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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3 年 

4 月 

全国首批百个民

族文化传承与创

新示范专业点 

授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文化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 

2013 年 

12 月 

国家级残疾人职

业培训基地 
授牌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4 年 

4 月 

四川省省级劳务

培训基地 
授牌 

四川省劳动开发暨农民工

工作领导小组 

2015 年 

1 月 

2014 年度眉山

市促进就业先进

培训机构 

授牌 
中共眉山市委 

眉山市人民政府 

2012 年 6 月 

2013 年 6 月 

2015 年 7 月 

全国职业院校学

生技术技能创新

成果交流赛 

一等奖 3 个 

二等奖 5 个 

三等奖 5 个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

织委员会 

2020—2021

年 

四川省职业院校

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 

三等奖（2 个） 四川省教育厅 

2012—2021

年 

眉山市中职生素

质大赛 
一等奖（9 年 ） 眉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中职教

育优秀论文评选 

一、二、三等奖 

各 1 个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9 月 

2021 年中职教

育优秀论文评选 

一等奖 1 个 

一、二等奖各 1

个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眉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成果

依托

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文号及项目编号 

立足校企合作的竹编专业 

办学模式探究 
市级 眉教发〔2009〕40 号 

省级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 省级 川教函〔2015〕567 号 

省级第一批特色专业创建 省级 川教函〔2018〕430 号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时间：2009 年 12 月    

完成时间：2014 年 6 月 

实践检验时间：2014 年 7 月—2021 年 4 月（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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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青神竹编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987年，学校依托竹编资源，创办竹编专业，

传承竹编文化，助推竹编产业，坚持探索整整 34年。本成果来源于 2014 年结题的市

级课题《立足校企合作的竹编专业办学模式探究》，是竹编专业 34年育人实践的总结。

学校在实践中优化课题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国家非遗竹编特色专业建设的“二

纬三联五构建”育人架构，丰富了专业育人理论。 

（一）认识性成果 

1.“传承非遗”和“助推产业”，是竹编专业建设在“文化”纬度与“经济”纬

度的价值追寻。 

培养竹产品制作人才，助推竹产业发展；培育竹手工艺编织巧匠，传承竹编非遗。

助推产业，实现的是经济价值；传承非遗，创造的是文化价值。 

2.“政、校、企”互联互动，是竹编专业“拔节生长”的土壤。 

校企联合，共同开发课程，制定人培方案，为竹编专业生长提供“养分”；政校

联动，提供政策保障，支持专业建设，为竹编专业生长提供“支撑”；政企联通，引

导企业行为，汇聚资金资源，为竹编专业生长提供“水分”。 

3.技艺育人、文化育人、竹品成人，是贯穿竹编专业建设始终的主线。 

竹编专业一经创办，就把“育人”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学校以“三三”理念为

育人指导思想，即做“三雅”教师（静雅、优雅、慧雅），育“三心”学生（净心、

精心、匠心），达“三人”目标（育人：精研技术，竹艺育人；化人：传承文化，竹

韵化人；成人：濡染风骨，竹品成人）。 

（二）操作性成果 

1.构建了非遗竹编专业建设模式。 

在“二三五”架构下，明确专业建设目标、建设理念、建设路径及价值追寻，形

成了竹编专业建设模式。 

2.构建了非遗竹编专业教师培养策略。 

以“三三”理念为指引，培养静雅、优雅、慧雅“三雅”教师；坚持校企合作，

教师定期入企当“师傅”，大师走进课堂作“教师”，组建“大师+教师+师傅”特色

教学团队。 

3.构建了非遗竹编专业课程开发策略。 

提出非遗课程资源开发原则、模式，将非遗独具的高超技艺、独特的精神文化价



 5 

值融进课程，开发教材，形成竹编专业课程体系。 

4.构建了非遗竹编专业教学模式。 

以校、企、基地为平台，构建了“三融三进三课堂”教学模式。“三融”指非遗

文化融进、名企融合、名师融；“三进”指企业文化进校园、大师进课堂、师生技能

实践进生产；“三课堂”指校园课堂、网上课堂、企业课堂。 

5.构建了非遗竹编专业育人模式。 

以“三三”理念为指引，育“三心”学生，达“三人”目标；尊重竹编非遗传承

特点，构建“五字”活态育人模式。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解决的主要问题 

1.解决了竹编专业育人价值取向不明的问题。 

传承非遗和助推产业是竹编专业建设的初衷，前者指向文化价值，后者瞄准经济

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竹编专业育人的价值取向。 

2.解决了竹编专业育人理念不明的问题。 

提出“三三”理念，为竹编专业育人指明方向，明确了育人目标、育人标准、育

人路径、育人团队、育人方式和育人原则，形成了专业育人思想。 

3.解决了竹编专业育人无课程的问题。 

提出了“二三三”课程资源开发模式，形成了竹编专业“三三五五”课程体系，

编写专业教材 11 册（正式出版 5 册）。 

4.解决了竹编专业教学模式和方法问题。 

构建了“三融三进三课堂”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实现育用对接，人才培养

落地落实。 

5.解决了竹编专业教师团队建设问题。 

校企“双主体”育人，组建“大师+教师+师傅”特色教学团队，培养“三雅”教

师。 

（二）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1.探索阶段（1987—2009） 

开展调研和需求分析，制定竹编专业建设方案。专业初创阶段，学校开办竹编校

办工厂，直接对接产业，坚持“需什么教什么、用什么学什么”。 

2.创新阶段（20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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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课题，开展专业建设研究，形成课题研究“五字”诀：融——产教融合、

非遗资源禀赋与专业建设融通；活——保持课题研究的灵活性，避免墨守成规；实—

—工作落实、责任明确、任务到人；新——研究方法、理念、成果创新；引——科学

理念引领、专家引导。 

（2）校企联合、政校联动、政企联通，汇聚“三主体”合力，坚持“经济”与“文

化”两大价值追寻，首创专业特色“四内涵”，提出竹编专业育人架构。 

 

 
图 1 “二三五”非遗竹编特色专业育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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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市级重点专业，借力“创重”，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能力。 

（4）坚持教学相长、师徒共进，凝炼“五字”活态育人模式。 

 

 

 

图 2 非遗竹编专业“五字”活态育人模式 

 

（5）制定非遗竹编专业校本教材开发方案，筹划专业教材开发。 

3.优化推广阶段（2014—2021） 

（1）结合“现代学徒制”试点和“省级特色专业”创建，携手企业共同培养教师，

构建竹编专业“三雅”教师成长平台和路径。 

（2）研究确立竹编专业“三三五五”课程体系，与非遗资源有机衔接，构建非遗

课程资源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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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策略 

 

（3）探索竹编专业课堂教学模式，紧扣“二纬”价值取向，校、企、基地为平台，

提出“三融三进三课堂”教学模式，改进传统教学方法。 

 

图 4 “三融三进三课堂”教育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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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的创新点 

（一）非遗竹编专业育人理念创新。 

学校秉持“为人为匠达天下”校训，立足非遗传承，瞄准产业需求，坚持育人为

本，聚焦学生发展，围绕人文素质、专业技能、专业精神三个维度，创新提出非遗特

色专业“三三”育人理念，从教师修为、学生成长和育人目标三方面进行规范和指引，

着力培养师生品德、素养和技术技能，激发师生发展潜能，实现师生共育、共进。 

（二）非遗竹编专业特色内涵创新。 

经过 34 年砥砺探索，市级课题研究，现代学徒制试点及省特色专业创建等专题探

究，在专家学者指导下，提出专业特色建设应立足传和承两个基点，着力打造专业“文

化特色、传承特色、育人特色和课程特色”。首创特色“四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非

遗专业特色建设内涵。 

（三）非遗竹编专业教学模式创新。 

学校不断优化教学内容，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构建了“三融三进三课堂”教学模式，

实现了竹编专业教学模式创新。学校立足非遗“传”和“承”两个基点，尊重非遗特

性、大师技术和课程属性，非遗资源禀赋与课程开发有机衔接，建立了竹编专业“三

三五五”课程体系，编写专业教材 11 册，建成竹编专业课程资源库，优化了竹编专业

教学内容，形成了面向社会的“模块化”技能培训课程和面向学生的“系统化”学历

教育课程。 

（四）非遗竹编专业育人模式创新。 

通过学校教育传承非遗文化，是建设竹编专业的动力之一。青神竹编独具的传统

高超技艺和特有的精神文化价值，使其传承具有独特的要求。竹编专业育人模式，因

坚持“传承非遗”这一价值追寻，而呈献鲜明特色。在竹编专业初创探索、育人模式

研究实践和现代学徒制试点中，以“三三”理念为指引，围绕育“三心”学生、达“三

人”目标，坚持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在传统的“师徒相授”基础之上，提出了

基于学校教育的竹编专业“五字”活态育人模式，实现了专业育人模式创新。 

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一）育人质量显著提升，培育了一批文化型、创新型非遗传承人，培养了数万

名竹产业技术人才，对口就业率高达 96.45%。 

2012 年起，竹编专业学生参加眉山市综合素质大赛，连续 9 年获一等奖；参加全

国职业院校学生技术技能创新成果交流赛，获国家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10 

5 项。 

34 年来，培养竹产业人才 10 万余人、优秀竹企经营管理者 100 余人。优秀学生

频出，涌现出“全国劳模”1 人、“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3 人、各级传承人 27 人，

10 余名学生成长为学校或竹编培训机构教师。 

（二）传承了非遗文化，支撑了竹编产业，助推了区域经济，服务了“一带一

路”。 

竹编专业育人实践让青神竹艺不断发展，2008 年，青神竹编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2013年，作品《苦乐清凉》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2018 年，青

神县被国际竹藤组织定为国际竹产业交易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学校与企业共同举办培

训，为西藏、上海等 10 个省（市），以及“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国家（地区）培养

竹编人才近 2 万人，让青神竹艺惠及全国，服务“一带一路”。 

数以万计的产业人才，支撑竹产业飞速发展。2011 年，青神竹产业产值 3 亿元，

2014 年达 18 亿元，2020 年达到 50 亿元，在巩固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 

（三）教师专业能力、科研能力、教育教学能力显著提升，取得了丰硕成果。 

有 2 名教师获“省级工艺美术师”称号，3 名教师被认定为“青神竹编非遗传承

人”；参加竞赛，获省级成果一等奖 1 人、三等奖 1 人；参加省级教育教学能力比赛，

获二等奖 4 人、三等奖 18 人；获评四川省优秀教师 1 人、眉山市优秀教师 3 人；2 人

担任省名师工作室眉山站负责人。 

近 2 年发表（获奖）论文 32 篇，各类获奖 100 余项次（国家级奖 3 项次、省级奖

9 项次）。20 余人参与教材编写，成功立项省级重点课题 1 项。 

（四）领导高度肯定，媒体广泛宣传，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2010 年，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到青神调研，高度赞扬青神竹编，要求创办竹

艺学校。2011 年，青神竹编艺术职业学校在我校基础上挂牌成立。2013 年，学校被确

定为国家级残疾人培训基地；2014 年，学校被确定为省级劳务品牌培训基地。 

2021 年 8 月，学校在广安面向全省 12 个市（州）50 多所中职校作成果交流报告。

近 5 年，先后有 4 所中职校学习借鉴本成果，英国考文垂大学等多所高职院校到校参

观、交流。近 6 年，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宣传报道 23 次。2021 年 9 月，中

央电视台对青神竹编特色产业助力美丽乡村建设进行专题报道，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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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评审意见 

 

 

 

 

 

 

 

 

该成果经过 34年的探索和实践，创造性地将非遗价值文化与特色专业

建设相结合，提出了“二纬三联五构建”专业育人架构，坚持走政、校、

企互联互动之路，校企联合、政校联动、政企联通，为专业“生长”提供

了“土壤”；专业建设模式、专业育人模式、课程开发模式、专业教学模

式、非遗传承模式“五大模式”相互作用，让专业如竹笋拔节生长，让专

业育人落地落实。专业建设方面，提出了“三三”理念，构建了非遗专业

建设模式、教师养成模式、专业课程开发模式、专业教学模式、非遗专业

育人模式等，实现了“非遗文化+竹艺培养”育人目的，找到了非遗专业建

设动力之“源”、特色之“魂”、育人之“基”，解决了非遗特色专业建

设与非遗特色专业育人的重大实践问题。 

该成果通过对竹编非遗特色专业建设，打造了竹编专业文化特色、专

业育人特色、专业课程特色和专业传承特色，为非遗竹编专业建设明确了

价值，确立了建设内涵。34年来，竹编专业为地方竹产业发展培养了数以

万计的专技人才，弘扬了青神竹文化，助推了竹产业发展，在服务地方产

业和“一带一路”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省内外职业院校乃至在国际竹产业

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 

经研究同意推荐该成果申报四川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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