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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一、企业概况

南京秦淮灯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07 月 31 日，注

册地位于南京市秦淮区菱角市 66号，法定代表人殷晟，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顾叶亮担任公司高管，秦淮灯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秦淮区文

旅集团控股的国资背景下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专业负责运营夫子庙

秦淮灯会、灯市、美食节、国家非遗物质文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的公

司。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秦淮灯彩非遗文化传承基地”创建于 2

018 年，于 2019 年申报立项为江苏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

设单位，学校与南京秦淮灯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聘请了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顾业亮先生为导师，遴选一批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师

生组成社团，开展致力于传承非遗手工技艺，创新灯彩产品种类的探

索与实践。

近年来，我院与秦淮灯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度合作，共同开展

美育实践工作，形成以文化艺术大类专业建设为主体，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为主题的美育工作特色，着力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基地建设；同时，在全校范围内开齐开足不同层次的非遗课程，非遗

进校园、校园传统文化艺术节等大型的活动成为了提升学生艺术修养、

展示艺术才华的舞台，积极参加国家级、省级各类艺术比赛，多次获

得奖项，美育教育硕果累累。



三、企业资源（包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才资源）

（一）有形资源

南京秦淮灯彩文化有限公司将顾大师制作的大型秦淮灯贡献给

学校“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非遗文化展馆进行长期展览，

同时捐赠了部分向日葵秦淮灯，供学生学习观察实践制作。

（二）无形资源

南京秦淮灯彩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学校开展社团教育活动，文化展

览活动，提升了学院的显示度和文化品牌影响力。先后多次被媒体采

访报道，拓宽了学生的就业面。

（三）人才资源

南京秦淮灯彩文化有限公司先后选派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顾叶

亮，省级非遗传承人徐洁等为学校学生开展多场灯彩制作的实践活动，

一方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民间传统艺人

的工匠精神，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随着秦淮灯

彩项目的落地，像金陵竹刻非遗传承人赵荣也加盟了学校非遗文化传

承基地团队。

四、企业参与教学改革

（一）专业建设

南京秦淮灯彩文化有限公司自合作以来，积极参与学校的人才培

养工作，以专业建设为龙头，突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注意培育优

势学科群体，努力优化师资队伍的专业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与



年龄结构，打造年富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具备竞争实力的师资队伍，

努力把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办成省内一流的品牌专业。

1.专业社团建设：依托公司完成 3 个学生社团的建设，围绕“秦

淮灯彩”主题，分别侧重秦淮灯彩文化与技艺传承、秦淮灯彩周边文

创产品设计、秦淮灯彩青年志愿服务三方面开展社团建设，并在各自

研究服务领域均取得丰硕的成果。

图 1 学生社团活动

2.师资团队建设：在学校教师中遴选热爱非遗文化，具有丰富教

学和产品研发经验的教师成立“教师传习人团队”，教师首先拜师学

艺，向大师学习传统技艺。教师掌握了技艺后才能更加深入的开展课

程建设及与产品研发。由顾大师领衔成功申报立项江苏省职业教育技

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近三年（2019-2022 年）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专业/专长 技术职务 主要分工
入选人才项目及双

师证书
入选时间

1 徐令 1971.10 数字交互 教授
课程建设、
科学研究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2021.11

2 马娜娜 1982.04 视觉传达 副教授 社团建设 校级名师 2022.09

3 韩洁 1984.01 数字交互 副教授 课程建设
省“333 人才”工

程
2021.09

4 杨帆 1985.04 三维制作 副教授 课程建设 省科技副总 2022.07

5 金旭东 1982.05 环境设计 教授 团队建设 省技术能手 2021.12

6 刘春燕 1987.10 环境设计 讲师 资源库建设

省青年岗位能手、
省五一创新能手、
省巾帼建功标兵、

高级技师

2019-2022

7 顾舒馨 1989.11 环境设计 讲师 资源库建设 高级技师 2022.05

8 孙伟 1996.10 园林小品 高级技师 工作坊建设
全国技术能手、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

2019.01

9 徐晓升 1985.04 中国画艺术 副教授 课程建设 高级技师 2022.05

10 王颖睿 1989.11 工业设计 副教授 社团建设
省技术能手、省青

年岗位能手
2019-2020

11 张弢 1983.08 环境设计 副教授 工作坊建设 高级技师 2022.05

（二）课程建设

南京秦淮灯彩文化有限公司与学校共同开展“秦淮灯彩”相关的

艺术类社团、艺术类选修课、艺术展演与交流、高校创新创业竞赛；

专业的组织形式主要针对高校的艺术专业的艺术类竞赛，对“秦淮灯

彩”文化、教育、创新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以“秦淮灯彩”的创新与

传承为核心内容的专业必修课程与专业核心课程。

1.线下课程建设：顾业亮大师与我校教师团队共同进行“秦淮灯

彩”非遗课程的开发与建设。完成一门理论课程《走进非遗（秦淮灯



彩）》与一门实训课程《非遗特色劳作项目》的课程建设，将课程作

为全校学生的艺术公共必修课程及选修课，其中《非遗灯彩特色劳作》

课程获得江苏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图 2《非遗灯彩特色劳作》课程现场教学

2.线上课程建设：为了让学生更深入的掌握“秦淮灯彩”的制作

技艺及其涉及的相关传统艺术，开拓创新思维，组织研发系列课程《走

进传统民间技艺》，开发“秦淮灯彩”课程教学视频资源，打造线上

金课，并在学习通平台上线开课，其中微课《指尖上的花灯》获得江

苏省微课教学大赛三等奖，《寻美民间—民间艺术赏析》立项为江苏

省高校美育精品课程（公共艺术类），《中外传世绘画作品赏析》已

推荐申报“十四五”江苏省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

（三）实训基地建设



南京秦淮灯彩文化有限公司自合作以来，积极参与学校的实训基

地建设，其中在非遗文化传承基地展陈中心和工作坊建设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1.展陈中心建设：利用图书馆六楼建设 “江北新区金陵灯彩综

合展陈中心”。用于展示秦淮灯彩的发展历程，展示秦淮灯彩的精湛

技艺。展厅内设秦淮灯彩大师传习所，开设非遗传承“创意班”和“技

艺班”。由灯彩艺人与高校工作者共同探索构建具有高校特色和特点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2.创意工坊建设：利用炎培楼一楼展厅及图书馆建设“秦淮灯彩”

智慧创意工坊。定期派国大师进行授课，组织有兴趣的学生进行学习，

鼓励学生在传统的灯彩基础上结合新技术，融入新的元素进行创新。

定期组织本校留学生学习参观，促进国家与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推广，

探索出一条能够更快、更好的让秦淮灯彩走向世界的新方法，寻找到

让秦淮灯彩这类传统工艺与世界潮流趋势接轨的方式，创意工坊也获

得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全国一等奖。

（四）学生培养

2021 年由江荣、郝世文领衔的学生团队参加全国第七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金奖，其项目为“新心点灯——培养中国

灯彩艺术国际传播先行者”，“新心点灯”创意团队由一群热爱中国

传统文化、立志于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思维敏捷、技能过硬、

组织协调能力强的大学生组成。项目致力于宣传、保护、传承非遗文

化，响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号召，快捷、有效的促成国际范围内



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同时打造化繁为简创新设计理念，让灯

彩融入时代特色，实现灯彩标准化制作、批量化生产，加速非遗文化

扬帆出海。

2020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最终评选结果揭晓，

在中国青年报上正式刊登。我校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 1901

班江荣同学获此殊荣。该推报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指导，中

国青年报社、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开展，以“青春自强 奋勇争

先”为主题，从各高校寻访产生一批在爱国奉献、道德弘扬、科技创

新、自主创业、志愿公益、基层建功等方面起到榜样引领作用的自强

典型。

五、助推企业发展

1.辐射周边：举办《灯彩辉煌——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主

题灯会展示活动，辐射幼儿园、小学 3所，让青少年儿童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组织社团学生及秦淮灯彩志愿者进入社区 38 次，进行教

学或宣讲活动，让民众通过参与制作秦淮灯彩，了解秦淮灯彩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



图 3 《灯彩辉煌——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主题灯会展示

活动



图 4 非遗进社区系列活动——秦淮灯彩篇

2.宣传载体：通过建设“秦淮灯彩”直播间，开设“灯丰造极”

微信公众号及“秦淮花灯”淘宝店铺，邀请媒体进行宣传报道等更多

的渠道、运用更丰富的表现方式宣传秦淮灯彩文化，并打响我校秦淮

灯彩传承基地的品牌与口碑。

图 5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图 6 淘宝店铺二维码



图 7 直播现场

图 8 媒体采访社团同学

3.竞赛展示：组织各类竞赛活动，均围绕“秦淮灯彩”这个主题，



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分为创意设计类竞赛、工艺技能类竞赛及公益类

竞赛，一个重视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新心点灯》项目在第七

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全国金奖；一个重视传承传统技

艺，要求精益求精，体现了大国工匠的精神，《艺手包伴》项目在江

苏省第六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三等奖；一个重视传统

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引领非遗进社区，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佐邻

佑里·青竹林》项目分别在全国第六届和第七届“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红旅赛道中获得铜奖，第十一届“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三等奖。

图 9 《新心点灯》项目在全国第七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中获得金奖

4.展会交流：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及全国大学艺术展演

活动，将秦淮灯彩的传统工艺和创新设计向大众进行展示，扩大秦淮

灯彩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随着“南京周”在世界各国的展览，让秦淮

灯彩展示在国际视野下。通过现场教学，以及现场制作展示，还有宣



传片的介绍，让外国友人了解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灯彩的知识。非遗

大师顾业亮先生也带着与我们学生共同设计的灯彩作品参加了德国、

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 10多个国家各类民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作品受到了外国友人的热烈追捧。

六、问题与展望

1.将国遗大师的实践经验转化成理论成果还需要教师传习人不

断自我实践和理解，需要团队研讨创新，不断完善理论体系的建立。

2.受全国疫情的影响，为遵守各地政府部门及各校疫情防控要求，

对社团的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