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尊重”，开发竹编专业校本特色课程 

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曾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

进校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课程是培养

非遗传承群体和传承人的必要载体，而学校的木材加工（竹编）专业

在此之前除了 2014 年编撰的《竹编工艺概论》和《竹的栽培管理与

利用》外，没有系统的课程体系和对应教材。 

学校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制定了详实的调研方案和 5 类问卷，

调研竹编行业企业 30 家，调研专业教师、从业人员、学生、社会人

员等 226人次。在分析各类问卷的基础上，结合走访座谈、拜访大师、

查阅文献后，分析了青神竹编岗位能力标准，研制了课程开发原则，

制定了课程开发思路，重建了竹编专业课程体系，确定开发 9门校本

特色课程。 

 

 



 

课程开发原则：以需求为导向、以实用为取向。①校企共同开发

的原则，②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③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④以能力

为本位的原则，⑤以实用性为主的原则，⑥灵活性开放性的原则，⑦

典型性代表性的原则，⑧科学性实效性的原则。 

课程开发思路：填补教材空白、发挥教材优势。1.课程设置“三

尊重”：①尊重非遗特性，②尊重大师技术，③尊重课程属性；2.课

程目标“三结合”：①结合思政教育，②结合竹编特色，③结合地方

产业；3.课程开发“三优化”：①优化课程结构，②优化品牌设计，

③优化教材内容；4.课程实施“三学习”：①学习法律法规，②学习

课程内涵，③学习编写规范；5.课程评价“三维度”：①评价可阅读

性，②评价可操作性，③评价可实施性。 



 

课程体系结构图 

除文化课和 2 门已出版的专业课程外，学校提出了再编写 3 门专

业核心课程和 6门专业基础课程共同建构了新的课程体系。3门专业

核心课程《平面竹编》《立体竹编》《瓷胎竹编》正式出版的，6门校

本活页教材《竹编文化》《青神竹制品营销》《竹编书画设计》《竹编

英语》《竹编艺术品设计 PS 制作》《竹编艺术品设计 CDW制作》成形。  

 

 



                   

    

5 本专业教材 

 



 

 

 

  

6 本校本活页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