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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垚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遂宁  629000 

 

【摘  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非遗手工艺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机遇。传统非遗手工艺面临着年

轻一代的兴趣缺失和市场认同度下降的问题，如何通过创新设计吸引新的消费群体已成为迫切的课题。本研究

聚焦于某一具体非遗手工艺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实践，探讨新媒体技术如何赋能传统文化，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通过融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互动体验等新兴技术，非遗手工艺产品不仅能够在设计上焕发新生，更能在传

播方式上形成多维度的互动性。案例分析表明，新媒体技术在传承非遗手工艺的同时，能够为其带来文化价值

的再创造和商业化发展的新路径。该研究为非遗手工艺的创新设计提供了可操作的思路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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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and cultural products present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is faced 

with the lack of interest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rket recognitio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How to 

attract new consumer groups through innovative design has become an urgent topic.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design practice of a specif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and cultural product，and discusses how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can empowe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its market competitiveness. By integrat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virtual reality，augmented reality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products can not only be revitalized in design，but also form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ity in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Case analysis shows that new media technology，while inheri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s，can bring it a new path of recre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cultural value. This study provides actionable 

idea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a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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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非遗手工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但在现

代社会，受到技术变革和市场变化的影响，许多非遗项目面

临着失传和边缘化的危机。新媒体技术的崛起为非遗手工艺

的创新设计带来了新的契机。通过数字化和虚拟化手段，传

统工艺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跨文化传播，进而激发公众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认同。以某具体非遗手工艺文化产品为

例，探索新媒体技术在其中的应用，并分析如何通过创新设

计提升其市场价值与文化意义。案例的分析不仅为非遗手工

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

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参考。 

一、非遗手工艺的现状与挑战 

（一）传统工艺的文化价值与市场困境 

传统非遗手工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某一地区或民族

的审美追求和技术精湛，也传承了特定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

式。尽管其文化价值不可忽视，但在当今社会，传统工艺的

市场困境逐渐显现[[1]。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消费者对传

统手工艺的认知逐步弱化，年轻一代对其缺乏兴趣，尤其是

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业化生产模式下，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

和传播方式无法满足市场对效率、个性化及创新的需求。非

遗手工艺文化在传统的传播方式和市场销售渠道上遭遇瓶

颈，逐渐面临被边缘化和遗忘的危险。 

（二）非遗手工艺的现代化转型需求 

面对市场的变化和文化传承的压力，非遗手工艺迫切需

要进行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是对工艺形式和生产方式

的改进，更是对非遗文化的再创造和再表达。在这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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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需要融入现代设计理念，提高其功能性和视觉表现

力，以适应当代消费者的审美和使用需求。与此同时，生产

模式的改进同样至关重要，非遗手工艺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多

样性，提升生产效率和定制化服务，摆脱传统手工制造的限

制。此外，如何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保持传统工艺的核心精

神和文化内涵，也是转型过程中需要平衡的重要问题。只有

通过这种转型，才能让非遗手工艺焕发新生。 

（三）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潜在机遇 

新媒体技术的崛起为非遗手工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互动媒体等新兴

技术，非遗手工艺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进行跨区域、跨文化

的传播与展示。这些技术不仅能够为传统手工艺注入现代化

的表现形式，还能增强消费者的沉浸感和参与感，提升其对

非遗文化的认知和兴趣。通过新媒体平台，非遗手工艺不仅

可以展示其制作过程、工艺技巧和文化背景，还能实现与消

费者的互动，推动个性化定制和线上销售。此外，新媒体技

术在传播上的多元化手段，也为非遗手工艺带来了全新的商

业化发展路径，促进其与现代社会的紧密连接。 

二、新媒体技术对非遗手工艺的创新设计影响 

（一）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的应用前景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非遗手工艺

的创新设计提供了全新的展示方式。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非

遗手工艺可以以全景、沉浸式的方式呈现，观众不仅可以近

距离观察工艺品的细节，还能模拟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

体验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而增强现实技术则通过在实际物

理空间中叠加虚拟内容，打破了传统展览的空间局限，使非

遗手工艺能够在多种现实场景中展示。这种虚实结合的展示

方式，不仅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还能让非遗手工

艺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传播，促进其跨文化交流。随着技

术的进步，VR 和 AR 将在文化产品的营销和推广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也为非遗手工艺的商业化和普及提供了技

术支撑。 

（二）互动设计对消费者体验的提升 

互动设计在非遗手工艺创新中的应用，为消费者带来了

更为丰富和个性化的体验。通过互动装置和数字技术，消费

者不仅可以通过触摸、动作、语音等多种方式与产品进行互

动，还能参与到非遗手工艺的创作过程中。这种设计不仅让

消费者从被动的观看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还能通过个性

化定制满足消费者对独特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互动体验中，

消费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非遗手工艺的历史背景、制作过程和

文化内涵，提升其对传统工艺的认同感。同时，互动设计还

可以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帮助品牌与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

关系，进一步推动非遗手工艺产品的创新发展，提升消费者

的忠诚度和市场竞争力。 

（三）数字化平台对非遗手工艺传播的作用 

数字化平台在非遗手工艺的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传统非遗手工艺常因地域限制和信息闭塞导致传播

范围有限，数字化平台的出现则有效拓宽了其传播途径[[2]。

通过各类线上平台，非遗手工艺不仅能够突破传统展览和

销售渠道的局限，还能够通过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等方式

直接接触到全球消费者。数字化平台的内容传播不仅限于

产品本身，还包括工艺流程、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互动内

容，使消费者能够深入了解产品的内涵。平台的多媒体功

能也能将文字、图像、视频等形式融合，增加传播的趣味

性和可操作性。这种多维度传播模式为非遗手工艺创造了

更多的市场机会，同时也为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承

和创新提供了平台支持。如表 1 所示，数字化平台的作用

不仅体现在销售额的提升上，也表现在用户群体的多样化

和地域的广泛覆盖上。 

表 1  国内非遗手工艺文化产品在线销售平台数据分析 

平台名

称 
年销售额（万元） 主要品类 用户增长率（年） 年龄分布（%） 客户区域分布（%） 传播方式 

平台 A 850 手工饰品 18% 30-45 岁（35%） 一线城市（50%） 短视频、直播、文章传播

平台 B 650 手工器具 22% 18-30 岁（40%） 二线城市（40%） 微信、微博、抖音 

平台 C 1，200 传统布艺 15% 25-40 岁（55%）三线及以下城市（45%） 社交媒体、品牌合作

平台 D 450 陶瓷、木雕 10% 40-55 岁（45%） 一线城市（35%） 短视频、线上展览 

平台 E 730 传统刺绣 19% 30-50 岁（50%） 全国各地（70%） 电商平台、直播 

三、案例分析：某非遗手工艺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实践 

（一）产品背景与传统工艺特点 

该非遗手工艺产品源自于中国某传统工艺项目，具有悠

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产品的制作过程依赖纯手

工技艺，传统技法经过数百年的传承，代表了该地区特有的

审美情趣与工艺水准。该工艺品的核心特点在于其精细的手

工刺绣与图案设计，手法考究，图案复杂且寓意深远。手工

艺人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是天然染料与传统工具，确保了产

品的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然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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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统手工艺产品面临着生产效率低、市场认知度不高等问

题，尤其是在年轻消费群体中缺乏吸引力。通过现代设计的

介入，这一传统产品有机会在创新设计的基础上焕发新生。 

（二）新媒体技术的融合与创新设计过程 

为了突破传统手工艺品的市场局限，设计团队决定将新

媒体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合，以实现产品的创新与升级。在

设计过程中，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被引

入，打造了一个线上展示平台，使消费者可以通过数字化手

段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细节与制作过程。此外，采用 3D 建

模技术将传统图案转化为可以交互的虚拟模型，消费者可以

在数字空间中体验到产品的制作与变化过程，甚至参与到设

计过程中。这种创新设计不仅提升了产品的互动性，也加强

了消费者对非遗手工艺品的情感认同，使传统工艺在现代消

费市场中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 

（三）创新设计的市场反应与文化认同 

创新设计完成后，产品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进行了

广泛推广。该非遗手工艺品在市场上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尤

其在年轻消费群体中受到了热烈的关注。数据显示，产品上

线后的前三个月内，在线销售额突破了 300 万元，社交媒体

平台上的互动量超过了 50 万次。通过线上直播和互动展览，

消费者不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传统工艺的制作流程，还能通

过平台与工艺师进行实时互动，增强了对该文化产品的认同

感与参与感[[3]。产品的文化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重新诠

释，传统手工艺的创新与现代设计的融合成功吸引了广泛的

消费者群体，推动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创新设计的实践启示与未来展望 

（一）跨界合作与品牌创新的可能性** 

跨界合作是非遗手工艺品牌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通过

与时尚、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品牌或设计师进行合作，非遗

手工艺不仅能够借助外部资源拓宽市场，还能赋予传统产品

新的视觉语言和消费属性。这种合作能够推动品牌创新，从

而打破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市场局限，提升其在年轻群体中的

吸引力。与此同时，跨界合作还能够提升产品的品牌价值与

文化附加值，将非遗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为消费者

带来更具时代感和个性化的文化体验。通过设计与技术的跨

界融合，传统工艺能够在现代市场环境中获得更为广阔的发

展空间。 

（二）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设计的平衡** 

在非遗手工艺的创新过程中，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设计之

间的平衡至关重要。传统工艺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

值，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和技艺传承应当被保留和弘扬。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消费者的审美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非遗

产品在设计中需要引入现代元素，以更好地契合当代市场的

趋势。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在保持传统工艺精髓的基

础上，结合现代材料、技术以及设计理念，创造出既具传统

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的产品[[4]。找到这种平衡，不仅能够确

保文化遗产的延续，还能使传统工艺适应当下的市场需求，

增强其生命力。 

（三）非遗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非遗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托于创新的设计理念

与商业化的运作模式。首先，产品的设计不仅要注重艺术性

和文化性，还需考虑市场的可接受度与经济效益，从而实现

经济和文化双重价值的增长。其次，现代技术手段的引入，

如数字化制造、智能化定制等，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帮助

工艺师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与此同时，非遗手工艺的可

持续发展还需要加强生态环保和社会责任感的融合，例如在

选材上使用可再生材料，推动绿色设计。在此基础上，通过

建立完善的产业链和合作网络，非遗手工艺能够实现从产品

制作到市场推广的多维度延续，确保传统文化的持久传承与

发展。 

结语： 

非遗手工艺的创新设计在新媒体技术的推动下，为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技术的融合，传统工艺得以在现代市场中焕发新生，吸引

了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跨界合作和品牌创新为非遗产品带

来了更多的商业化机会，而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设计的平衡则

为产品赋予了深远的文化价值。未来，非遗手工艺将在技术

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走向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

路，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与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杨高松，徐海霞.基于文化活态传承的非遗手工艺产品设计探讨[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3，3（01）：53-55. 

[2]张轶，杨筱敏.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遗手工艺的文化构成及设计转换[J].艺术百家，2022，38（06）：130-137. 

[3]闵晓蕾.社会转型下的非遗手工艺创新设计生态研究[D].湖南大学，2021. 

[4]彭玉鑫.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的文化市场策略分析[J].芒种，2020，（11）：126-128. 

课题编号：SMS24-33，课题名称：民间传统工艺与文旅融合的发展与规划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