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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历史的地理枢纽”在今天的发展机遇面前,承担着联通“民族走廊”

和“丝绸之路”这两个层级文化区域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关键任务,是实现中部地区与东西南北部各边疆地区均衡发展

以及构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人类文明运河”的支点坐标。所以对地域性文化的认知和研究,势必要纳入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的生态体系中,才能更好地完善各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实践中的人才储备。除了基础性的内涵研究,地域性传统文化如

何融入今天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平衡结构性改革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都将成为我们改革试水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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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辽宁为核心东北地域性发展的历史地理选择的必

然需求 

学界普遍认为“三大民族走廊”,即西北走廊、蔵彝走

廊、南岭走廊,而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走廊则一直被学界忽视；

2015年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建立中、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

廊,东北被纳入“一带一路”。从历史上看,本地域以辽西走

廊、北方草原丝貂之路、虾夷锦之路、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

东北亚洲际路桥与冰上走廊、燕行朝贡道等形成了各时期我

国东北边疆与东北亚各国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交通。

本地区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特色鲜明,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脉

络的基本构架,从脉络上看,从原始社会开始,主要是旧石器

时代、新石器时代本地域已经形成了以红山文化为核心的文

明曙光；至青铜时代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文

化在辽东的体现；至燕秦汉时期扶余、高句丽北方诸族的兴

起；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公孙氏、慕荣鲜卑、三燕、高

句丽、平洲、护东夷、北魏营州等政权兴跌；至隋唐的丝路

东端文化圈的形成,至辽、金、元草原丝貂之路的繁荣、至

明清满族文化的兴起与东北亚海上丝路的形成、至近代辽东

地区的屈辱。这些都构成了本地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基壤。

本地区地域传统文化应该从空间结构、区域发展、协同发展

三个层级来构建以辽宁为核心枢纽、以吉林为链接支柱、以

黑龙江为输出口岸的区块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进而形

成本地域文化的共同认知和价值取向。为本地区整体经济发

展尤其是产业结构明确基本的框架。 

2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对地域性文化驱动培养内涵及培

养成果的必然需求 

依据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导性纲领《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第七章第二十

一条、二十二条的相关要发展目标要求所描述；增强社会服

务能力。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

展服务。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开展科学

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积极推进文化传

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

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鼓励师生开展志愿服务。优

化结构办出特色。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

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和层

次、类型结构,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规模,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以及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第四章主要

任务中的第八条: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从服务教育自身

拓展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信息化要更好地服务国

家重大需求,在“一带一路”“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惠民、

智慧城市、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作用,提供广覆 

 

是老师的教育方法,也可以是学生的学习方法。合理地使用

类比推理,可以使知识变得更容易理解,更能启迪学生的思

维,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且可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有创造性地学习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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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多层次、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升均等化普惠化水平,培育新型业态

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促进信息消费、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积极探索。

要加强教育信息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国际视野,拓展

国际空间,抢占教育信息化的国际制高点,增加国际话语权,

服务国家外交话语权的提升。要贯彻落实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部署和法律法规,加强网络安全相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

技术创新,做好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工作,服务国家安全战略。 

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北亚周边各国日本、韩国的教育改革

已经将地域性文化的应用型创新能力融入到相关专业的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并与产业结构改革以促进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例如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濑户内国

际艺术节”、韩国的釜山甘川洞艺术村等都将地域性传统文

化融入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中。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综合上述理论背景及实践需要,本地区急需将地域性传

统文化适度融入产品设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研究

与实践的教学改革方案,来探索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国家战

略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等统

筹协同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3 地域性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教育过程参与是实现

国家文化战略中“文化自信”实践基础必然需求 

跳出西方教育改革方式方法的固有模式,从文化战略的

高度凝练中国传统教育知行合一的教育精髓,探索出适合发

挥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优势的产品设计创新人才的培

养教学改革思路。 

从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环节,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

一轮振兴,实现辽宁以第二产业为支柱向第三产业为支柱的

产业结构转型,促进辽宁区块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持续

良性发展,进而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东北亚区域的

核心“历史的地理枢纽”,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

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繁荣打造具有文化自信的人才

培养输出品牌。 

传统校企协同人才培养主要停留在项目实践、产学结合、

校企合作等表层协同,本成果深度剖析国际国内社会变革、产

业升级、地方特征、机遇风险等不定性因素,着眼于民生问题

的解决为核心,从事物发展的科学认知、内在逻辑、特殊例外

等多层分析视角；将人、时间、地域、事物、为什么要做、

如何去做、事后的经验教训整个事物发展变化的各环节为协

同的对象；进而获得促进人和事物发展的高效协同。 

进入新时期,习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

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是基础,

人才是关键。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40年的浪潮搏击中略显

乏力。探索技术变革条件下,适应文化与社会的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是多数产品设计院校的共识,本成果以辽宁中心辐射

东北亚的地域性传统文化优势资源为养料,助力东北地区产

业结构转型、技术升级,培养立足东北面向东北亚的国际化

产品设计创新型应用人才。 

4 结束语 

地域性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各地域人民生存发展一脉相

传的文化谱系,是经过历史和自然选择的集大成的文化样本,

只有运用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实践举措才能融入今天

的人们生活中并发挥 大的优越性。教育伴随着人的成长过

程,它塑造着人的行为与内涵,只有科技和文化的互生互补

才能培养出有道德、有知识、有创造、有情感的中国文化属

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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