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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大多数珠宝专业均开设有首饰制作工艺相关课程，其涉及到的实验课程内容

具体有蜡雕、金工、执模、镶嵌、传统工艺等。因其人才培养定位、校企联合模式等不同，

其侧重也不同。而珠宝学院首饰制作实验课程一直以来以金工为主，在首饰制作工艺实验课

程中缺少细化，特别是具体实验项目的延伸及项目与项目之间的衔接。本论文从前期的项目

实验入手，从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学时安排、课程内容衔接、实验室环境

等方面谈了该实验课程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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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丝工艺及现状简介

花丝工艺又称为细金工艺，累丝工艺，是将金、银、铜等抽成细丝，以堆垒编织等技法

制成。它作为我国传统艺术工艺的典范几近失传，在 08 年被国家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由于花丝工艺繁杂缜密、要求严格、每一道工序全为手工完成，极其耗费人力和时间，

与市场下的商业化首饰生产过程有所脱节，所以作为商业化首饰生产而言较少有企业大批量

去投入，但目前已有多家知名企业均已加入到花丝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中。例如：

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的潮宏基与稀捍行动联合发起“花丝工艺保护项目”，开设了花丝博物馆

和工作室，其在北京还设立花丝工作坊，招募学徒加以培养。2009 年昭仪新天地北京珠宝

有限公司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花丝镶嵌"的传承人--白静宜大师合作，在北京宋庄小

堡村艺术东区，建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传承基地，致力于花丝镶嵌技艺的传

承与发展。上海老凤祥银楼旗舰店设立了金银细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并有四位国家级工

艺美术大师驻场大师工作室。金叶、老庙等其他珠宝品牌也均有花丝工艺产品出售。

二、花丝工艺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2017 年 3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了由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制定《中国传统

工艺振兴计划》。计划中明确的主要任务有：调动年青一代从事传统工艺的积极性；鼓励相

关高校、企业、机构等组织、开展传统工艺研习；加强传统工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理论、

技术研究；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开设传统工艺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传统工艺专业技术人

才和理论研究人才等。鉴于此，国内很多高校纷纷开设了传统工艺相关课程，特别是一些珠

宝专业院校也开设了花丝工艺课程，四川文化产业学院文博学院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专业申



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银花丝制作工艺保护及研发”项目，建立专题研究课题组，

将以银花丝工艺传承人为龙头，以项目负责人为主体，以项目开发人员为基础，坚持引进和

培养相结合，传承银花丝制作工艺。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关于银花丝工艺的教材，该院校通过

校企合作的方式，共建《银花丝工艺基础》教材，介绍银花丝工艺历史脉络、银花丝制作工

艺的流程、传承人及重要作品、银花丝工艺设计和基本制作技法。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

花丝工艺为例申报得到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资助。

广东佛山顺德区的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珠宝专业成立了专家工作室，其工作室也推出了一些

花丝镶嵌类的首饰作品。除专业院校以外还有很多首饰培训机构均开设有花丝工艺的课程，

例如：上海玺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缔金首饰文化中心、上海 VV 珠宝设计制作培训中

心（上海、杭州 、苏州 三地办学）、北京林木靖茹珠宝设计中心等均开设有花丝工艺培训

课程 ，有的还细分为花丝工艺基础课程、花丝工艺高级课程。

珠宝学院现开设了珠宝文化大讲堂系列讲座，其主要目的为宣扬珠宝文化。目前讲座内

容主要以宝玉石、首饰两大类为主，而在未来的发展中大讲堂系列内容将逐渐丰富，以“非

遗”花丝工艺为代表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将包含其中。按照珠宝学院五年发展规划建设，该讲

座将会被打造成珠宝学院对外的一个亮点。

三、首饰制作实验课程现状与改革探索

1.实验课程内容定位

珠宝学院目前开设了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产品设计、工艺美术、产品设计、宝玉石鉴定

与加工专业。除工艺美术专业外，其他专业均开设首饰制作工艺课程，该课程分为理论和实

验，实验又分为基础实验、综合实验、创造性实验，之前的实验课程内容主要以金工为主，

在首饰制作课程授课内容中以常规基础实验项目（锯切、锉修、打磨、抛光、执模）为主，

在学期末会有综合实验项目的训练。如在综合实验项目中需要用到金属丝，由老师单独指导

学生完成拉丝。由于前期该类课程的学时、学习内容设置及要求不同等限制，进而对于金属

丝的进一步应用及造型变化的深入研究较少， 所以经过前期对企业、同类院校调研及与科

研方向的结合，所以在新版产品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增设花丝工艺这一部分内容，在专业方向

课模块中增设了首饰花丝工艺课程，

2.课程内容及学时安排

该课程内容之前无系统涉及，在首饰制作工艺基础课程中只有金属丝制备方法练习，现单

独开设为专业方向课程，32 学时。目前国内还未有完全适合高等院校使用的花丝工艺类实

验教材，本课题组根据前期实验编写了花丝工艺实验指导书，实验指导书内容包括：绪论（2



学时）、基本工具介绍及使用（6 学时）、基本流程操作（10 学时）、项目实验（14 学时）。

其中绪论主要是对花丝工艺的介绍及应用，基本工具介绍及使用讲述了花丝工艺中所需实验

工具、耗材的使用，基本流程操作主要是花丝工艺各个流程的基本操作方法，项目实验以学

生参与的具体实验项目为例来进一步安排项目实验的进行。

3.授课及考核方式改革（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前后课程）

第一，在授课过程具体进行实验项目时，采用独立授课、小组共同完成项目实验的方式

进行授课，小组成员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分工，包括设计思路、材料制备、造型设计与制作等。

第二，在实验项目完成后每个小组对作品进行讲解，邀请教研室其他老师对小组作品进行点

评并打分。

4.实验室设备完善

目前实验室现有条件稍有不足，项目组将与校外工作室进行合作来完成部分实验内容，

同时积极改善校内实验室环境，增加有助于实验教学效率与效果的设备。如增加珠宝实训教

学演示播录机及相关设备，该设备主要用于教学实况演示，以往授课过程中，授课教师需要

为学生做具体示范及演示，往往需要做多次以满足全班学生的授课需求，这样不仅增加了授

课老师工作量的重复，而且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每一位学生进行指导。

结语

首饰制作类课程涉及的知识内容有设计、制作基础、传统工艺、综合制作等，在加强专

业建设的过程中应不断细化教学内容，完善教学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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