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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瑜木雕技能大师工作室  项目建设任务书 

 

本校木雕专业创办于1989年，底蕴深厚。在新政策的引领下，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校将以建设“张瑜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契机，

以木雕技艺传承为基础，培养工艺木雕专业骨干教师，培育素质优良

的木雕专业学生，接轨市场需求，推进工艺木雕专业的转型升级。 

为更好地将张瑜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好，使建设任务在三年内顺

利完成，特制订此项目建设任务书。 

一、建设背景 

1．成立木雕大师工作室是我校积极响应中央及浙江省教育厅政

策，贯彻落实高技能人才培养任务的必然要求。 

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国家高技能人

才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等纲领性文件，强调了技能型人才对推进自主

创新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可见，大师工作室在培养高技能人才工作中

担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2．成立大师工作室是服务行业经济发展及人才需求的有效举措。 

在嵊州百花齐放的文创产业中，仿古木雕因其独特的技艺，在方

兴未艾的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嵊州文创代表之一，黄泽镇是江浙仿

古木雕业的创始地之一，仿古木雕是本地重要的支柱产业，需要大量

后继技术人才，成立木雕大师工作室，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木雕高技

能人才的培养，是服务行业经济发展和人才需求的有效举措。 

3．成立木雕大师工作室是我校深化教学改革，提升自身实力内

在需求。 

我校是中职省改革与发展示范校，更需积极深化教学改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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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实力。建设木雕大师工作室，一是以发挥木雕大师等高技能人才、

领军人物的示范带动作用，体现我校深化教学改革、突出办学特色的

战略；二是以大师工作室为载体，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建设和教学实践

活动，是学校提升办学实力的内在需求，也是为嵊州市非遗传承创新

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大师及大师工作室团队信息 

（一）大师个人信息 

1.基本条件 

张瑜是我校木雕专业的兼职教师，师从国家级根艺大师吴筱阳，

现为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会员，浙江省根艺美术家，浙江省根艺美术学

会理事，嵊州市根艺美术学会副秘书长，嵊州市民间工艺研究所所长。 

2.师德修养 

张瑜，热爱木雕事业，热爱教育事业，在木雕领域工作二十年，

享负盛名，是我市木雕行业的专家。张瑜在我校兼职期间，积极履行

学校的规章制度，对我校木雕专业的成长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建议，

师德高尚，深受学校领导、教师的好评。授课时讲解生动、示范到位、

和蔼可亲，深受学生敬爱，是学生成长的楷模。 

3.专业知识 

张瑜，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美术专业，本科学历，2007 年取得

工艺美术师职称，2009 年 12月获得浙江省根艺美术大师称号。2008

年，张瑜创建的飞鱼根艺工作室，被评为绍兴市首届根雕技能大师工

作室。 

4.专业技能 

张瑜专业技能极强，是木雕行业内有名的技术能手。2006 年根

艺作品《不如归去》获 2006 国际民间手工艺精品展金奖，2007 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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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作品《飘雪纷飞》获中国第 11 届根艺石艺精品展金奖，根雕作品

《峥嵘岁月》获中国第 11届根艺石艺精品展金奖，2008 年根雕作品

《狮言师语》获中国根雕艺术论坛暨根雕艺术精品展金奖，《独占鳌

头》获第三届中国东阳木雕竹编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2011 年，根

雕《慈航普渡》获 2011 中国根雕艺术论坛暨根雕精品博览会金奖，

2012 年根雕《伫立秋风》浙江省职业教育成果汇报展金奖， 2014《雨

打芭蕉》获义乌文博会最高奖工艺美术奖，2015 年作品《喜乐人生》

在“第五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银奖，2016

年作品《秋韵》在“第六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获

得金奖。 

5.行业地位及社会影响力。 

张瑜，以其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品德得到了政府与社会的高度认

可，先后获得嵊州市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嵊州根雕”绍兴市

代表性传承人称号，2013 年被评为浙江省第二届“十佳”创业之星。 

（二）大师工作室团队信息 

1.团队条件 

张瑜领衔的飞鱼根艺工作室，2008年被评为绍兴市首届根雕技能

大师工作室。 

2.基本条件 

以张瑜领衔的教师团队共有成员 9 人，我校共有 5名骨干教师是

该团队的核心成员。 

校内教师有： 

裘铭，中学高级教师，工艺美术师，艺术底蕴深厚，主持学校陶

艺室日常工作； 

王大庆，中学一级教师，工艺美术师，辅导学生竞赛成绩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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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带设计获全国一、二等奖，在国画上造诣更深； 

赵云高，中学一级教师，工艺美术师，工艺品雕刻工考评员，被

评为 2015 年度嵊州市优秀共产党员，2015 年度嵊州市教体系统优秀

共产党员； 

倪晓余，一级教师，美术教研组长，带领学生竞赛成绩喜人，所

带学生在泥塑、绘画基础等方面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沈慧源，一级教师，绍兴市中职美术教研大组成员，学校木雕专

业负责人，数控木雕教师，主要负责数控木雕工坊的日常运作。 

校外大师有： 

吴筱阳，工艺美术师，浙江省根艺美术学会理事，嵊州市民间工

艺家协会秘书长。2002 年作品《达摩》获浙江省首届雕刻型根艺精

品大展金奖 2003 年作品《悟》获浙江省根艺精品大展金奖 2004 年作

品《渔龟》获浙江省根雕艺术博览会金奖 2005 年作品《寒江独钓》

在浙江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天工奖"作品《东坡吟》

在纪念中国根艺美术学会成立 20周年精品展获"刘开渠根艺奖"金奖。 

赵茹君，高级工艺美术师，浙江省根雕协会常务理事、浙江根艺

美术家 2003 年《净瓶观音》获第四届中国越剧领带节嵊州市民间工

艺精品大展银奖； 2005 年《弥勒》获嵊州艺术村落成暨工艺精品金

奖；2008 年《樵夫》获中国根雕艺术精品展银奖； 2008 年获浙江省

根艺美术学会“根艺美术家”称号；2011 年《花开季节》获中国根

雕艺术论坛暨浙江根雕精品博览会金奖第三届国际民间手工艺品展

金奖； 2013 年《悟》获浙江省民间美术首届联谊粗品展金奖； 2013

年《惠安女》获嵊州市越乡文化名市建设“文化精品奖”； 2013 年

《杜康酿酒》获浙江省根艺精品博览会银奖。 

钱继忠，工艺美术师，绍兴市工艺美术大师，绍兴市非遗(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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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代表性传承人，省根艺美术大师。2009 年《起点》在第四届中

国木雕竹编及其它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博览会上获金奖；2010 年《十

八罗汉》在第五届中国木雕竹编及其它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博览会上获

金奖；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华木雕精品展《起点》获特别金奖；2010

年《石头、剪子、布》浙江省根雕艺术精品博览会金奖；2014 年《女

娲补天》第十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获中国工艺美术金

奖。 

楼炯，助理工艺美术师，来自魏明路大师工作室，绍兴市骨木镶

嵌传承人。《秋鸣》嵊州市首届“新人新作”青年手工技艺作品大赛

银奖；《江南春色》第八届中国（东阳）木雕竹编工艺美术博览会上

获银奖； 

三、项目建设任务书  

（一）指导思想及原则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及省教育厅文件的精神，

依据专业特点，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实践性和先进性，按照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自主与交流相结合、学习与应用相结合、反思与提升相

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技术技能人才在职业教育中的示范、引领、辐

射、带动作用，组织木雕专业领域的骨干教师、企业技术骨干、能工

巧匠共建木雕大师工作室，建设在省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精技创新的

大师级领军团队。 

（二）建设目标 

充分发挥木雕大师及其团队在师带徒、技术传授、技艺传承、技

术推广等方面的优势资源作用，建设好张瑜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双

核”驱动的工艺木雕专业技能人才培育模式；建设好工作室的“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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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团队；做好工艺木雕专业特色教材、精品课例的开发；服务地方

产业发展，加强校企合作；完善“民间工艺美术精品馆”的建设。 

（三）建设内容 

 （1）工艺木雕大师工作室、网络工作室建设。 

在领衔大师的主导下，以骨干教师为核心，整合资源，共同开展

基于专业教学研究、技术革新、研发探讨、技能大赛指导等的技能大

师工作室。 

一是运行机制建设。建立张瑜木雕大师工作室管理制度，为对大

师工作室的正常运作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校内工作室建设。以大事工作室运行机制为基础，整合校内

资源，建设校内大师工作室，设立专人对大师工作室进行有效管理。

以“专业引领、同伴互助、交流研讨、共同发展 ”为宗旨，以教育

科研为先导，打造工作室的教师团队。 

三是搭建大师工作室网页，及时传递工作室成员之间学习成果，

交流“工作室”研究成果，使网页成为我校木雕学科教学动态工作站、

成果辐射源和资源生成站，以互动的形式面向广大教师和学生。培养

一批木雕专业的学科骨干，并依托网络充分发挥其在师资队伍建设、

专业基地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共享大

师工作室的优质资源。 

（2）建设以“双核”驱动（核心素养、核心技能）工艺木雕专

业技能人才培育模式。 

一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在传统文化课教学的基础上，通过素描、

白描、泥塑等核心课程的学习，增加学生造型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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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学生核心技能培养。依托木雕大师工作室的人才优势和技术

优势，以学生就业为导向，围绕家具平板雕刻与根雕两个重点方向，

结合选修的数控木雕，提升学生的工艺木雕综合技能水平。 

三是深化推进现代学徒制。与嵊州市文创园、根艺博物馆、黄泽

仿古木雕城、各根艺大师工作室加强在现代学徒制方面的合作与交

流，在培养工艺木雕后继人才方面加强研究和实践。 

四是推进大师进校园活动，传承工匠精神。每年将邀请一批大师

进校对学生传授木雕文化，传授学艺的经验和感悟，引导学生从大师

身上汲取成才的动力。 

（3）建设大师工作室的教师团队。 

发挥木雕大师及其团队的领军作用，创建“驼群”教师团队，鼓

励团队教师吃苦耐劳，撸起袖子干，积极提升木雕青年教师和骨干教

师的教学能力和技能水平。  

   一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建设大师及助手技艺的传授团队。

按照“培养与培训结合，引人与引技结合”的原则，每年吸收 2名技

能精湛、创新能力强的工艺木雕师傅或青年教师，参与到大师工作室

团队中来；每年派遣教师参加相关的教学技能培训，促进青年教师的

教学管理能力和工艺木雕技能水平的提升。 

二是鼓励团队教师在木雕大师指导下，结合自身专长，为企业提

供技术支持，扩大团队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团队的整体磨合和运作，

提升团队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建设一支既懂得创作又懂得制作、总

结、推广的教师团队。 

（4）建设工艺木雕专业特色教学。 

以技能大师工作室成员为主力，开展木雕专业教材和精品课的开

发，推进木雕专业的信息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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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木雕专业特色教材的研发。团队教师共同解决教学、生产过

程中的难题，发挥木雕大师在技术传授、技艺传承、技术推广和问题

总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结合工艺木雕教学实际，制订《平板雕刻》、

《数控木雕》两本校本教材。 

二是开发精品课，推进木雕教学信息化。团队教师相互合作，制

作工艺木雕精品课例 6个，制作木雕教学微视频 12个，通过网络、

手机等主流信息交流渠道开展信息化交流。 

（5）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加强校企合作。 

依托以木雕大师工作室的技术优势和设备优势，充分发挥团队成

员的技能优势，积极提升社会影响力。 

一是根据学生平板雕和根雕两个培养方向，完善两个手工木雕室

的现代化升级改造。配备视频录播设备，使教师技能示范更大众，学

生课后更易自学；和企业接轨，配置主流的工艺木雕制作设备，提升

手工木雕室的现代化水平。 

二是建设“共享型”木雕木工实训基地“创意木工坊”。学校整

合资源，建设相关的场地、木工设备、教学资源等进行共享，使之成

为青少年课余实践实训基地，每年承担100人次的培训实践任务。 

三是以数控木雕工坊为基础，建设工艺木雕生产性实训基地。在

政府、企业、学校合作的基础上，建设直面市场的，以木雕工艺品设

计与制作为主的生产性实训基地。 

（6）完善民间工艺美术精品馆建设。 

一是完善民间工艺精品馆的建设。在建设木雕大师工作室同时，

充分发挥大师团队的技术和产品资源，校企合作的资源，收藏陈列大

师工作室成员的作品，使之成为学生学习和借鉴的资源。 

二是做好民间工艺精品馆的非遗传承功能。加强与嵊州市文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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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合作，推进嵊州市根雕艺术及非遗传承

项目的品牌建设。工艺美术精品馆以美育基地的形式向社会民众开

放，提供参观和学习，每年参观人数达到30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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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年度任务安排及验收要点。 

表 1：年度任务安排及验收要点 

预算资金（单位：万元） 

建设内容 责任人 时间 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 

省财

政 

地方财

政 

企业

投入 

2018.0

1-201

8.12 

预期目标：建立工作室专题网站。制定网

络工作室制度， 

验收要点： 

1.运行机制实施方案； 

2.开发大师网络工作室 1 个。 

1 1 1 

2019.0

1-201

9.12 

预期目标：优化大师工作室运营机制；采

集大师教科研方面的成果； 

验收要点： 

1.优化大师工作室运营机制 1 份 。 

2.采集大师教科研成果资料。 

1 1 1 

1.工艺

木 雕

大 师

工 作

室、网

络 工

作 室

建设 

1. 运 行

机制建

设； 

2. 校 内

工作室

建设； 

3. 网 络

工作室

建设。 

张瑜 

 

2020.0

1-202

0.12 

预期目标： 

  优化和完善大师工作室运行机制；汇编

大师风采手册；进行网络工作室网络推

广； 

验收要点： 

1.大师工作室运行机制 1 份。 

2.大师研修活动资料汇编 1 本。 

3.编制大师团队成长总结报告 1 份。 

2 2  

2018.0

1-201

8.12 

预期目标：学生综合能力得到提升，在木

雕类比赛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验收要点： 

1.学生木雕作品展览资料； 

2.木雕比赛证书； 

3.现代学徒制活动资料 

4．民间工艺大师来校上课的课表、照片、

相关记录。 

4 4 1 

2019.0

1-201

9.12 

预期目标：在大师工作室指导下的现代学

徒制的有效开展。 

验收要点： 

1.学生木雕作品展览资料； 

2.现代学徒制深化推进实施方案； 

3．民间工艺大师来校上课的课表、照片、

相关记录。 

4 4 1 

2.学生

人 才

培养 

1．学生

核心素

养的培

养； 

2．学生

木雕作

品 展

示； 

3．现代

学徒制

建设； 

4．大师

进 课

堂。 

张瑜 

赵茹君 

2020.0

1-202

0.12 

预期目标：项目建设形成特色。 

验收要点： 

1. 学生核心素养成果； 

2. 相关宣传报道； 

3.大师来校上课的课表、照片、相关记录； 

5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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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建设总结； 

2018.0

1-201

8.12 

预期目标：成立“驼群”团队，建设团队

交流渠道。 

验收要点： 

1.团队建设方案； 

2.团队培训活动记录； 

3.团队成员培训考核材料； 

4.教师技能成果。 

2 2  

2019.0

1-201

9.12 

预期目标：编制“驼群”团队成员成果目

录；采集名师团队成员教科研成果。 

验收要点： 

1.采集大师团队成员教科研成果； 

2.团队成员培训考核材料； 

3.教师下企业实践的材料。 

2 2  

3.教师

团 队

建设 

1.“驼

群”教

师团队

建设、

管理； 

2.校内

厚基

础、精

技创新

能力建

设； 

3.校外

行业影

响力建

设。 

沈慧源 

2020.0

1-202

0.12 

预期目标：汇编大师团队风采手册； “驼

群”团队建设形成特色。 

验收要点： 

1. 团队建设科研成果； 

2. 团队风采汇编 1 本； 

3.项目建设总结。 

2 2  

2018.0

1-201

8.12 

预期目标：校本教材初稿，精品课例 2 个，

开发微视频 4 个。 

验收要点： 

1.校本教材； 

2.课例及微视频； 

3.阶段性成果。 

3 3 

 

4.课程

开发 

1．木雕

校本教

材 开

发； 

2. 开

发木雕

精品课

例 4

个； 

3. 开 发

微视频

12 个； 

 

黄盈 

2019.0

1-201

9.12 

预期目标：精品课例 4 个，开发微视频 4

个 8，形成阶段性成果。 

验收要点： 

1.精品课例、微视频活动记录及开支凭

证； 

2.《平板木雕》校本教材研发记录及开支

凭证； 

3. 阶段性成果。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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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

1-202

0.12 

预期目标：成课程开发建设特色。 

验收要点： 

1.《数控木雕》研发活动记录 

2.《数控木雕》校本教材； 

3. 阶段性成果 

3 3 

 

2018.0

1-201

8.12 

预期目标：手工木雕室现代化改造；“共

享型“木雕木工基地“创意木工坊”建设

方案，联系相关的企业。 

验收要点： 

1.手工木雕室现代化改造初步完成； 

2.创意木工坊建设方案； 

3 校企合作资料。  

4 4 1 

2019.0

1-201

9.12 

预期目标：建设创意木工工坊，建设生产

性实训基地。 

验收要点： 

1.创意木工坊初步建设完成； 

2.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3.设备建设清单； 

4 4 1 

5. 服

务 地

方 产

业 发

展 

1. 手 工

木雕室

现代化

改造； 

2. 建 设

“共享

型“木

雕木工

实训基

地“创

意木工

坊”； 

3. 工 艺

木雕生

产性实

训基地

建设； 

 

沈慧源 

2020.0

1-202

0.12 

预期目标：“共享型“木雕木工实训基地”

创意木工坊“形成社会影响力，生产性实

训基地正常运作，形成项目建设特色。 

验收要点： 

1.创意木工坊活动记录； 

2.工艺木雕生产性实训基地运作及建设

材料； 

3.社会培训资料； 

4.项目建设总结。 

4 4 1 

2018.0

1-201

8.12 

预期目标：完善建设方案，建设民间工艺

美术精品馆。 

验收要点： 

1.制定建设方案； 

2.民间工艺美术精品馆参观记录。 

2 2 1 

6.民间

工 艺

美 术

精 品

馆 建

设 

1. 建 设

民间工

艺美术

精 品

馆； 

2. 发 掘

精品馆

的审美

教育和

非遗传

承功能 

黄盈 

2019.0

1-201

9.12 

预期目标：完善民间工艺美术精品馆建

设，挖掘精品馆的审美教育功能。 

验收要点： 

1.民间工艺美术精品馆建设资料； 

2.精品馆参观活动记录。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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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

1-202

1.12 

预期目标：优化民间工艺美术精品馆，提

升民间工艺美术精品馆社会影响力。 

验收要点： 

1.优化民间工艺美术精品馆资料； 

2.民间工艺美术精品馆参观活动记录； 

3.项目建设成果总结。 

2 2  

合   计 50 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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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在学校“木雕大师工作室”建设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构建项目建设组织领导，学校教学副校长为组长，在大师工作室创建

期间，采取大师工作室导师负责制，进行具体创建和运作。将建设项

目分解为多个子项目，指定各子项目负责人。针对项目建设内容细化

任务，具体落实到每个人。 

2.制度保障 

对各个建设项目制订进度计划和质量保证措施，制订并完善实施

制度，使项目建设有章可循。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定期检查、考评，以

确保项目如期保质完成。对项目建设成绩显著、效益突出的项目与人

员，给以奖励；对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的，除明确在建设期内

不得享受评优等奖励外，还将视后果按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或经济处

分。 

3.经费保障 

根据相关政策，“大师工作室”三年配套投入 110 万的经费，专

项用于导师、学员的教育研究、教育考察、专家指导等学术活动。对

工作业绩特别优秀的另行给予工作室一定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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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资金       (单位：万元) 

建设内容 建设年度 

省财政 地方财政 企业投入 合计 

2017.7-2018.6 1 1 1 
3 

2018.7-2019.6 1 1 1 
3 

1. 工艺木雕

大师工作室、

网络工作室建

设 

2019.7-2020.6 2 2 -- 
4 

2017.7-2018.6 4 4 1 
9 

2018.7-2019.6 4 4 1 
9 

2.学生人才培

养 

2019.7-2020.6 5 5 1 
11 

2017.7-2018.6 2 2 -- 
4 

2018.7-2019.6 2 2 -- 
4 

3.教师团队设 

2019.7-2020.6 2 2 -- 
4 

2017.7-2018.6 3 3 -- 
6 

2018.7-2019.6 3 3 -- 
6 

4.课程开发 

2019.7-2020.6 3 3 -- 
6 

2017.7-2018.6 4 4 1 
9 

2018.7-2019.6 4 4 1 
9 

5.服务地方产

业发展 

2019.7-2020.6 4 4 1 
9 

2017.7-2018.6 2 2 1 
5 

2018.7-2019.6 2 2 1 
5 

6.完善民间工

艺精品馆建设 

2019.7-2020.6 2 2 -- 
4 

合计 
50 50 10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