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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与博物馆产学研合作研究——以浙江为例

王宏睿 谭艳玲

浙江树人学院艺术学院，浙江绍兴，310015；

摘要：浙江作为底蕴深厚的文化大省，既孕育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璀璨的文化遗产，也拥有浙江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等顶尖艺术设计院校。在 “文化强国” 战略的引领下，省内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与博物馆的合作

正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合作不仅打破了 “学理研究” 与 “实践创作” 的壁垒，更构建起 “文化研

究 — 创意转化 — 产品落地” 的完整链条，催生出深度融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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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重要载体，正从传统的 “收藏、展示、研究” 三

元职能，向“教育、传播、服务” 的现代功能体系转

型；而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肩负着培养创新型设计人才、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使命。二者的产学研协同，既

是博物馆活化文化资源、拓展公共服务功能的重要路径，

亦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对接社会需求、提升教学科研水

平的有效途径。

浙江凭借丰富的博物馆资源与优质的高等教育资

源，其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与博物馆的产学研合作实践，

已形成可向全国推广的经验样本。本文以浙江为观察窗

口，通过剖析合作现状、案例模式、现存问题及优化路

径，探究二者深度融合的内在机制与时代价值。

1 浙江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与博物馆产学研合作

的背景与基础

政策环境：文化强省战略的推动。浙江省历来重视

文化建设，2021 年出台的《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

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 “推动博物馆与高校、科研机

构、文创企业深度合作，促进文化资源转化”；2023

年《浙江省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强调 “支持高校设计专业与博物馆共建产

学研基地，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政策红利

为高校与博物馆的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形成了 “政

府引导、机构联动、市场运作” 的合作氛围。

资源基础：博物馆与高校的双向优势。浙江拥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截至 2024 年，全省共有博物馆 365

家，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 14 家，包括浙江省博物馆、

中国丝绸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馆藏资源涵盖青瓷、

丝绸、书画、民俗等多个领域，为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富

的创作素材。同时，浙江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实力雄厚，

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高校的

设计学科在全国名列前茅，形成了 “传统工艺活化”

“数字媒体设计”“文创产品开发” 等特色方向，具

备将文化资源转化为设计成果的专业能力。

现实需求：产学研融合的必然趋势。博物馆面临

“文化传播形式单一”“文创产品同质化” 等问题，

需借助设计力量提升公众体验；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则存

在 “理论脱离实践”“学生缺乏文化底蕴” 等短板，

需依托博物馆资源增强教学实践性。两者通过产学研合

作，可实现 “文化资源 + 设计能力” 的优势互补，

既推动博物馆文化创新传播，又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设

计人才。

2 合作模式与运行机制

在浙江，高校与博物馆的合作已形成了多层次、立

体化的运行机制，涵盖了从课程教学到毕业设计、从实

践基地建设到联合科研的全链条合作。

课程嵌入与教学创新是基础性合作模式。温州理工

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将瓯海区博物馆的实际项目引入课

堂，开设《陶瓷与当代设计语言》《漆艺与当代设计语

言》等特色课程。学生在教师和非遗传承人“双师”指

导下，围绕瓯文化进行创作，最终将课程作业转化为博

物馆展览内容。2024 年初的“源创源生”展览展出了近

70组作品，90 多位学生参与创作，实现了“教室-展厅”

的无缝对接。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封闭的课堂教学，使

学生在真实文化场景中学习技艺、理解文脉。

毕业设计专题化是产学研合作的重要载体。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设计学院与河姆渡博物馆的合作堪称典范。

2023年下半年起，在赵建国、陈昱等教师指导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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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毕业生围绕河姆渡文化开展专题创作。他们以 700

0 年前的远古文化为原型，创作出故事绘本、数字动漫、

文创礼品等 20余套作品。这些作品在 2024年毕业展上

获得河姆渡博物馆馆长谢向杰的高度认可，数件数字动

漫作品被当场选定为博物馆宣传资源。这种合作既解决

了学生创作选题空泛的问题，又为博物馆输送了新鲜创

意。

实践基地共建提供了制度化保障。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与丽水市博物馆、杭电丽水

研究院三方签约，共建“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丽

水实践教学基地”。2023年 10 月的签约授牌仪式标志

着这一合作进入新阶段。这种基地建设使合作不再停留

在临时性项目层面，而是构建起长期稳定的资源共享平

台。类似地，瓯海区博物馆也与温州理工学院签订了实

践教育基地协议，使高校师生深度参与“瓯博寻宝图”

“瓯地博课系列绘本”等实际项目。

浙江部分高校已经开展了相关方面的产学研研究，

比较著名的项目如下：
高校与博物馆产学研合作研究

非遗传承与现代学徒制融合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 浙乡非遗馆

2019 年，杭职院在校内建成全国高校首个
综合性非遗博物馆，陈列 300 余件非遗精
品。学校开设油纸伞制作、金石篆刻等大师
班，并依托 “传统手工业 (非遗) 技艺传习
传承与创新专业教学资源库” 开展线上线
下教学，累计培养近千名非遗传承人才。

宋韵文化跨界联展 浙江中医药大学 × 浙江博物馆

2022 年，双方合作举办 “宋韵千年
--2022CCO 特展”，通过中医药文物与宋代
社会生活展品的结合，诠释宋韵文化中的健
康理念。展览同步推出线上导览与讲座，吸

引公众关注中医药文化的历史脉络。

跨学科文化传播实践 浙江师范大学 × 金华市博物馆

自 2016 年起，双方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推
出 “博物馆英语” 课程（2024 年）、口
译讲解培训等项目。浙师大外国语学院师生
为博物馆提供多语种讲解服务，推动金华地
方文化的国际化表达。2018 年，双方进一
步签约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将博物馆资

源融入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数字化教育与志愿服务 宁波大学 × 宁波博物馆

宁波大学商学院自 2009 年起与宁波博物
馆共建青年志愿者服务基地，学生长期参与
展品讲解、票务服务等工作。2024 年，宁
波大学推出“现代数字化博物馆”微专业，
联合宁波市博物馆资源，开设文物数字化保
护、博物馆学理论等课程，培养跨学科人才。

云端文化润疆工程 浙江中医药大学 × 浙江中医药博物馆

自 2022 年起，该校博物馆推出 “文化润
边疆，药香传万里” 云研学课程，通过线
上直播为新疆乌什县小学生讲述《历史上的
名医》，累计授课九周，将中医药文化种子
播撒边疆。2023 年，博物馆还与浙江工业
大学共建课程思政实践基地，深化中医药文

化育人功能。

文物科技保护联合攻关 浙江大学 × 浙江省博物馆

双方合作开展 “冷冻干燥稳定出土饱水木
质文物技术研发和应用” 项目，针对大型
木质文物保护难题进行技术突破。该成果成
功应用于杭州余杭茅山独木舟等多批文物
保护，并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22

年）。

浙江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与博物馆产学研合作的模

式有其独特特征：

1.合作主体：从 “单向输出” 到 “双向赋能”。

早期合作中，博物馆多作为 “资源提供者”，向高校

输出馆藏素材；而当前模式下，双方形成 “资源 —

能力” 互补：博物馆提供文化资源、历史语境与公共

平台，高校贡献设计思维、技术手段与创新人才。例如，

浙博的学术研究为国美设计提供文化深度，国美的数字

技术则帮助浙博实现文物 “活态展示”，这种双向赋

能打破了传统产学研中“高校服务企业”的单向关系。

2.合作内容：从 “文创开发” 到 “全链条参与”。

合作初期以文创产品开发为主，聚焦 “文物元素 + 实

用产品” 的简单转化；如今已拓展至 “研究 — 设计

— 传播 — 教育” 全链条。如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

理工的合作，既包括传统织物纹样的学术研究，也涵盖

时装设计、展览策划，还延伸至面向设计师的非遗技艺

培训，形成 “文化研究 — 设计转化 — 产业应用 —

人才培养” 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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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作机制：从 “项目驱动” 到 “长效协同”

浙江多地通过制度设计推动合作常态化：杭州市建立

“高校 — 博物馆” 联席会议制度，每年由市文旅局、

教育局联合召开会议，协调资源对接；绍兴市在文创产

业园区设立 “设计工作站”，高校教师与博物馆策展

人驻场办公，实时沟通需求。这种从 “临时项目合作”

到 “制度化协同” 的转变，确保了合作的持续性与

深度。

3 创新成果与社会效应

浙江高校与博物馆的合作不仅丰富了教学形式，更

在文化活化、产业推动、公众教育等领域产生了实质性

创新成果，展现出显著的社会效应。

1.文化 IP的现代转化是核心成果之一。浙大宁波

理工学院学生的河姆渡主题创作，将古老的干栏式建筑、

稻作文化、骨笛等元素转化为数字动漫和故事绘本，使

远古文明以现代语言重新表达。河姆渡博物馆馆长谢向

杰特别指出，这些作品将被“专题研究”并转化为博物

馆文创产品。在温州理工学院与瓯海博物馆的合作中，

莫诗捷的漆艺作品《天河》、蓝家俊的陶瓷作品《釉与

型》等，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语言相融合，让“民俗

不俗”“传统不旧”的理念深入人心。这种转化不是简

单的元素挪用，而是建立在对文化内涵深刻理解基础上

的再创造。

2.传统工艺的再生是另一重要成果。温州理工学院

依托“瓯越百工”省级传统工艺工作站，将相对封闭的

非遗技艺引入课堂。在漆艺、陶瓷等课程中，学生通过

实地考察与创新设计，开发出符合现代审美的实用器物。

这一过程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手工艺能力，更重要的是为

传统工艺找到了连接当代生活的路径。博物馆则通过展

览和公共教育活动，将这些创新成果推向公众。瓯海区

博物馆联合高校教师开展水拓画体验课程，带领市民创

作水拓扇，一年内举办 12期活动，服务超过 360 人。

这种“高校研发-博物馆推广”的模式，构建起传统工

艺再生的完整生态链。

3.公众美育的升级是合作的溢出效应。高校与博物

馆联合策划的高品质展览，为公众提供了深度文化体验。

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 2025 年初联合推出的“观

茶——茶文化精品文物展”是一个典型案例。展览展出

114 件故宫藏品，包括《林逋行书自书诗卷》等禁止出

境文物 69。这些展览不仅是文物展示，更通过高校设计

力量的介入，在展陈设计、教育互动、数字体验等方面

进行创新。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在展览期间实行夜间

开放，并配套古琴雅集等活动 3，使博物馆成为公众文

化生活的重要场域。高校师生也通过参与博物馆公共教

育活动，将专业知识和创意能量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群

体。

4 挑战与优化路径

尽管浙江高校与博物馆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

资源匹配、评价机制、可持续性等方面仍面临挑战，需

要系统性优化。

资源匹配失衡是首要问题。省内头部博物馆如浙博

可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引进重磅展览 3，县级博物馆如瓯

海区博物馆则更依赖地方高校支持。这种资源落差导致

合作深度和广度不均。解决方案在于构建分层协作网络：

省博牵头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使文物数字资源、专家资

源向下辐射；推动跨校联合，如温州理工学院的瓯文化

课程可向全省高校开放；鼓励大型展览增设地方展区，

如“故宫·茶世界”特展可联动龙井茶产地博物馆，形

成主分馆联动效应。

评价体系滞后制约合作深度。当前高校教师考核侧

重论文与科研项目，博物馆人员晋升依赖学术研究，导

致双方参与教育创新与文创开发的动力不足。改革方向

在于重构评价维度：将文创成果转化率纳入绩效考核，

如河姆渡博物馆将学生作品转化率作为合作评价指标1；

认定博物馆实践项目为横向课题，温州理工学院将“瓯

博寻宝图”设计列为毕业设计选题 7；设立“文化创新

成果奖”，对产教融合突出案例给予专项奖励。

可持续机制缺失威胁合作延续。多数项目依赖个人

推动或短期协议，如杭电丽水基地虽签约却未明确经费

分担细则。破解之道在于构建四维保障：设立专项基金，

从文化产业发展资金中划拨部分用于支持馆校合作；建

立知识产权共享机制，明确学生作品版权归属与收益分

配；推动“双聘制度”，鼓励高校教师在博物馆兼任策

展人，博物馆专家进高校授课；开发数字协同平台，实

现文物资源云端共享与设计协作。

5 结语：浙江模式的启示与未来

浙江省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与博物馆的合作，探索出

一条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为核心、以产学研融合为路径的

特色之路。从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河姆渡专题毕设到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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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理工的瓯文化课程创新，再到杭电的丽水实践基地建

设，这些案例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合作生

态系统。这一模式不仅为文化遗产注入现代生命力，也

为艺术设计教育提供了真实场域，更为公众搭建起理解

传统文化的桥梁。

未来浙江模式的深化发展，需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

赋能文化展示与传播，加强长三角区域协作实现资源互

补，探索国际联合策展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唯有如此，

高校与博物馆的产学研合作才能从项目式协作走向生

态系统构建，真正实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的文化愿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坚实基础和创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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