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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需要技艺薪火相传，也需要构建丰厚的传承“土壤”。
为解决非遗大师师徒传承场地、文化传承与创新、产品销售需求和

学生技艺训练等问题，去年，漳州工艺美术传习中心正式成立，并入选
2023年省级高水平实训基地。

如今，漳州工艺美术传习中心漳绣、雕塑、木雕、贝雕、陶瓷等漳州
非遗技艺大师工作室一字排开，学校组织开展了多种非遗传习学生社
团。同时，学校以社区合作共建、非遗文创产品展示等形式，让非遗社
团走出校园、服务社会。

多向助力、多维赋能，数字化，为非遗保护传承“添翼”。据漳州职
业技术学院文旅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主任江文辉介绍，为了让漳州非遗
开辟出全新载体和途径，赋予其更时尚、年轻的表现形式，依托学校文
旅产业创新研究院、漳州市工美学会等平台，学校与漳州市二轻联社联
合开展了漳州市工艺美术文化资源挖掘工作，撰写非遗传承人个人小
传 85部，实施漳州非遗系列影像志工作，使区域非遗技艺通过数字化
形式得以传播留存。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文/图

在元宇宙虚拟空间，和朋友社交聊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日前，在 2024元宇宙设计周——中国高校数字创意设计大赛中，

漳州技师学院 2022级数字媒体技术应用预备技师班学生沈子阳的作
品《元界》获得中国高校数字创意设计大赛元宇宙视觉艺术平面设计类
决赛一等奖。

元宇宙+社交 让线上聊天“动起来”

元宇宙版的社交软件怎么玩？当沈子阳娓娓道来他的设计理念
时，真不好理解。

沈子阳介绍说，在由虚拟数字技术构建的“社交元宇宙”中，用户可
以凭借自身的虚拟形象，在接近现实生活的场景体验中，找到志趣相投
的朋友，享受一场沉浸式网络冲浪体验。

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个社交软件上，你可以塑造一个全新的角色，
并在不同的全景化虚拟社交场景中，和朋友进行聊天互动。

设计这款软件，并不是沈子阳一拍脑门就“冒”出的主意。“随着现
实生活逐步转移到数字生活，社交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程度转变。”在平
时使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时，沈子阳发现，目前市面上的社交软件
大多以二维设计为主，“从文字、语音到视频，用户们聊天的社交场景大
都存在于冰冷的对话框。”

可否让线上聊天“动起来”？先“相地”，后“立意”。在设计前期，沈
子阳进行了周密的调研。他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文献发现，近年来，我国
娱乐技能社交用户呈现上升趋势。他还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了解网
友在使用软件时，最注重什么？希望社交软件带来什么样的全新体
验？是否愿意尝试元宇宙社交方式？……调研后，他拿到的结果是：用
户对沉浸式、虚拟形象定制和多元化互动方式有较高需求。这令沈子
阳非常振奋，“也就是说，创建一款更具互动性和场景化的聊天软件，有
足量的市场需求。”

细节把控 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

元宇宙+社交，理念很新，探索不易。
从最初的构思到设计方案的打磨，从对UI设计的逐渐了解到涉足

探索元宇宙社交领域，沈子阳一步一脚印持续钻研，在细节把控上，更
是细致入微。

在沈子阳看来，一款好的软件，细节往往贯穿整个设计过程。无论
是软件的界面设计，还是角色塑造、场景构建，甚至细微到软件颜色、
logo、字体字号选择，沈子阳都经过多次试验比对，最终才确定方案。
沈子阳自称，对细节有近乎执拗的坚持，“单单是软件的字体和颜色，我
就试验了近50次。”

为了让软件显得更加梦幻和温馨，他选定紫色为主色调，他的考虑
是：“颜色是第一个进入用户视觉的元素，不仅要体现软件的调性，也要
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

为了让社交场景更加丰富，他构建了街道、超市、文艺街区、博物馆
等多样化线上社交场景，“这些生活化场景，让用户在聊天场景中，有身
临其境的感受。”

优秀成绩，离不开引路人。备赛过程中，指导老师林悦靖时刻关注
着沈子阳的作品设计进展，及时给予他精心指导和建议，确保作品顺利
完成。林悦靖说，参加比赛有利于学生展示自身才华和实力，展现技能
风采，提高学生自身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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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如光，微以致远。”班主任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是班级温暖的守护者，是家校沟通的桥梁，更是提高教育质量的
基础与保障。近日，漳州部分学校举行了班主任节，平日里默默
耕耘的班主任们，收到了来自同学们的特别惊喜和实力表白。

家住龙海的方先生，在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位班主任时
这样写道：“我们的班主任每天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踏着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走进教室，披着满天的星辰离开学校；课上
孜孜不倦地授课指导，课下耐心细致地解决问题，还要挤出时
间去处理学校的临时任务。”

日前，龙海二中第 12届班主任节如期举行。同学们纷纷
行动起来，利用零碎的课间做好布置，精心准备了“感恩遇见”
主题班会，为班主任送上了亲切的节日问候，并用独具匠心的
惊喜与欢笑连连的精彩节目，表达对班主任的感激之情。“当班
长把鲜花送到我手中时，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感动。”龙海二中
高一（5）班班主任苏宝缎告诉记者。

当大家还沉浸在来自学生的惊喜时，学校总务处又给班主
任们新的“加持”。为了犒劳兢兢业业的班主任老师们，学校在
学农基地池塘中捕捞了数条自产的大头鱼，做成美味的鱼粥，
邀请老师们品尝，为班主任老师们“加加餐”、鼓鼓劲儿。班主
任们品尝完后，心里暖洋洋的。

无独有偶。漳州市立人学校的班主任节也是精彩纷呈。

该校八年（13）班班主任戴婉萍老师担任的是语文科的
教学。过了一个暖心的班主任节后，戴婉萍认为自己最大的收
获，是发现同学们的素养有了不小的提高。她回忆，班主任节那
天，林子芹同学代表全班同学向她出示了一段文字，请她根据提
示猜出关键词，并在校园里找出线索。原来，同学们一起策划了
这场充满挑战性的“考核”，班主任必须根据线索，找到由班级同
学扮演的角色，完成由同学提出的任务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

“后来他们送花、放礼花、夹道欢迎班主任接受祝福，整个过程有
半个小时左右，很是有趣，仪式感拉满，同学们的语言表达和创
意都很赞，实在很令我惊喜。”戴婉萍语气里满是欣慰。

“感谢戴老师!”“祝福班主任节快乐！”“山高水长有时尽，
惟我师恩日月长！”戴婉萍说，全班 50多位同学每人都给她写
信。50 多封信中，有谈自己学习体会的，有倾诉自己小秘密
的，有表达美好祝愿的，感觉自己的心和孩子们的心紧紧贴在
一起。

“班主任的工作是比较辛苦的。班主任节是龙海二中为班
主任老师设立的节日，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老师们收获幸福
感。”龙海区教育局德育股负责人林谦能认为，班主任节充分展
现了学校对班主任群体的重视，激发了学子们对班主任的感激
之情，鼓舞了老师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斗志，营造出尊重、
理解、热爱、感恩班主任的和谐氛围，同时也展现出学校师生教
学相长、其乐融融的良好生态。相信在学校、家庭、社会多方的
加持下，班主任的工作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希望有更多类似的
活动，能让广大班主任老师可以拥有更多获得感，为班主任工
作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在古代，古人是如
何拜师的？

在自然和文化遗产
日到来之际，近日，漳州
职业技术学院文旅学院
在漳州工艺美术传习中
心举行了传统且具有仪
式感的拜师礼。

学校文旅学院15位
师生向漳绣、雕塑、木
雕、贝雕、陶瓷等五名漳
州非遗技能大师行拜师
礼，在传统文化中体会
尊师重教，满怀志向踏
上非遗求学路。

不学礼，无以立。在庄严古乐声中，15位师生手执“拜师帖”列队
走上讲台，鞠躬敬拜，将拜师帖双手敬奉给来自漳绣、雕塑、木雕、陶艺、
贝雕的非遗传承技能大师陈钟辉、廖文彬、洪子杰、唐跃明、翁清香等，
并鞠躬以表诚意和决心。

“师傅，请喝茶……”收下拜师帖后，师傅们便将事先准备好的回徒
帖回赠给学生，师生集体向传承人师傅叩拜敬茶。

参照古制，宣读誓言。“我将以师傅为榜样，虚心请教，戒骄戒
躁，为非遗传承创新建新功，展作为……”不少师生都是第一次参
与拜师礼，同学们纷纷表示，拜师礼庄重肃穆，让他们对漳州传统
文化更加敬重。“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文旅学院艺术设计专
业学生刘汕湖说，成为非遗技能大师的徒弟，是殊荣，更是责任。

“我将结合专业特长，虚心听取师傅的教诲，刻苦钻研技艺，传承弘
扬漳州非遗。”

徒弟敬拜的，不仅是坐在面前的师傅，也是对所传承技艺的敬
意。“行跪拜之礼，不在于形，更在于对漳州非遗的尊重和继承。”出
身漳绣世家的陈钟辉是漳绣的第七代传承人，在他看来，以古礼方
式明确师徒关系，不仅有利于尊师重道，也可以培养弟子恭敬和谦
诚的品格。

循古礼 表达对非遗传承决心

落座刺绣架前，文旅学院学生叶渝凤两指拈起绣针，在陈钟辉的指
点下，轻轻在绣绷上一挑一捞，彩线如鱼跃蝶舞般起落，渐渐地，一朵牡
丹花渐渐跃然于绣架上。

“漳绣传统技艺博大精深，需要刻苦学习，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
此次，叶渝凤拜陈钟辉为师，她深知，传承和发扬漳绣技艺，不仅需要潜
心钻研，更需要继承师傅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但像叶渝凤一样，对漳绣感兴趣的年轻人，毕竟不多。“现在很多年
轻人对漳绣了解不多，不愿意学，也很少有机会去深入了解这门技艺。”
谈及漳绣的现状，陈钟辉神情凝重。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将传习
非遗技艺纳入课程体系，组建“专业教师+非遗传承人”教学团队，成立
非遗传习学生社团、技能大师工作室，推行“社团+工作室”育人机制，
由技能大师亲身传授学生非遗技艺，引导学生成为非遗的学习者、传承
者和创新者。

如今，陈钟辉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被漳绣“圈粉”。自去年
开展“非遗传习课堂”以来，陈钟辉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与技艺的同时，也
与年轻人碰撞出很多智慧的火花，“给充满活力和想象力的年轻人当师
傅，既是信任，更是责任。”陈钟辉说道。

年轻化 非遗技能进校园“圈粉”

数字化 为非遗保护传承“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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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子阳与老师探讨
作品设计

班主任节，收获惊喜与感动

▲▲漳州立人学校班主漳州立人学校班主
任节上任节上，，老师和学生热情老师和学生热情
拥抱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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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钟辉教授学生漳绣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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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向非遗技能大
师递交拜师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