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A16 2025.5.20 星期二
责编：张旻 美编：郝莎莎

展厅中许多作品关注社会热
点问题，通过设计作品传达出对社
会的关怀与责任。如手工艺术学
院的《苏城新韵·像素织影》，通过
对苏州古城、新区的艺术表达，传
递出当代大学生对城市改造的路
径思考。美术学院的《春运·家的
方向》，采用竖幅构图展现旅客在
火车站站台候车时的情景，引发对
于乡情、家庭等的思考。服装设计
学院的《万物生》，通过自然与都市
的共生关系探讨生命的韧性，表达
出新时代大学生积极昂扬的生活
态度与责任担当。工业设计学院
张豪、顾文豪的《智能中药理疗
椅》，通过中药熏蒸、按摩与现代化
器械结合，解决老年人酸痛不适的
症状，体现了设计的“温度”。

环境艺术学院院长柳建华分
享了更具社会价值的实践：2024年
师生团队完成了苏州市姑苏区、高
新区300余户居家适老化改造。在
改造工程中，学生通过入户调研详
尽地了解了住户情况。学校对老
年住户作了不同的分类，针对不同
年龄及生活习惯等的需求设计了
不同方案。在考虑成本的基础上，
各有侧重地聚焦于厨房、卫生间、
阳台、卧室以及辅老器械等进行改
造。住户的情况不一，各种需求内
容比较散，学生的入户调研，对这
300户的数据进行收集，精准完成
改造任务，获得用户的认可。他
说：“这次实践对学生的影响非常
大，作为空间设计专业，以往学生
关注于以视觉为导向的空间塑造，
提供实践，在此次适老化居家改造
中，则更加关注功能，强调老人的
需求，从老人的需求角度出发。这

与往届学生有了很大的不同。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更加关注老人的
需求，从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
困难。同时开发了智能报警系统、
无障碍辅具等解决方案。”学生从

“视觉优先”转向“功能至上”，这种
思维转变是课堂无法教授的。

参与这次适老化改造的毕业生
郭轩彤深有体会，她的毕业作品《以
感代偿，开启感知新“视”界——基
于感官代偿设计介入的视障宅空
间》就是这次实践的再延伸。她说：

“正是通过参与适老化改造项目，我
关注到视障人士的生活需求，所以
开发出这套毕业设计作品。”作为一
名来自徐州的学生，郭轩彤已经关
注到适老化改造将是一个很大的市
场需求，苏州在这方面启动比较早，
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毕业后她有意
愿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本次毕业设计开放展示周将
持续7天，其间将举行文化创意类
专场招聘会、产教融合展、文商旅
联合体揭牌、优秀毕业设计展社会
开放日等系列活动，其中产教融合
展将通过非遗新传、数字智造、时
尚新势、空间共生、文创生态、未来
艺境等六大板块，集中展示学校近
年来深化产教融合改革、服务区域
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校
长刘珽在致辞中表示，面对数字技
术驱动产业变革的新格局，学校主
动对接江苏“文化强国先行区”建设
及苏州文化产业升级需求，充分发
挥在江苏高职艺术教育领域的引领
作用，为文化创意产业输送更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教育强省、文
化强国和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

苏州工艺美院“融智·江南”2025届毕业开放展示周暨毕业生推介活动启幕

数字重构千年江南，产教融合锻造新匠
5月16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融智·江南”2025届毕

业开放展示周暨毕业生推介活动如期举行。展示中，该校1882名
本专科毕业生在142名教师指导下创作的毕业设计作品共计1336
件（套），作品主题涵盖了江南文化、乡村振兴、适老化改造以及数字
化新文创等。

其中，江南文化主题作品细腻描绘了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让
人仿佛置身于烟雨朦胧的诗意世界；乡村振兴主题作品则提出了许
多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学生们对乡村未来的美好愿景；适
老化改造主题作品关注老年人的生活需求，通过智能化、人性化的
设计，为老年人创造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数字化新文创作品
则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打造出
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产品。这既是学生对传统与未来的深度思考，
也是学校立足“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

2024年，学校在首轮“双高计划”终期绩效考核中获评优秀，获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3金1银1铜、总决赛季军等，
各类标志性成果72项。学校入选2024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满意
度排行榜前十，办学实力及育人成效全面提升。

朱健 曹燕宁 周里海

展厅里，学生张恬、李沁瑶设
计的《嘿 桃花坞》H5游戏，以像
素风重构唐伯虎 IP，玩家通过解
谜任务收集年画碎片。“我们调研
发现，年轻人更喜欢游戏化传播
方式。”该作品将文昌阁许愿、年
画上色等传统文化体验植入交互
环节。

视觉传达学院的《视觉遗韵》
融合传统纹样与TD粒子技术，
以春夏秋冬为线索，创作出具有
现代感的视觉艺术作品，让传统艺
术焕发新的生机。数字艺术学院
的《追星》项目，通过数字动画技术
展示了在未来中国的太空科技发
展，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未
来科技的魅力。非遗技艺的现代
转化也颇为亮眼。手工艺术学院
毕业生贲腾的桃花坞木版年画作
品《古往今来》，以传统刻版套印工
艺呈现大运河的时空对话。

视觉传达学院谭映红、张一

琦设计的“拾梦”App，创新运用
多模态AI技术实现梦境数字化
重构。用户输入梦境关键词后，
系统同步生成动态视觉画面与适
配旋律，构建沉浸式梦境空间；独
创“解梦”功能，通过情绪色彩图
谱可视化心理波动，依据文字记
录智能分析情绪轨迹，为用户提
供心理调适建议。该产品将AI
生成技术与心理学结合，既是艺
术化数字工具，亦是可感知的情
绪管理助手。

“今年数字艺术学院的‘野
火’毕业展有33件作品，作品涉
及以动画、游戏、虚拟现实、互动
装置、绘本等为代表的数字艺术
全领域，以AIGC赋能智能制造、
文化创新等产业前沿。在此次的
毕业设计创作中，我们运用了
AIGC技术和最新的次世代引擎
技术，最终呈现出以假乱真的效
果。”数字艺术学院游戏艺术设计

系主任谈嗣徽介绍。
以“融合智能科技”与“重塑

江南文化”为双核，聚焦人工智能
时代下地域文化的创新表达与职
业教育赋能文化产业的使命，体
现苏州工艺美院立足本土、面向
未来的发展定位。“融智”旨在通
过AI、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技术，
激活江南非遗技艺的现代生命
力，打造“技术之智”；深度挖掘
苏州园林、吴门画派、苏作工艺等
文化基因，构建“数字江南”美学
体系，开启“文化之智”；培养兼
具传统工匠精神与数字技术素养
的“新江南匠人”，强化“育人之
智”。“江南”旨在突破传统江南
意象的静态呈现，以交互装置、虚
拟场景等媒介重构“可感知的江
南”，推动文化焕新；推动非遗技
艺从“博物馆保护”转向“年轻化
消费”，助力苏州打造全球数字文
创高地，助力产业升级。

本届毕业设计凸显“实战化”
特色题。环境艺术学院《远山蓝
酒店室内设计》与企业深度合作，
设计构建了一个“可呼吸”的山居
生态体系，具有直接商业价值。
工业设计学院的《高原生物燃料
回收处理系统》与相关环保企业
合作，解决高原地区能源利用及
粪便处理问题，既改善卫生状况，

又为高原增添清洁、可再生的能
源来源。

毕业设计跨入未来的市场。
本次毕业设计周还举办了大

型“文化创意类高校毕业生专场”
招聘会。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副书记周东华介绍，本
次招聘会汇聚众多文化创意类企
业，涵盖广告设计、影视制作、新

媒体运营等领域的88家企业，带
来了近千个岗位，拓宽了毕业生
就业渠道。

现场设置了就业咨询、简
历诊断等专区，安排专业老师
提供求职技巧、职业规划等咨
询。招聘会后，学校还将持续
跟踪，了解录用情况，收集毕业
生反馈。

江苏红蚂蚁装饰集团人事总
监纪木仙评价：“学生兼具技能熟
练度与创新思维，这正是企业需要
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公司已有二
十多人来自苏州工艺美院，一部分
人已是集团的中高级管理层。”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戎志宏表示，去年，中国工艺
集团联合中央美院、苏州工艺美
院共同成立了全国首个非遗传承
创新与工艺美术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围绕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创新，以“链”为媒，聚

“链”成势，共同发展。
从教育链到人才链再到产业

链，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正逐步实现创新跃迁。

数字重构江南：非遗活化的创新实践

多链融合：从课堂到产业的创新跃迁

育人与担当：设计背后的时代使命

活动现场 苏州工艺美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