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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社连携”下手工艺文化传承经验及其启示 

斯羽琪，赵明漪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金华 

【摘要】手工艺中蕴藏着丰富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当前在国家政策层面的大

力推动下，手工艺教育在学校工作中备受重视，但学校与社会在手工艺教育方面的联系还很不够。基于此，

本研究对日本“学社连携”理念的演变与发展进行梳理，阐述了日本“学社连携”下手工艺文化传承的开展

缘由与实践范例，提炼出日本“学社连携”下手工艺文化传承经验及其启示，以期促进我国手工艺文化传承，

并进一步提升学校手工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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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Japanese "Xuesha Lianzai" handicraft culture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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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andicraft contains rich aesthetic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which is a rare educational 
resource. At present, under the strong promo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handicraft education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in school work, b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hool and society in handicraft education is not enough.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school society collaboration" in 
Japan,, expounded the reasons and practical examples of the inheritance of handicraft culture in Japan, and refined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inheritance of handicraft culture in Japan,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handicraft culture in China and further improving handicraft education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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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学社连携”理念的演变与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社区学校运动”传入日本，开启

了“学社连携”的端绪。昭和 49 年，日本文部省第一

次提出了“学社连携”的概念，并指出“在家庭教育

中养成的心情和态度应该在社会教育中得到深化，在

学校教育中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应该在社会教育中得到

实践，而在社会教育中学到的技能应该通过学校教育

进行理论提高，三种教育互相促进，最终达到知识和

技能的最大提高。”[1]昭和 56 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

会发表了《关于终身教育》的报告，自此，日本教育

体制从学校为中心的学历主义教育体制转向为终身学

习的体制，愈加的重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连携合

作[2]。新世纪以来，“学社连携”理念已被纳入法律，

用法制进一步明确了学校与社会“连携”在教育中的

关键性作用。日本《教育基本法》中着重强调了各方

合作形成下的教育合力的重要性，在《社会教育法》

等法律中也增加了“学社连携”的相关法条，“学社

连携”的效力在法制的日趋完善下得到了进一步的重

视与提升。 
2 日本“学社连携”下手工艺文化传承的开展

缘由 
纵观历史，日本对手艺的推崇可以从“手”字广

泛使用的程度看出。“上手”（优秀）、“下手”（笨

拙）用以表示手的技能；“手坚”（扎实）、“手并”

（本领）、“手柄”（功劳）、“手本”（榜样）等词

均加上“手”表现人的动态[3]。柳宗悦谓日本为“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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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间对于手工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使得“工匠

精神”成为日本这一工艺大国宣扬的口号，大街小巷

遍布工艺文化精神所酝酿出的传统工艺品，也与民族

长久以来对手工艺传承与发展的呵护息息相关。究其

意义，手工艺如同一块活化石，它顽强地保留了民族

绝大多数古老的生活形态和意识轨迹[4]。 
日本得以开展手工艺文化传承的“学社连携”

的基础基于以下几点：首先，日本具备强烈的全民

手工艺保护意识。柳宗悦倡导的“民艺运动”，千叶

大学宫崎清教授发动的“生活工艺运动”皆有力推

动了日本对工艺文化的关注与保护。在教育上，日

本将培养工艺文化保护意识作为教育方针，促成了

日本在保护传统文化上全民意志。此外，从社会发

展程度而言，日本民众普遍的文化危机感、法律意

识以及文化参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全民

性的“文化自觉”[5]。其次，日本拥有完善的手工艺

法律保护制度。日本通过政策干预，自上而下地建立

起完善的手工艺法律保护机制，从法律层面促进手工

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自 1950 年颁布《文化财保

护法》以来，在几十年间不断修订以适应日新月异的

国内外环境，从 1975 年开始日本政府不断颁布与修订

了许多相关法令，以完善手工艺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措

施，进一步加强了手工艺保护的力度。最后，日本具

有充分的手工艺传承认知。柳宗悦充分的阐释了工艺

“传统”的必要性，认为工艺“传统”是由许多代人

的智慧积累而成的经验法则，是匠人们应遵循的指针，

如美的规律与规范[6]。表明日本学者力图在工艺中凸

显“日本独创性”和“民族存在”的价值，并强调“传

统”落实于匠人所遵循的经验法则之上，对工艺“传

统”的具象剖析及细致分类，展现了日本学者对工艺

理念认知及传承意识的高度重视[7]。“学社连携”下的

手工艺文化传承，能够拓宽“学社连携”的效益，满

足终身学习背景下学生个性发展，也为文化传承推波

助澜。数据显示以“传统文化亲子教室”为代表关于

手工艺文化的活动充分开设，可见当下日本运用“学

社连携”在社区中促进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的活动

开展较为普遍，这其中又以东京、爱知县、兵库县、

大阪四地的教室数量为全国最多（如图 1 所示）。 

 

图 1  令和 3 年度传统文化亲子教室开展情况[8] 

 
3 “学社连携”下手工艺文化传承的实践范例 
3.1 业连携范例：Laramie 的皮革工坊[9] 
Laramie 皮革公司开展了面向儿童的皮具讲座，为

学校和设施提供皮革工作坊的同时，在“周六教育活

动”担任支持者的角色。该公司秉持着“发挥孩子们

的潜在创造力”的原则，以真皮革这种鲜见的天然材

料为教学教材，在讲解制作过程中，通过工艺体验课

程鼓励孩子通过制作与使用皮革的原创作品，培养孩

子珍惜“物”的心态。“学习皮革的基本知识，然后

制作自己的皮革。”在皮革车间，学习皮革的基本知

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皮革，学习如何制作一块皮

革，将增加儿童对皮革材料的兴趣。在制作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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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坊的目标是通过使用皮革材料，在没有任何粗略草

图的情况下，通过创造属于儿童自己的图像来提高儿

童的创造力。 
3.2 学校连携范例：佐治小学的“丹巴布艺”[10] 
江户时代开始，丹巴布就由佐治地区的农民织造，

该面料具有天然的色泽与蓬松的质感，富有白皙之美。

伴随着机械织机的出现，丹巴布手工织造面临困境。

平成 13 年起，佐治小学便与当地丹巴布艺博物馆展

开合作，五年级的学生种棉花，六年级的学生用棉花

纺纱、染色、织布，学生将亲身体验实践丹巴布艺的

全流程。在博物馆与学校的连携合作之下，能帮助学

生感悟佐治地区制布的地域文化，品尝工匠的艰辛与

手工艺的珍贵性，加强对地方工艺文化的传承，增强

文化认同度。此外，博物馆方面则通过“学社连携”，

充分传承人扩大筛选范围，促进工艺制作者的年轻化，

更为未来技艺更新与发展奠定了期冀。 
3.3 事业者与学校连携范例：大川内中学校的

“造纸体验”[11] 
大川内和纸自明治时代就得以闻名，大川内中学

校的“造纸体验”也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历程，该校学

生在学习当地历史后决定恢复大川内造纸传统，自平

成 2 年起，大川内中学校搭建造纸棚，作为大川内地

区的传统工艺教室，让学生体验“和纸”制造工艺，

平成 3 年学校开始提供造纸体验，作为学校的一项活

动，并使用手工制作的和纸作为毕业证书的纸张选料。

平成 15 年制作和纸的整个过程开始作为学校“综合

学习时间”的一部分。此项事业与民间教育事业者息

息相关，学校提供充分的场地，由地域指导者在学校

展开教育活动。该项地域指导者为出口义信，他曾于

昭和 34 年向昭和天皇赠送和纸，并通过简单易懂的

方式教授学生如何制作和纸，深受学生青睐。 
4 “学社连携”下手工艺文化传承经验及其启示 
4.1 拓宽连携广度，建构协同机制 
日本“学社连携”的手工艺教育从“校内课程为

本”及“以社会范围为界”两类机制出发，前者以“通

学合宿”及“综合学习时间”为主，后者以“地域学

习协作活动”为主。在两种机制的通力协同下，有力

地促进“学社连携”的全面发展。同时，在“学社连

携”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充参与人员，其中不仅包

含了教师和家长，更是容纳了地方社区成员以及各行

各业的志愿者。当前日本的连携活动表现出了全民的

参与性，大学、博物馆，文化团体、教育 NPO 等越

来越多的组织或个人均加入学社连携活动之中（如图

2 所示），不断的拓展连携的宽度与广度。我国有众

多以非遗手工艺文化为事业的个人或团体，应该不断

扩大连携对象的设置范围，除了博物馆、美术馆等社

会教育机构以外，还可以吸纳更多地方志愿者团体、

企业、文化团体、研究机关等，让更多热爱教育、热

爱手工艺、愿意带动非遗发展的人参与到学校教育建

设中来，实现中国“学社连携”下手工艺的发展。 

 
图 2  地域学校协作活动示意图[12] 

 
4.2 构建连携平台，发展地域文化 
日本为保证手工艺连携活动开展的高效性、持续

性、组织性，各个地方以政府为主导，构建连携平台，

利用“地域学校协动本部”对教育资源的高效协调，

既保证连携双方需求的满足，加强了学校与社区的教

育联系，又建立了一个促进学校教育与社会整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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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统。实际上，在日本“学社连携”的整体规划中

多次强调“爱乡意识”的培养，这种“爱乡意识”能

促进学生对地方传统手工艺文化的认可，推动手工艺

文化的普及与传播，进一步树立了地方文化自信。连

携平台的建构有利于地方的个体或组织加入到地域手

工艺文化的推广建设之中，形成对家乡手工艺文化的

热忱与尊重，逐步形成充满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地域社

会，并从点到线，由线及面向全国拓展开来，从而改

善当下全民手工艺保护意识不足等问题，真正推动国

家手工艺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4.3 发挥学社合力，促进共同研究 
手工艺教育相关的连携活动强调“学”“社”协

作的全程性、成果的共享性与互惠性，由此，“学社

连携”下的手工艺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课程

安排、场地条件、教师配置等问题就需要学校与社会

基于教学目标的实际情况展开共同研究。当前，学校

手工艺教育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单边委托制，指学校用

资金聘请社会上的手工艺专家，个人或团体来全权负

责学校的手工艺课程。这是由于多数学校没有专业的

工艺教师而采取的方式。实际上，学校教师在教育理

念、教学方式、课程研发等方面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而社会团体或个人可能仅对手工艺领域有着深刻

的研究，而教育能力方面却存在着明显不足，很容易

将内涵丰富的手工艺教育大大简化，变成单纯的“文

化讲述课”或“技艺练习课”。因此，连携活动要充

分发挥“学”“社”的合力，共同关注对手工艺课程

的开发与研究，以保证连携活动的持续性与高效性。 
4.4 强调亲身实践，着重具身体验 
日本“学社连携”下的手工艺教育在宏观上注重

地方资源与校本资源的结合，尊崇“扎根本土，推已

及人”的发展过程。而在微观课程实施中提倡“将孩

子孩子置于真实的环境下，放松地去学”，主张学生

对手工艺的亲身实践与具身体验，教学内容的设置上

恰到好处的平衡了“真实技艺要求”与“学生体验要

求”两端，让学生既能够深切体验到真实的非遗技艺，

又不会被复杂的工艺流程所劝退。因此，在手工艺教

育中教师可以采用创设真实情景、情境模拟、观察学

习的方式，尽可能使学生沉浸于手工艺非遗的生活环

境与文化氛围之中，构筑学生的真实学习体验，使学

生获得直接经验、感性体验。此外，还要注意学生不

能仅局限于浅表的感官体验，更要进行深度的文化参

与，以此实现真正的手工艺文化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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