作室，建
设 3 个特色文化传承专业教学团队。 两年多
来，3 个大师工作室共研发新产品 10
项，培养青年教师 21 人，举办民俗特色
文化讲座 13场。

3、校企共同开发优质课程资源。以
大师工作室为依托，联合湖南华慧服饰
有限公司、吉首德夯旅游实业有限公司
等企业开发民族服饰制作、 苗族蜡染、
土家织锦、苗族刺绣、苗族鼓舞、湘西民
族民间舞蹈等 6 门特色课程，开发网络
课程 2 门，编写校本教材 5 本。 这些课
程有的列为专业必修课，有的作为专业
选修课， 推动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改
革。 所有网络课程向社会免费开放，已
经有 2000 余人在线学习，1 门课程列
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精品课程。

4、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建立由国家、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技能大师和民间
艺人组成的 71名兼职教师库， 服装设计与工
艺、学前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三个专业聘请
24名兼职教师，兼职教师的比例达到 20.2%，3
个专业均实行“双专业带头人制”，即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技能大师）和专业骨干共同担
任专业带头人。 充分利用兼职教师的技能优
势，与青年教师结成帮扶对子，促进青年教师
掌握土家族、苗族的独特技艺，提升青年教师
传承土家族、苗族特色文化的能力。 加强兼职
教师教学能力培养，提升兼职教师教学水平。

5、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将土家族、苗
族特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
合，创新德育体系，培养学生追求真善美的精
神境界和敬业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情操。 二
是创新课程体系，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构建
了以民族服饰设计、 制作为核心的模块式课
程体系， 学前教育专业将湘西民族舞蹈等内
容渗透到相关课程内容中， 旅游服务与管理
专业将湘西的特色景点、 特色工艺品渗透到
相关课程内容中。 三是校企协同育人，校内建
设苗族蜡染、土家织锦、苗族刺绣、苗族鼓舞、
土家摆手舞等 12 个特色实习实训室，依托土
家族、苗族服饰研发与生产性实训基地，与华
慧服饰有限公司等企业建设 1 个教学工厂、
15个校外生产性实训基地，探索工学结合、工
学交替等教学模式，实现校企合作育人。

6、组建民族艺术团。 该校依靠学前教育
专业师资力量，组建学校民族艺术团，着重培
养湘西本地土家族、苗族技艺传承人才。 艺术
团下设民族舞蹈队、 民族语言队、 民族声乐

队、民族器乐队、民族礼仪队，承担湘西地区
众多大型活动的演出服务和礼仪迎宾工作。
该校民族艺术团先后参加 2010 年全国 30 个
少数民族自治州第 23 次人大工作研讨会暨
第三届交通发展论坛、2012 年吉首建市 30 周
年庆典活动和 2014 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职业教育成果巡回展、 吉首市国际鼓文化
节等大型活动， 受到有关部门和广大市民的
高度好评，扩大了艺术团在州内外的影响，也
使独特的民族技艺得以弘扬。

四、条件保障
1、组织保障。 该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

的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土家族、苗族服饰研
发与生产性实训基地” 的建设工作及学校民
族艺术团的组建和运作， 聘请技能大师担任
顾问，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育、旅游服务
与管理专业教师共同参与， 推进民族传统文
化的传承创新与推广。

2、制度保障。 为切实传承湘西土家族、

苗族优秀传统文化，该校出台《关于开展优
秀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方案》， 通过课
堂教学、主题活动、社会实践等一系列渠道，
让学生在体验中获得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
滋养。 该校还完善了大师工作室建设方案和
管理制度，师生参加大师工作室项目有突出
成绩的，在年终考核和毕业鉴定时优先享受
评优资格。

3、经费保障。建设期内，学校每年将中央、
地方财政和行业企业投入的用于师资队伍建
设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的资金
的 5%用于大师工作室建设、 学校艺术团运作
及其他民族文化传承的相关活动；此外，还通
过技能培训、技术服务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
金，近 3年来累计投入 80余万元，为民族独特
技艺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经费保障。

五、主要成效
1、成为传承土家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基地。 两年多来，已经建成的“土家族
苗族服饰研发与生产性实训基地” 累计接受
教师实践、学生实训 6000 余人次，开展各类
民间工艺培训 600 余人次， 全校教师参与设
计的大师作品有 8 项获国家级奖励，其中，一
项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两项作品被
湖南省工艺美术学会收藏， 张明霞老师有两
项作品获得国家级外观设计专利。 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都掌握了摆手舞、 苗族鼓舞等民族
技艺，在幼儿教育培训中，有效渗透民族舞蹈
和独特技艺；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开展特色
旅游产品的研发、营销，设计旅游产品 1 项，
有效传承了土家族、 苗族特色歌舞和民间工
艺，成为土家族、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

2、专业建设出特色上水平。 目前，该校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已整体搬迁至吉首市芙

蓉岗校区，校区占地 9.8 亩，拥有办公楼、教学
楼和实训楼各一栋， 建筑面积合计 0.32 万平
方米；已建成 1 间湘西特色手工陈列室，购置
了 100余架全新苗鼓；建成 2间有 100个实训
工位的民族服饰生产加工厂房，2 间面积达
150平米的土家织锦室，2间各有 55个绣花架
的精品苗绣室，1间“留技承艺”展览室，3间大
师工作室， 成为湖南省中职学校重点建设专
业、特色专业；2015 年被湖南省教育厅、湖南
省文化厅和湖南省民委推荐参评全国职业院
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全国职业院
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专业。旅游服务与管理
专业建成湘西景区实景模拟厅 1间，成为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示范特色专业。学前教育专
业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示范特色专业
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幼儿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 两年多来，在湖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
业规划大赛中，全校学生团队的参赛项目《湘
西民族坊》荣获一等奖。在 2013年全国民族地

区职业院校学生技艺比赛展演活动
技艺比赛中，学校的“民族刺绣”荣
获优秀奖。 2013 年 7 月，吉首市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作为湖南省的唯一
代表赴昆明参加全国职业院校传承
创新民族文化研讨会， 在会上作了
经验介绍。 2015 年 3 月，该校服装
设计与工艺专业被湖南省教育厅推
荐参评第二批“全国职业院校民族
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2016
年 8月国家教育部、文化部、民委三
部门联合下文认定该校服装设计与
工艺专业为“全国职业院校民族文
化传承创新示范专业点”。

3、提高了学校吸引力。近两年，吉首市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明显提高，就
业率达 99％，对口就业率达 90％，企业满意率
达 100％。 在传承土家族、苗族文化的过程中
学校知名度明显提升，老百姓对该校的认可度
大幅提升。 2015年，该校计划招生 1100人，第
一志愿填报该校的达到 1318人， 新生报到率
达到 87.5%。《中国教育报》《科教新报》《团结
报》以及吉首都市频道等新闻媒体对该校的办
学实践予以高度肯定，该校被中国教育改革与
发展研究会、《中国品牌》报社等评为“2015 中
国最具就业竞争力职业学校”。

六、 体会与思考
1、中职学校在技术技能积累中也能发挥

重要作用。 技术技能积累不仅仅是工艺技术
的传承，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累。 通
过专业对接产业、深化校企合作、创建大师工
作室、推进基地建设等措施，师生在专业教学
和实习实训过程中既获得了民族独特技艺的
培养，又参与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学校在
技术技能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文化传承需要职业精神与职业技能有
机融合。 土家族、 苗族特色文化内涵极为丰
富，蕴含大量的民间工艺、独特技艺和深邃的
文化内涵， 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
工艺和技艺的传承， 还应该传承丰富的文化
内涵， 吉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传承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时不仅强调工艺和技能的培
养，还将湘西土家族苗族本真、勤劳、向上的
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 将职
业精神培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不仅提高
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还培养学生
敬业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造就一大批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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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区，文化历史悠久。社会的急速变化使湘西传统民族文化传承遭遇了诸多问题。吉首市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民族特色产品开发和独特技艺培养，保护和传承了土家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

□ 彭越

———吉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案例

以培养学生独特技艺为切入点
传承土家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

张明霞老师设计制作的《虎
娃手套》《项链》 于 2013 年 5 月
获得国家级外观设计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