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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王永耀的话来说，《AR glasses》是一
款“开拓未来生活方式”的便携式视听时尚产
品，用户可以解放双手进行智能观看和游戏娱
乐，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享受视听盛宴。

“作品创新性地使用了骨传导耳塞代替
传统耳机，不仅可以显著减轻对耳朵的负
荷，提高骨传导音质，真正实现开耳倾听，还
为用户提供一个舒适的穿着体验；其次作品
使用了开放的设计，允许用户使用时注意周

围的变化，从而确保AR智能眼镜可以广泛
应用于多种产品环境。”王永耀说，因为骨传
导耳塞不需要插入耳朵，还可以有效解决使
用者耳道被耳塞污染的痛点，而开放式的前
端设计，则可以让红外传感器使用柔性屏幕
技术对真实场景进行扫描并呈现给用户。

“这些设计几乎完美地弥合了虚拟和现
实之间的差距，使得产品可以为用户提供身
临其境的互动体验。”王永耀说。

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骨木镶嵌……点开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陈伟带领工作室学生团队摄制的7部非遗微纪录片，在每部
不到15分钟的时长中，就能感受到宁波大地上延绵了数千年的非遗
文化魅力。

“通过镜头记录非遗，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7月3日，陈伟接受
了记者采访。他是该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师。去年暑假开
始，陈伟着手选取宁波鄞州区的非遗项目，用镜头去记录、保护它们。

高校老师带领学生团队
摄制了7部微纪录片
只为让非遗在网络传播中焕发新生

从炎夏到寒冬，陈伟和团队
辗转鄞州多地拍摄，到最后成片
已是第二年春天。“有两名女生
全程跟着我下乡去，记录制作灰
雕的过程，非常辛苦，但拍得很
专业。”宁波灰雕传承人朱英表
示。“拍摄中，我们不少专业的学
生也参与其中，他们既体验了实
际拍摄的场景和方式，也对非遗
有了全新的了解。”陈伟介绍，微
纪录片《宁波灰雕技艺》《宁波走
书》等的摄制部分，就是数字媒
体专业学生的课程学习实践环
节。

“在参与了这些微纪录片的
拍摄和后期制作后，一方面自己
的专业技能有了提升，此外我对
一些非遗项目也产生了兴趣。”
20级数字媒体专业学生陈甜说。

不久前，这些非遗微纪录片
在B站等平台上线展播。“我最
大的愿望就是将中国舞龙的精
神发扬光大，将大岙布龙传承下

去，看到陈老师和学生拍摄的视
频，我非常高兴。”大岙布龙第五
代传承人任国夫表示，希望年轻
一代多来关注这些非遗文化，将
其传承下去。

“在与鄞州区‘校鄞赢’校地
共建中，有不少像陈伟一样的老
师，他们将课堂搬到鄞州各个角
落，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宁
波城市职院艺术学院负责人表
示。学院通过“画、摄、设、展”等
教学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和校园文化
建设，唤起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和传承。

未来，陈伟还想拍摄类似的
短视频。“面对年轻化的群体和
媒介融合的新趋势，如何让非遗
在网络传播中焕发新生，我觉得
还有值得研究探讨的地方。”陈
伟说。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潘榕 张土良 文/摄

“现在的学生喜欢用社交软
件，我想将拍摄的非遗微纪录片
放在平台上传播，引起年轻群体
对非遗的关注，连接文化艺术与
生活。”陈伟说。结合鄞州区
2022年度社科普及活动立项项
目，根据宁波非遗名录，他筛选
了具有宁波地域特征、工艺技术
高的一些非遗项目，通过与非遗
传承人的联系对接，最后选定了
7个非遗项目作为拍摄对象。

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有各自
的精彩之处，如何更好地展现它
的特色？拍摄前，陈伟组织学生
一起查阅资料、收集素材，研究

每个非遗项目的特色亮点。“比
如宁波走书是传统地方戏曲，需
要注重声音和画面的传播；金银
彩绣需要将镜头聚焦展现绣花
针上的功夫。”陈伟说。

有别于纯粹讲述传统工艺
流程的科教类纪录片，这次的纪
录片大多聚焦于人，以故事化的
叙事策略讲述匠人们的非凡技
艺与执着匠心，呈现非遗背后的
传承故事和精神密码。“因此前
期我们团队实地走访非遗馆、博
物馆，再采访陈明伟、陈盖洪、朱
英度、闻海平等非遗传承人。”陈
伟表示。

呈现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和精神密码

唤起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记 者 7 月 2 日 获 悉 ，
2023 年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评选结果日前揭晓，宁波财
经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工业设
计专业大三学生王永耀提交
的作品《AR glasses》（《AR
眼镜》）从全球 5000 余件作
品中脱颖而出，摘得红点奖
（Red Dot Award）。

红点设计大奖是当前国
际公认的全球工业设计顶级
奖项之一，一直被视为未来
设计和潮流方向的“晴雨
表”，赢得红点奖成为每位设
计师引以为豪的殊荣。

“得知获奖的那一刻，除了激动，更多的
是感谢。感谢学校和学院的悉心组织，更感
谢导师的耐心指导！”王永耀说，获得红点
奖，他最感谢的还是指导老师漆菁夫，“在细
节把控、结构原理的设计、空间布局、人机动
态推演上，漆老师不仅为我找来了大量参考
资料，还利用各种时间手把手地教我。”

王永耀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最终产品
设计图，它的成形是从最初的草图开始。“有
时候一个参数的修改就是整个结构的推倒

重来。”王永耀参与这个项目，花费半年时
间，最终斩获大奖，让他非常开心。

“红点设计大赛是一项面向全球设计师
的顶尖竞赛，参与者不乏苹果、爱立信、小米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产品设计师。我们的学
生能从此类竞赛中斩获奖项，也充分证明了
学院在专业课程改革、学业导师建设和创新
育人模式上取得了斐然成果。”宁财院艺术
设计学院院长漆小平介绍。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徐凯阳 文/摄

走进王永耀的工业设计工作室，桌角边、
书柜上，仍然还有不少堆叠的“AR眼镜”设
计稿。“为了设计出最优的方案，我画了上百
张草图，光A4纸就用了好几包！”王永耀说，
工业设计不仅仅追求造型的完美炫酷，还要
对其内部结构有通盘的考虑，“比如我们的
AR眼镜需要置入电池、蓝牙模块、控制主板
等，这些空间怎么排布？都需要反复权衡。”

而更长的时间则用在模型的搭建和渲

染上。为了让产品更加流畅美观，王永耀尝
试了多种曲率，不断模拟和重建，以获取造
型与结构均可使用的曲面模型；而为了让
AR眼镜展现出最“酷”一面，光是准备打光、
摆角度、布场景的渲染工作就花了数周时
间，“AR眼镜的材质特点、功能特征、造型美
感，都需要在渲染环节表现出来。”王永耀
说，最终报送的展示图都是他从几百张渲染
图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聚焦未来 他让虚拟现实变得更“酷”

日夜鏖战 无数次修改凝结创意结晶

导师助力 终将创意与功能完美集合

这款作品
“开拓未来生活方式”

大三学生设计的AR眼镜获“红点奖”
系国际公认的全球工业设计顶级奖项之一

宁波财经学院大三学生王永耀提交的
作品《AR glasses》（《AR眼镜》）。

非遗项目大岙布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