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孕育 实境赋能 训创结合：传承窨制非遗的电子商务

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成果报告

一、成果背景与简介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务

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

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非遗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渠道。与此同时，数字经

济和电子商务高速高质发展，电商行业助力非遗传承迎来新契机。这

对商贸类职业院校培养相关人才提出了新需求，亟需培养一批精通电

商技能、具有非遗传承意识的电子商务人才。

我校作为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校和福建省商贸类职

业学校的龙头校，主动担当作为，开启“非遗+电商”相结合的人才

培养探究与实践。2019 年，依托省级教改课题《“产教融合”背景

下国赛成果推进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聚焦电子商务专业群助力

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历经 4年实践检验，

形成“文化孕育、实境赋能、训创结合”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学生非遗文化底蕴不足、协同资源整合不够、育训机制缺

乏有效协同等问题，成果以“电商＋非遗”为突破口，以文化孕育学

生非遗意识，实境赋能学生技能提升，训创结合培养电商非遗人才，

助力非遗花茶电商销售，达到商品价值转化，从而促进传统文化延续

的新途径。

（1）强化顶层设计，明确人才培养定位，构建专业集群架构。

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非遗文化环境，提炼非遗文化打造“课堂



-校内-校外”三场域，凝练“匠心浇筑、文化赋能、商技并修”的人

才培养理念，实现专业教育与文化教育同向同行。

（2）建设专业教学平台，培养“懂技术”的初级电商学徒；架

设技能实训平台，培养“精技能”的中级电商能手。搭建技能实战平

台，进阶“善创新”的高级电商菁英。

（3）打造花农-职工-创业青年三面向培训体系，建立花农供源、

企业推广、创业青年销售的合作机制，形成完整产业链，共同推动非

遗茉莉花茶电商发展。

图 1 成果方案逻辑框架图

二、成果建设历程

2010 年起，我国相继出台“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系列政



策法规，明确了职业教育在非遗传承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同年，我

校被选为福州市茉莉花茶窨制工艺传承校。2014 年，花茶制作技艺

（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非遗名录。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指出：“鼓

励商业网站与相关专业网站设立网络销售平台，帮助推介传统工艺产

品。”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高速高质发展，非遗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

创造性转化迎来新契机，一些传统技艺项目在增加收入、扩大就业中

得以复兴。我校紧跟政策步伐，聚焦电子商务专业群助力非遗文化传

承与创新，调整专业设置，建立专业群发展谱系图，明确将非遗传承

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形成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管理、茶

叶生产与加工 4 个专业构成的电子商务专业群布局方案，实现人才供

给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对接。

2019 年，我校依托省级教改课题《“产教融合”背景下国赛成

果推进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深入研究学生非遗文化底蕴不足、

协同资源整合不够、育训机制缺乏有效协同等问题，确立“电商＋非

遗”的人才定位，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非遗文化环境，搭建专

业教学平台、技能实训平台、技能实战平台，成立电商运营工作坊，

校企共建 7 个实景化实践基地。最终，成果于 2020 年形成。实验检

验周期 4 年，检验期间，电子商务专业群成功立项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为电商非遗领域输送学生 1200 余名，“双创”项目《慕茗客》《茶

绎百戏》与企业合作投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 300 余万元。建成郭淑

敏、林文强等 3 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成《茉莉花茶窨制工艺》



《新媒体直播运营实务》2 门省级在线精品课程。团队出版十三五职

业教育规划教材《电子商务与物流学习指导》1本、全国职业教育规

划教材《电商运营教程》1 本。被《学习强国》《华人头条》等媒体

平台深度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效带动茉莉花茶窨制工艺传承

与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学校电子商务学生非遗文化底蕴不足。

人才培养定位模糊，非遗文化融入不够，学生对非遗文化价值认

同模糊，使得学生对非遗文化认知不足、感知不深、行知不实，在进

入电商产业后，难以助推非遗传承转化。

（2）学校电子商务专业与非遗的平台资源整合不够。

电子商务专业与非遗文化的平台资源整合方面存在不足。产学研

合作机制尚未健全，各类资源如师资力量、实训基地等未能形成有效

合力，使得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之间难以形成有效衔接，难以

将知识转化为创新能力。

（3）产业人才培养育训机制缺乏有效协同。

不同主体对电商非遗存在差异性认知，难以达成共识和统一行动。

各方资源缺乏有效协同，难以满足行业对高素质、复合型电商人才的

需求。

四、解决方案

（1）强化顶层设计，打造文化环境，文化孕育学生非遗意识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聚焦电商产业蓬勃发展态势，根植地域非遗

文化，确立“电商＋非遗”的人才培养定位，结合非遗保护专业茶叶

生产与加工，形成电子商务为龙头、市场营销为驱动、物流服务与管

理为支撑、茶叶生产与加工为特色的专业集群架构，凝练“匠心浇筑、

文化赋能、商技并修”的人才培养理念，确保专业教育与文化教育的

深度融合与相互促进。

二是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非遗文化教育环境。提炼非遗文

化打造“课堂-校内-校外”三场域，第一场域“文化传承”，通过跨

学科课程互选与课程改造重构课程体系，如在电子商务核心课程中嵌

入“非遗数字化营销”、“非遗产品品牌策划”等模块，强化专业技

能与文化传承的双重培养。第二场域“文化融合”，校内建设非遗文

化中心，包括非遗文化长廊、专题展览馆及互动制茶工坊，定期举办

非遗文化沙龙与制茶工艺大师课，满足学生非遗认知、体验需要。第

三场域“文化浸润”，校外组织学生进入社区、乡村开展非遗技艺展

演、体验等活动，深植学生对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图 2 文化孕育学生非遗意识

（2）建设教学、实训、实战平台，实境赋能学生技能提升



专业教学平台：以省级技术能手引领，组建“骨干教师+非遗传

承人+企业导师”师资队伍，共研人培方案、教学课程、教学案例，

统筹学生成长标准，夯实学生基础，培养“懂技术”的初级电商学徒。

技能实训平台：依托全国海丝跨境电商产教融合共同体，校内开

发电子商务实训室、物流实训室，校外与福州大娱号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电商企业建立直播营销、网店运营等实景化岗位实训基地，

助推学生强化电商技能，培养“精技能”的中级电商能手。

技能实战平台：成立电商运营工作坊，坊内包含农产品电商直播

工作室、短视频工作室、项目孵化室等。采取现代学徒制与团队式学

习相结合的教学组织方式，与当地茶叶龙头企业实施订单培养，学生

组建团队，助企出售非遗茉莉花茶，以市场销售额、转化率、点击转

发率等指标作为学生实践效果评价。增强学生职业认知和创新思维，

孵化“善创新”的高级电商菁英。

图 3 建设教学、实训、实战平台

（3）搭建三面向培训体系，训创结合培养电商非遗人才

依托学校建设的国家级规划教材、省级精品在线课程等资源，打

造花农-职工-创业青年三面向培训体系。面向花农，提供电商基础培

训，邀请饶耿慧等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组织花茶产品展示会、电商



节等活动，提升产品质量，促进销售合作；面向企业员工，开展互联

网营销师等职业培训，针对非遗产品特性，增加文化故事营销、情感

共鸣打造等内容，助推花茶品牌推广；面向返乡创业青年，开展电商

市场分析培训，引入专业导师一对一辅导，筑牢理论基础；定期组织

电商成功案例分析会，深化理论知识；建立校友资源库与校企合作平

台，促进资源对接；牵头成立福州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市域产教联合体，

搭建产品销售平台，提供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助推项目孵化，

形成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花农供源-企业推广-创业青年销售的合作

机制，形成完整产业链，共同推动非遗茉莉花茶电商发展。

图 4 三面向培训体系

五、成果创新点

（1）理念创新——将非遗文化融入电商人才育人理念

成果精准厘清专业人才培养所需，确立“电商＋非遗”的人才培

养定位，率先将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传承跨界

深度融合，切实提高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结合的“紧密度”。重构专

业群集群结构，打造“全方位、浸润式”的非遗文化环境。提炼非遗

文化打造“课堂-校内-校外”三场域，第一场域通过课堂实现“文化

传承”；第二场域建设校内环境完成“文化融合”，满足学生非遗认

知、体验需要；第三场域推动第一场域与第二场域联动互补，加强学



生对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将时、空、人、事、物全要素融入

非遗文化元素，深化非遗环境文化体系。坚持知识、能力、素养三位

一体，指明专业价值取向和实践导向，打造具有鲜明非遗特色的校园

文化品牌，提升学生非遗文化素养，为助力非遗传承推广筑牢基础。

（2）路径创新——以实境赋能学生技能技艺融合发展

成果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通过建设教学、实训、实战平台，

为电商非遗人才的培育提供资源支撑。通过专业教学平台提供立体化

教学资源，培养初级电商学徒；通过技能实训平台，通过模拟真实工

作环境与业务流程，为学生岗前训练、岗位实习等提供平台支撑，培

养中级电商能手；通过技能实战平台，培养学生职业认知和创新思维，

将学生成长路径与市场紧密对接，将专业知识投入实践，打破传统教

育单一框架，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深度融合，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核心能力，带动学生创新创业，进阶高级电商

菁英。以三平台明晰“初级电商学徒－中级电商能手－高级电商菁英”

的贯通式人才培养路径，精准调控育人方向，全方位促进人才培养转

型升级。

（3）方法创新——三面向培训体系助推市场发展

成果充分利用建成的三平台资源，精准定位，打造花农-职工-

创业青年三面向培训体系。面对不同群体，设计高度定制化的培训内

容。针对花农，提升非遗技艺和电商技能；针对企业员工，增加文化

故事营销和情感共鸣打造的培训内容，助力品牌推广；针对创业青年，

提供培训、辅导等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花农供源-企业推广-创业青



年销售的紧密合作机制，实现了从生产到销售的闭环，促使茉莉花茶

由“展品”转为“商品”。有助于培养非遗茉莉花茶电商产业链人才，

为非遗茉莉花茶电商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动力。

六、成果应用推广成效

（1）育人成效显著

成果实践以来，学生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国家级一等奖 3项，

二、三等奖 5项，省级以上共计获奖 24项；省“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获金奖 5 项，银奖 6项，铜奖 4项。其中，省级创新创业

大赛一等奖项目《慕茗客》与企业合作，以潮茶品牌“ITEAMO”项目

投入市场落地，获经济效益 300 万余元。项目《茶绎百戏》与企业合

作投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 37 万元。毕业生升学率 99%，专业对口

率 99%，《农产品电商运营职业技能》《新媒体运营》“1＋X”证书

考取率 100%，近 4年为电商非遗领域输送学生 1200 余名，福建大娱

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春伦集团有限公司、福州荟源文化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等众多企事单位评价学生专业素质高、岗位适应快，

毕业生涌现出博士翁婉涓、福建东百集团行政管理经理张瑜等优秀代

表。



图 5 学生在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斩获佳绩

（2）专业建设内涵丰富

专业发展能力持续增强，获批省级高水平专业群，获省级职业教

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建有校内外实训基地 7个。牵头成立闽江

学院海上丝路文化教育与传播研究中心、福州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市域

产教联合体、全国海丝跨境电商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团队出版《电子

商务与物流学习指导》十三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1 本、全国职业教育

规划教材《电商运营教程》1 本、《促销活动策划》《市场营销基础》

《智能物流技术》省级教材 3本，主持省级课题 3项，实用新型专利

6项，发表 CN论文 10 篇；省级技术能手 2人；省级精品在线课程 2

项，浏览学习人数达 22 万余人次。建成饶耿慧、郭淑敏、林文强 3

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有效带动茉莉花茶窨制工艺传承与地区经济

的发展。



图 6 福建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

（3）师资团队实力增强

教师队伍含正高级教师 1 人，特级教师 1 人，全国杰出教师 1 人，

省级学科带头人 2人，市级以上骨干教师 8人。教师团队参与全国教

师技能大赛获三等奖 1 项、优胜奖 1项；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

能力比赛获一等奖 2 项；省级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银奖 1 项。

获省十大杰出青年创业导师 1 人。获中职市级优质课 7次；获全国优

秀指导教师 2 人，省级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3人。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优秀工作者”1 人，福建青年五四奖章标兵 1人。

图 7 福建省技术能手 2 人

（4）社会服务贡献突出

受福建春伦集团有限公司等邀约，面向社会青年、农民等，开办

花茶非遗技艺培训、电商基础知识等讲座 48 场；受福建开放大学、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鹭燕中宏医药有限公司等邀约，面

向学生、企业员工等，开展互联网营销师等职业培训 34 次，累计受

益达 8000 余人，累计增创产值 1500 余万元。参与“茉莉花开采节”

等大型活动志愿服务 11 次；与福建众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福州常

春药业有限公司等 10家单位达成合作，承接企事业单位委托服务 60

余项。

（5）示范引领辐射广泛

成果形成典型经验，被《学习强国》《华人头条》《福州晚报》

等媒体平台深度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吸引厦门理工学院、福建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建省安溪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等全国 19所院校、

10 家企业交流借鉴，大幅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