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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意管理理论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拔尖人才培养 

成果总结 

 

一、 总体情况 

“基于创意管理理论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拔尖人才培养”自

2017 年开展以来，开展了实践应用和成果转化，取得了良好的应用

效果： 

在理论授课和知识教学方面，教师的角色更多的是组织、指导，

体现出课程研讨式的教学特点，将创意思维的分析思考方法展现给学

生，启迪学生的创意思维，着重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其自主提问

与自主探索的习惯。在案例研究方面，业界专家将当下最前沿的信息

有效传达给学生的同时，要求学生根据理论授课内容，查阅相关资料，

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项目，撰写案例分析报告。使学生深入

掌握和理解创意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工具，并对相应的项目实现了深度

复盘，为自主的创意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创意管理工作坊活动方面，学生们积极参与向上书堂读书会、

艺术管理与文化产业工作坊、向上文创游学等学术和实践活动。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2019 年 5 月和 2021 年 6 月，该人才培养连续

四年组织北京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师生一起在北京、成都、宣汉开展

社区文创和乡村艺术营造的工作坊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增强了

学生对实践的感知，培养了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 

在创意项目实践方面，2014 级元培学院曹林菁同学以课程成果

参加了 2017 年第十二届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创意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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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全国创意组决赛二等奖；2014 级张瑜同学以课程成果荣获 2019

年全国大学生艺术项目创意策划大赛铜奖、2020 年中国青年创业就

业基金会“创青春·大学生文创项目展演”三等奖；2016 级艺术学

院张艺璇同学以课程成果荣获 2019 年全国大学生艺术项目创意策划

大赛决赛入围奖；2018 级黄舜仪同学以课程成果荣获 2020 全国大学

生艺术场馆振兴方案策划大赛优秀奖。 

在创意策划与项目实践方面，2017 年-2021 年，该人才培养模式

4 次在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和燕南园 51 号院、1 次线上

（2020 年）举行教学成果展示和项目路演。这使得本项目超越了一

般课堂的项目概念策划和模拟演练，通过真实的文化创意项目策划与

运营互动，接受消费市场和投资机构的考验，并在四川省宣汉县白马

镇毕城村建立国际乡村创客营地，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社会

实践，推动教学成果转化和创意项目落地。 

 

二、 成果简介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战略，在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后，党中央提出要“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

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这为新文科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 

（1）成果简介：聚焦时代命题，构建三元协同 

2017 年以来，依托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必修课程“创意管理

学”，以探索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和创新实践为核心，引导学生关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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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提高大学生运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应用型创新技能，

参与乡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逐渐形成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拔尖

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坚持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和乡土意识，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

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践行“生命体验”的创意与“知行合一”

的管理相结合的教学思路，遵循“乡土与城市、经典与前沿、理论与

实践”融合培养的三大原则，以“溶、融、熔”为人才培养的逻辑原

点和表现形式，形成“溶-Assimilation”、“融-Integration”、“熔-Melt”

的三元协同式培养模式（简称 AIM 模式，见图 1）。该人才培养模型

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专家分享和创意工作坊等培养手段，重点

培养文化产业管理本科生的三元协同创新能力，包括连接经典与前沿

的知识迁移能力、融通乡土与城市的创意共生能力以及融合理论与实

际的学术转化能力，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创造-创意-创新

-创业-创生”模式，并在四川省宣汉县设立北京大学文化产业乡村振

兴创新基地，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反响。 

（2）主要解决的问题：促进双向融合，理论实践并重 

在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往往过于重视教材的核心作用、过分

依靠在课堂上进行理论讲授，学生缺乏接触实践探索的机会，无法了

解现实发展的前沿动态，由此带来知识视野局限、理论与实践脱节以

及重城市轻乡村等种种弊端。 

基于创意管理理论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拔尖人才培养，积极

面向乡村文化振兴专门人才的需求目标，努力推动基础理论学习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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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创新训练的提升与融合，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

为目标，促进多学科交叉深度融合、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从学科导

向转向需求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

领。北京大学向勇教授率领团队依托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将复合

型创新性创意管理能力作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以乡

村文化创意为应用领域，创建乡创营地和乡土课堂，以乡创营造师为

乡村文化创意专门人才，在乡村文化创意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领域开

展实用性拔尖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图 1 该人才培养三元协同式模式 

 

三、 教学方法 

该人才培养模式围绕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难以兼顾的教学问题，从理论、案

例、方法和实践等方面展开，引入前沿研究理念，引导学生实现理论

学习和实践创新的融会贯通（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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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该人才培养模式教学体系 

第一，知识体系的理论教学，帮助学生奠定知识基础。讲授创意

管理的视野与方法、创意管理的思维与技法、创意管理的价值与资本、

创意故事开发、创意场景营造、创意产权运营、创意营销推广、创意

组织领导等知识模块（见表 1）。 

第二，前沿个案的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关注实践探索。利用乡村

文化创意领域的经典案例，通过业界人士的案例分析，组织学生进行

案例研究，使学生了解文化产业介入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及前沿趋

势。 

第三，乡土考现的方法教学，用实践丰富理论认识。将考古学

（Archaeology）和民族志（Ethnography）两个学科方法的融合为考

现学（Moderonology），以乡土当代生活为考察对象，旨在描述、记

录和收藏与人们现代生活方式有关的器物、风物、仪式等等。组织学

生以实地观察、跟踪观察、半结构式访谈等方式开展乡土考现，运用

绘图、文字记录、摄影、录音、设计等不同记录方法及选取原则，让

学生掌握田野调查日志的基本记录内容与写作方法，以田野调查数据

为基础，制定创意策划方案，包括主题规划、分工指定、拍摄剪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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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呈现，最后完成创意作品。 

第四，创意策划的实践教学，用理论推动实践发展。2017 和 2018

年课程教学依据地方文化资源分布，组织学生分赴四川彭州、四川宣

汉、山西临县、陕西西安和澳门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先后策划出

“Barave Beauty 巴丽芙时尚文创”“碛口枣娃原创 IP 开发”“游戏 APP

‘五陵少年’”和“‘溯回-船承’澳门文化全息体验园”等创意项目。

2019 和 2020 年课程教学围绕四川巴文化进行实操性的创意策划和运

营探索，指导学生以“巴适慢生活”为主线，结合巴文化元素，挖掘

巴文化基因，推动创意项目的实际落地，切实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经济

状况，受到广泛关注。2021 年课程教学以江西抚州临川文化为主题，

学生们分别策划了“动漫网络剧‘临川戏梦’”“剧情探索文旅项目‘游

园寻梦’”“无边界古建博物馆”“新媒体沉浸式艺术展‘赤子追梦’”

“青年戏剧节‘临川新梦’”和“跨媒介演艺‘滚傩神戏’”等创意项

目，展现了学生们高涨的创意热情和多彩的创意巧思（见表 2）。 

通过以上四方面教学，开阔了大学生创意管理的理论视野，增强

了学生创意管理的实践感知，培养了学生创意沟通的协调能力和创意

团队的管理能力，验证了学生在校园课堂掌握的创意管理知识体系，

拓展了学生在乡土课堂开展的创意管理实践领地。 

 

表 1 该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 

项目模块 模块内容 

理论授课 
讲授“视野与方法”“艺术、创意与管理的挑战”“身体美学

的转变与创意管理的创新”“跨媒体场景构建与创意管理组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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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美学与经济学中的艺术价值与价值评估”“红海战略原理及

案例讨论”“蓝海战略原理及案例讨论”“创意战略原理及案例讨

论”等知识模块，训练学生掌握创意管理的理论背景、本质特征、

适用的优势与局限。 

案例研究 

利用文化产业领域的经典案例，通过业界人士的案例分析，

组织学生进行案例研究，使学生在了解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前

沿趋势的基础上，提升自主研究创意管理实践项目的能力。 

创意项目实践 

2017年按照我国区域文化资源分布的划分，通过创意工作坊

的形式，把学生分为五个创意项目团队，进行创意管理的项目策

划、市场调研与商业创新实践。五个团队在学期朱红分别赴四川

彭州、四川宣汉、山西临县、陕西西安和澳门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通过对当地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与文化资源的考察提取，结合课

程所学的专业知识，对当地文化资源展开创意发挥，进行商业创

新实践。 

2018年按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区域划分，将学生分为

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蒙古俄罗斯和东欧等四个文化创意项目

小组，通过前期研究，对文化背景与资源进行考察提取，再结合

理论授课所得的专业知识，对各个地区的文化资源展开创意发

挥，进行商业创新实践。 

2019 年和 2020 年，按照四川巴文化主题，将学生分为五组

开展资源分析和项目策划。学生创意成果在四川达州宣汉落地，

成为艺术介入乡村文创的典范。 

2021 年，按照江西临川文化，将学生分为六组进行资源分

析和项目策划。 

创意项目实践展览

和路演活动 

2017 年 6 月，分别在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和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均斋艺术馆举行课程实践成果展，通过展板和

实物形式，将各小组的调研清苦、创意过程和产品设计、商业方

案等进行展示。6 月 7 日上午，在北京大学双创中心举行课程实

践成果项目路演。北京大学创新创业机构筹备组副组长杨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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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斌、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副研究员周城雄、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金鹏等作为点评

嘉宾出席了路演活动。 

2018 年 6 月，在北京大学双创中心进行创意项目实践展览

和路演活动，采用模拟路演的考核方式对各小组的创意作品给予

反馈。学校教务部副部长刘建波、艺术学院听课小组成员院党委

书记雷虹、副院长彭锋、副院长陈旭光、学院艺术学理论系主任

李洋、学院老教授马清，项目展示点评老师北京大学创新创业机

构筹备组副组长杨爱民、清华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挺伟、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创意产业学院教授金时范、中国科学

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周城雄、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黎明等出席了路演活动。 

2019 年 6 月，在北京大学双创中心进行创意项目实践展览

和路演活动，采用模拟路演的考核方式对各小组的创意作品给予

反馈。学校教务部副部长刘建波、艺术学院院长彭锋、副院长李

洋、北京大学创新创业机构筹备组副组长杨爱民担任点评嘉宾。 

2020 年 6 月，在线上举行创意项目实践展览和路演活动。

北京大学新结构研究院研究员黄斌、清华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李挺伟担任点评嘉宾。 

2021 年 6 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 51 号院举行创意项目实践

展览和路演活动。北京大学新结构研究院研究员黄斌、艺术学院

博士后王韶菡、艺术学院科研办公室主任杨玉娟担任点评嘉宾。 

创意管理工作坊 

2017-2021，鼓励学生们参与授课教师每月组织一次的向上

书堂读书会，组织学生参加每年的艺术管理与文化产业暑期学

校、向上文创游学等学术实践活动。5月14-20日，遴选了部分课

程学生与澳门理工学院25名师生一起参与了社区文创工作坊，深

入前门街道进行考察，聆听讲座，与澳门学生交叉分组进行项目

策划。 

2021年6月6-12日，遴选了部分课程学生与澳门理工学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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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主办了“乡村共生与艺术在场”艺术乡建白马乡创工作坊。 

 

表 2 该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成果 

2017年该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成果 

组名 项目名称 创意简介 图片示例 

1、澳门

荔枝碗

组 

“溯回-

船承” 澳

门文化全

息体验园 

该项目将在“讲述澳门故事”的主

题概念下，以浸没式服务产品的核

心理念，打造穿越式的全息体验效

果，从而改变荔枝碗旧船厂闲置的

状态，改善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 
 

2、山西

临县租 

碛口枣娃

原创 IP开

发 

该项目旨在打造山西临县碛口最

负盛名的枣儿的原创 IP，在新零

售背景下，提炼碛口枣的创意元素

并培育“枣娃”IP，后期进行一系

列全产业链开发运营，为碛口红枣

找到个性化的创意发展路径。 

 

3、陕西

西安组 

游戏 APP

“五陵少

年” 

该项目以西安大唐西市风情街为

营销对象，开发一款养成类和知识

类的小游戏，玩家通过五陵少年和

胡姬的角色，根据提示和故事完成

任务，体验西安历史文化，认识唐

代商旅文化，领略丝路各国风情。 

 



10 

4、四川

宣汉组 

 

Barave 

Beauty(

巴丽芙) 

 

该项目结合四川宣汉的地特色资

源，“以古代巴女赴战场施胭脂”

的灵感来源，提炼巴文化与女性文

化，与现代女性实现紧密的情感连

接，开发一系列以故事为驱动的文

创产品，以化妆品和护肤品为主

打，同事开发其他文创产品。 

 

5、四川

彭州组 

彭麻麻将

馆 

该项目以四川彭州的地域文化“彭

州麻将”为创意设计对象，力图通

过创意巧思展示与众不同的四川

麻将文化，做出有态度的彭州麻

将，打造中国麻将文创品牌。 

 

 

2018年该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成果 

组名 项目名称 创意简介 图片示例 

1、东亚

东南亚

组 

 

Aodai——文

化服饰品牌 

 

 以“艺术+服饰，文化+

生活”为品牌理念，将越南传

统服饰奥黛与越南艺术家作品

相结合，推出兼备越南文化特

色及艺术审美性的系列产品，

以奥黛为主要特色，涵盖丝巾、

围巾、女包、领带及饰品等产

品。裁尺艺术做衣裳，Aodai

以独立设计和独特文化形成品

牌核心价值，让艺术遇见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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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化走进生活。 

2、西亚

北非组 

 

EAST 

LOVER—香水

品牌 

 

   以香水与传统文化

结合为生产理念，根据中国与

阿拉伯经典爱情故事原型，设

计多款香水系列产品。香水气

味融合中国与阿拉伯传统香型

香调，外包装运用薄胎瓷技术，

绘以故事主题图案花纹，充分

体现两地深厚灿烂的传统文

化，使用者在陶醉于馥郁馨香

的同时，将感受到文化的多样

与交融，以及爱情的历久弥新。 

 

3、蒙古

俄罗斯

组 

 

Poetail 诗

人与酒——

年轻生活唤

醒诗歌精神 

 

    俄罗斯诗人×伏

特加鸡尾酒 = “P o e t a i l

诗人与酒”！7位诗人 7款酒，

为诗歌精神注入新生——选取

七位俄罗斯著名诗人，为每位

诗人量身打造一款口味、色泽、

烈度、香味、包装符合其独特

气质的伏特加鸡尾酒产品。同

时打造诗人主题酒吧，现调诗

人酒+销售瓶装预调酒+定期举

办文化活动，为自由浪漫的心

灵提供读诗、品诗、写诗、爱

诗的驿站。 

 



12 

4、东欧

组 

 

中国-立陶宛

国家戏剧节 

 

致力于中国与立陶宛双边

文化交流与发展。中国-立陶宛

国家戏剧节所展出的戏剧为融

入中国元素的经典立陶宛戏剧

和融入立陶宛文化元素的中国

戏剧。除戏剧演出本身之外，

还将开发戏剧节相关衍生品及

相应的文化休闲空间。 

 

 

2019年该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成果 

组名 项目名称 创意简介 图片示例 

第 1组 

 

花田·醉创意

酒坊空间 

 

本项目“花田·醉”定位

为创意酒坊空间，以卓文君与

司马相如“当垆卖酒”的民间

爱情传说为故事原型，对当地

巴蜀文化、酒文化进行萃取，

并提炼出自我独立的爱情观、

出世入世的人生观、归隐田园

的价值观，驱动当地酒品完成

由商品向善品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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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组 

 

未来考古：在

乡村生活的

变迁中寻找

诗意 

   本次展览以未来考古学的

反思视角组织大地艺术展览，

进而审视人们在不同时代乡村

生活中探索诗意栖居的种种努

力。回溯过去、现在、未来的

时间闭环，串联巴山传统、当

代乡建与未来蓝图，寻找乡村

生活中人与自然、时间相处的

平衡支点。 
 

第 3组 

廪君的心愿：

巴文化手游

副本 

本项目以巴国首领廪君与

盐水女神的爱情故事为背景，

以网易手游阴阳师为载体进行

手游副本的创意制作。通过改

编典籍中记载的巴文化传说，

使其与阴阳师手游玩法相匹

配，唤起新一代年轻人对巴文

化与古老传说的关注，借此达

到复活巴文化的目的。 
 

第 4组 

 

柚见平安：梁

平柚子主题

果茶社 

“柚见平安”主题果茶社

是一家位于梁平区“中华-梁平

柚海”景区的以柚子为主题的

休闲文化店铺。产品包括各类

柚子茶、柚子酱、柚子罐头、

柚子非遗文创，主打休闲、文

化、健康。“柚见平安”寓意平

安，既包含着父母对外地游子

的美好祝福，也寄托了游子对

家乡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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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组 
盐大路：方言

类型电影 

本片根据 20 世纪四十年

代鄂湘古盐道为背景展开的长

篇小说《盐大路》改编而成，

讲述了古盐道沿途的巴人的独

特生活与土家风情。以爱情、

乡村、历险、成长、传奇为故

事元素，以鄂湘古盐道、闷兜

的成长、简家盐行的兴衰变迁

为故事线索。 
 

 

2020年该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成果 

组名 项目名称 创意简介 图片示例 

第 1组 

 

巴文化乡村

DIY工作坊 

 

本项目以四川地区手工坊

的稀缺为出发点，设计以合理

价格提供新型文化旅游体验和

出售地方纪念品的大自然中手

工 DIY工坊，主打融入“自然”

元素的香工坊，打造多样化服

务和丰富“香味”主题的休闲

空间。  

第 2组 

 

巴茶仙事创

意茶寮 

  以“苡禾娘娘与八部大王的

故事”为故事来源，实现巴仙

茶事与创意茶饮的结合，以古

老故事为新式茶饮增色。产品：

纯茶·自然生、奶茶·神兽育、

果茶·后生忆、茶点·巴仙飨、

茶礼；空间：大型体验区+墙面

餐具的互动叙事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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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组 

巴王白虎：巴

文化中廪君

传说的舞台

剧 

本项目包括巴文化舞台

剧、巴文化展示区、巴文化饮

食区、巴文化体验区，以巴族

传说中的五氏部族首领白虎廪

君的故事为原型和素材进行创

作，根据廪君的英雄故事和盐

水女神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

现巴文化风情，给观众带来新

鲜的剧场体验。 

 

第 4组 

 

“遗迹寻虎”

实地冒险项

目 

本项目以巴文化白虎图腾

为核心元素，以“寻找白虎图

腾碎片”为主题，试图通过实

地冒险项目游玩将巴文化历史

重新唤回现代生活。与此同时，

通过山水树木、建筑民俗等巴

地文化与冒险项目的交融设

计，营造全场域文化体验氛围。 
 

第 5组 

竹泉相宜话

巴山——竹

枝歌温泉创

意空间 

本项目践行“生态+文旅”

理念，集合生态、文化、创意

于一体；在达州地区建设以“竹

林+温泉+巴文化”为主题的创

意空间；打造巴蜀文化下集卧

听竹声、乐享温泉、周边文创

为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链。 

 

 

2021年该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成果 

组名 项目名称 创意简介 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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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组 

 

临川戏梦—

—抚州影视

创意制片 

本项目依托汤显祖《牡丹

亭》等知名度极高，结合“游

戏动漫”的高受众喜爱度，创

作《牡丹亭》主题的竖屏动漫

网络剧，成为推广抚州文化、

文旅产业的窗口，借剧集实现

地方知名度的提高，通过插入

地方风景、文化元素，实现历

史、景点乃至文创的推介。 

 

第 2组 

游园寻梦：抚

州剧情探索

文旅项目 

 本项目 APP内置基于位置服

务的“增强现实类”手机游戏，

提供不同的抚州神兽以供抓

捕，共五个区域对应五只神兽

完成 3大任务：任务 1初见缘

启，收集复原丽娘画像；任务

2进京赶考，帮助张生金榜题

名；任务 3游园寻踪，扑朔迷

离之中与抚州再遇见。 

 

第 3组 
无边界古建

筑博物馆 

本项目的无边界古建筑博

物馆，即是将整个村落作为博

物馆展区，将其中珍贵丰富的

古建筑作为展品。场景营造的

重点在于对原有建筑遗址的保

护和改造，通过园区氛围营造，

使得流坑村的历史文化价值与

记忆得以被感受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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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组 

 

赤子追梦：金

溪后龚红色

主题新媒体

沉浸式艺术

展 

本项目的“赤子”代表红

军战士及其之后的追随者，“追

梦”呼应抚州这一“有梦有戏”

的地方。在展厅重建金溪后龚

村的红色革命空间，运用数字

新媒体手段将后龚祠堂门楼、

总司令部旧址、红军洞、元宝

形池塘、王稼祥旧居、红军标

语亭等空间场景进行数字化沉

浸式表达，展演结合，以物证

史、以演释史。 

 

第 5组 

临川新梦：

2022年江西

抚州汤显祖

青年戏剧节 

本项目是一场传统与现代

戏剧的交汇，一场融合了抚州

传统戏剧与抚州文旅、游戏IP、

沉浸式剧本杀与数字媒体的创

意戏剧节庆活动。市场定位更

为年轻，是聚焦于青年剧团、

青年戏剧爱好者、青年文化爱

好者的戏剧盛会，是传统戏剧、

传统旅游文化与创新、科技、

实验性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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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组 

滚傩神戏：抚

州傩文化跨

媒介产品 

本项目将在舞台傩戏的基

础上，结合现代技术中的 3D技

术和动漫影像技术，呈现较为

现代化的傩戏文化产品。此产

品将会更丰富地展现傩文化的

特色文化价值，而且该产品也

可以发展为对应“非接触”时

代的影像作品，活用傩戏 IP，

生产傩文化相关工艺品和纪念

品。  

 

四、 创新内容 

该人才培养成果实现五大创新： 

第一，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立足乡

村振兴战略的前沿实践，在 2017-2018 和 2019-2020 北京大学本科教

学改革立项连续两次的资助下，形成熔（Melt）“理论与实践”、溶

（Assimilation）“经典与前沿”、融（Integration）“乡土与城市”的三

元协同式培养模式。 

第二，构建乡土考现学的方法路径和创意管理的理论体系，丰富

了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方法和能力模型。 

第三，摸索“生命体验”创意思维和“知行合一”管理技能相融

会的教学规律，通过多元化教学模块的组织，紧密配合、环环相扣，

训练大学生在文化资源分析、故事原型提取、宏观环境分析、目标市

场调研、商业模式构建的理论分析能力及团队管理、项目策划与产品

设计等实践创意能力，为学生更快地驾驭创意管理的真实环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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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备。 

第四，落实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五育并举育人功能，培

育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积极发挥专业技能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引导学生弘扬道德理想、劳动意识，提高

学生的审美素养，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提升了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理

想信仰，提高了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能力。 

第五，梳理创意管理的理论体系和前沿实践的学术思考，编撰出

版学生的研究成果《创意的逻辑：北京大学创意管理教学成果论文集》

（向勇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21 年版），撰写教材《创意管理学》

（向勇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年即出，该教材被纳入“普通高

等院校文化产业管理系列规划教材”），出版有关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的科研成果《乡村振兴与地方创生》（向勇主编，金城出版社 2020

年版）和《城乡连接与乡村营造》（向勇主编，金城出版社 2020 年版），

发表多篇有关乡村文创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总结了创

意管理的前沿知识，阐释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基本原理、发生

机制和主要模式。 

 

五、 应用效果 

该人才培养模式在校内外取得了六项应用效果： 

第一，育人体系不断完善，获得同学积极肯定。引入乡村文创实

践，将理论授课、专题研究、案例讲述相串联，并转化为项目策划与

实际运营，使得学生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技能得到训练。课程累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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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十余个院系专业的 159 名同学选修，获得了良好的课程评价。 

第二，课堂成果不断转化，创意方案屡获奖项。促进创意管理教

育在乡村建设实践的实际落实，紧密关注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不断

进行教学探索和课程改革，提升教学理念，更新课程内容。选课同学

设计创意的项目方案参加各类创意项目路演、文创市集和全国创新创

业大赛，现有 5 个创意项目获得奖项。 

第三，社会实践不断深化，实践调研成果颇丰。组织的学生假期

田野调查实践团，连续 4 年获得“北京大学假期社会实践团优秀实践

团”荣誉称号；2019 年的实践团获评全校第一，并被推荐参评北京

市“挑战杯”特别竞赛。针对全国乡土博物馆开展文创调查的系列成

果刊登在《中国文化报》。这些社会实践带来良好的社会影响。 

第四，项目经验不断推广，校际交流共筑发展。依托课程平台，

发起“北大创扶”公益实践计划，依托四川宣汉实践平台，组织学生

在秦巴扶贫片区持续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社会实践，先后组

织复旦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澳门理工学院、美国波士顿大学等国内

外高校 500 多名学生加入到艺术乡建公益活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

澳门理工学院等 10 多所高校教师先后来到实践基地进行指导。 

第五，创新思考不断落地，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知识传授与乡创

实践相化合，组织学生通过主题墙绘、景观营造、文创 IP 开发、花

田教育等形式，积极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研发系列文创产品，创

办花田喜市文创市集，举办大巴山花田艺穗节和白马花田离村展，将

四川白马镇毕城村打造成了巴文化文创网红村，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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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村民脱贫和乡村振兴。白马花田营造社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累计

浏览量超过 50 万；组织各类节庆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走进帮扶乡村。 

第六，社会影响不断增强，获得媒体宣传报道。学界关注与社会

认可相和合，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模式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得到

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主流

媒体多次深度报道。CCTV 文化十分栏目对课程实践活动进行了两次

专题报道。课程实践成果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为主题纳

入 2021 文化和旅游部颁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产

生了深远的行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