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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中

的路径探讨 
周飞碟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株洲  412007） 

摘要：数字媒体专业作为数字化时代中的新兴专业，其将数字化与传统媒体进行了有机结合，能够为我国数字媒体的发展做好

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数字媒体专业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了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内

容，以此来充分发挥数字媒体在传承非遗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对于数字媒体专业教师来说，需结合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内容做好数

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以及形式的改革，提高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质量。本文分析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

学中的积极作用，指出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现状，并提出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中

的路径，旨在为今后开展教学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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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我国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使得

传统媒体与数字化的融合力度在不断加强，凸显了数字媒体专

业在当下的重要意义。由于数字媒体专业的特殊性，教师在今

后开展教学的过程中，需认知到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

体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价值，科学制定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

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的应用计划，使得学生在学习数字媒

体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加深对于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了解。 

一、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中的积

极作用 

（一）提高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在高等院校中，数字媒体专业是其中的热门专业以及新兴

专业，其针对数字媒体的设计与应用展开研究，是我国数字媒

体领域专业人才的重要来源。由于数字媒体的特殊性，其在信

息传播与开发上均有着极强的优势，使得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

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成为可能。从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

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的积极作用来看，其可有效提高数字媒

体专业课程教学质量。在具体的表现上，湘江沿线非遗文化指

的是湘江领域各个地区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真实记录了湘江沿线地区的发展进程，由于湘江沿线在资

源上较为丰富，使得其所形成的非遗文化涵盖较多的内容。将

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可借助丰富多

彩的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使得数字媒体专业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

获得更多的素材，起到了丰富教学内容的作用。与此同时，湘

江沿线非遗文化所涉及到的领域较多，在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

程的过程中促使教师利用多元化的教学形式开展教学，转变传

统教师仅讲述理论知识的局限性，提高了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

学的生动性与趣味性，使得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以及创新实践

能力得以全面提高[1]。 

（二）提高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传承质量 

当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经济

建设的同时，我国更大力推进精神文明的建设，湘江沿线非遗

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将其融入数字媒体专业

课程教学能够全面提高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传承质量。在具体

的表现上，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与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进行有

机结合能够借助课程教学这一渠道扩大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影

响力，提高公众对于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重视程度与理解程度，

可激发公众参与传承与保护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积极性，在社

会上形成浓厚的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传承氛围，实现了对于非遗

文化传承渠道的拓宽，使得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传承得以顺利开

展[2]。 

二、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现状 

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使得更多人认知到了湘江沿线非

遗文化的底蕴，也促使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将湘江沿线非遗文

化与专业教学进行有机结合。其中，数字媒体专业与湘江沿线

非遗文化在精神内涵以及艺术元素上均具有关联性，也使得湘

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具有可操作性。从

当下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的现状来

看，部分数字媒体专业教师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融合

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在具体的表现上，首

先，部分教师在融合非遗文化的过程中仅将其与课程内容进行

简单的叠加，没有找出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与数字媒体专业课程

之间的切入点，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无法认知到湘江沿

线非遗文化与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融合的重要意义，无法激

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次，部分教师在开展融合教学的过程

中存在形式单一的问题，仅利用讲述理论知识为主，缺乏对于

学生的引导，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较少，无法提高学生的知识

应用能力。第三，部分教师在教学评价中缺乏湘江沿线非遗文

化内容，且部分教师自身对于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了解不足，

均是影响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质量提

高的重要原因[3]。 

三、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中的路

径 

（一）做好湘江沿线非遗文化在教学内容中的融合 

湘江沿线地区涉及到多个城市，例如永州市、衡阳市、株

洲市、湘潭市、长沙市等，每个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所形成的非遗文化类型较多，例如永州市的永州木雕、土陶烧

制技艺、宁远竹扇，衡阳的古法造纸、五彩瓷烧制、侗锦织造，

株洲市的醴陵民歌、株洲剪纸、福亭晏拓印技艺，湘潭市的花

鼓戏、油纸伞、青山唢呐以及长沙市的湘绣、打铁花等，都是

湘江沿线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在数字媒体专业教师融合湘江

沿线非遗文化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可从教学内容入手，将非遗

文化作为数字媒体专业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在具体的实施中，

以《美术基础》课程的教学为例，作为数字媒体专业教学的基

本课程，教师可引入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中的古建筑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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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学生借助对于土家族古建筑的分析以及素描掌握基本的美

术知识；在《色彩与设计》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利用蜡染、

苗画以及挑花等开展教学，鼓励学生将非遗文化中的色彩要素

作为自身进行设计的模型，使得非遗文化要素与现代设计实现

有机结合，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更深刻感知到

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内涵[4]。 

（二）创新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融合教学形式 

四、情境教学模式 

部分数字媒体专业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缺乏对于教学

形式的创新，是影响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路

径。在教师将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的

过程中，教师不仅须做好湘江沿线非遗文化在教学内容中的融

合，更应针对融合教学形式进行创新，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

以及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其中，情境教学模式是

教师常用的教学形式之一，由教师结合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

内容以及湘江沿线非遗文化内容为学生进行情境的创设，使得

学生在情境中深刻感知到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深刻内涵，激发

学生传承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积极性。在具体的实施中，以《动

画设计》的教学为例，教师在情境教学模式中，可基于湘江沿

线非遗文化中的民间寓言故事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开展教学。在

正式开展教学之后，教师可为学生播放有关于湘江沿线少数民

族非遗文化的纪录片，为学生创设出非遗情境，激发学生的创

作灵感，更加深学生对于非遗文化的了解。在情境创设之后，

教师可为学生布置如下学习任务，要求学生结合情境中的非遗

元素设计出相应的动画作品，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5]。 

五、校企合作形式 

校企合作形式也是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

程教学中的重要形式之一，由学校增加与对口企业之间的合作，

共同开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以此来提高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

质量以及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传承质量。在校企合作形式上，可

由对口企业为数字媒体专业学生提供项目，学生完成项目的过

程即是学生学习的过程。例如在《短视频拍摄与制作》的教学

中，即可由企业或者相应的短视频平台为数字媒体专业学生提

供制作以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为主题的项目，由学生自主选择非

遗文化元素并进行设计与制作。由于非遗文化元素较多，能够

使得学生在制作的过程中熟悉为短视频制作转场效果、调色、

剪辑、叠加以及制作字幕等的专业知识，促进学生短视频制作

能力的提高。也可由学校以及企业共同建设校内校外实训基地，

为学生提供更多参与实践的机会，使得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真

正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非遗文化

的特殊性， 为保留原汁原味的非遗文化要素，可在校企合作的

基础之上引入现代学徒制开展教学，即邀请企业中的优秀员工

或者非遗传承人负责进行授课，使得学生能够将非遗元素真正

体现在自己的设计作品中，从而提高数字媒体专业教学质量。 

（一）优化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评价 

在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教学评价是其中的重

要环节之一，科学的教学评价可帮助教师明确数字媒体专业课

程教学的实施情况，是教师后续调整教学计划的重要参考。在

融入湘江沿线非遗文化开展数字媒体专业的课程教学中，由于

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均发生了变化，教师还需对数字媒体专

业课程教学评价体系进行优化。在具体的实施中，教师在制定

教学评价内容时，除需考评学生对于数字媒体专业知识的掌握

情况之外，还需将学生对于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掌握程度、活

动参与情况等均纳入到针对学生的教学评价范围内，提高学生

对于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重视程度。在教学评价形式上，由于

校企结合成为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的

重要路径，除由教师开展对于学生的点评之外，可引导学生自

行评价自身的学习情况，并鼓励企业参与到针对学生的评价中，

提高教学评价体系的科学性[6]。 

（二）提高教师的非遗文化教学能力 

教师作为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的主要执行者，在融入湘

江沿线非遗文化中也占据重要地位，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可直

接影响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质量。由于融入湘江沿线非遗文

化的数字媒体专业教学对于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

需掌握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能力，更应具备一定的湘江沿线

非遗文化知识掌握水平才能更好地开展教学。针对于此，学校

需改进对于教师的培训内容，将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以

及湘江沿线非遗文化内容均纳入到针对教师的培训范围内，组

织教师针对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帮助教师更

好地找出湘江沿线非遗文化在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切入

点，促使教师制定高质量的教学计划，提高教师的非遗文化教

学能力，为促进湘江沿线非遗文化与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的

有机融合做好教师层面上的支持与保障[7]。 

结语：将湘江沿线非遗文化融入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不

仅提高了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教学质量，更可提高湘江沿线非遗

文化传承质量。针对部分数字媒体专业教师在融入湘江沿线非

遗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从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融合，更应重视提高教师的

非遗文化教学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湘江沿线非遗文化的积极

作用，促进湘江沿线非遗文化在新时期的高质量传承，更为我

国数字媒体行业的发展做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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