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黔南民族

职院院长刘荣鹏：非遗传承需要职教 

职教发展赋能非遗 

 
 

“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国际合作的推进，非遗更为各国

民心相通、文化互鉴提供了一种新的对话空间与实现路径。”9

月 1 日，2023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职业

教育融合国际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贵安新区举行，黔南

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荣鹏表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时代职业院校的重要职责和光荣使

命。 

刘荣鹏认为，职业院校首先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优秀

文化育人资源，把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化引入校园，扎实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积极打造浓郁的文化育人氛围。此



外，还应该深入探索技能人才培养和“非遗”传承融合发展新

模式，以创新举措赋能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培养“非遗”专

门人才和能工巧匠，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刘荣鹏院长 

 

 “作为一所地方高职院校，积极参与非遗文化保护与传

承，开展非遗文化经验交流活动意义非常重大。”据刘荣鹏介

绍，黔南职院组织团队到黔南州、黔东南州、黔西南州等民

族地区广泛开展社会调研，领衔国家级、省级、州级调研课

题 20 余项，最终确定将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马尾绣、蜡

染、牙舟陶等非遗项目作为重点项目融入到学校教育教学过

程中。“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同时加强与三都职中、

平塘职中等地方中职学校的合作，共同分享非遗保护传承的

经验，加快推动地方非遗文化的研究和发展。” 



近年来，黔南职院通过社会调研、课题研究、创新实践，

形成了“三方三共三传”（三方即学校、协会、企业；三共即

校行企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共同承担培训项

目；三传即传研、传习、传承）非遗传承保护实践经验。 

此外，黔南职院积极构建非遗课程体系，深挖本地非遗

文化资源，依托非遗大师、传承人优势，创建非遗大师、非

遗传承人工作室，牵头搭建非遗传承专任教师队伍建设桥梁

等。目前，黔南职院开设了《都匀毛尖茶加工》《蜡染文创

产品设计与开发》《黔菜经典菜品制作》三门双语课程，助

推非遗国际化。“用非遗‘讲好中国故事’，在线课程等学习，

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非遗，形成中国非遗文化的双向交

流与认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刘荣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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