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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艺术课程实践与乡村墙面改造相融合的调研
——以民族美术专业为例

关雪敏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结合新农村的发展要求，乡村面貌也需要适应新时代农村建设发展要求。并且目前全国仍有千万

条乡村面貌需要改善，因此，广东省提出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结合省委提出的项目要求与专业能力，民族美术专业组

建学生团队在广东省多地开展乡村墙面美化服务，将专业所学的岭南艺术绘画技巧在乡村墙面上展现出来。通过这种绘画内容，既能发

挥岭南艺术的特点，也能打破传统墙绘的审美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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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美化既要“塑形”也要“塑魂”，为了解决当下墙绘“千

村一面”“单一配色”“质量低下”三大痛点，由“三师融合”

为主体组建了稳定的“雄鹰展翅”墙绘工作坊，在广东省内 7 个

村落开展墙绘实践。自 2022 年至 2024 年初期间，坚持探索“感

知乡村内在之美”的美育建设思路，围绕劳动教育课和墙绘创作

课课程中构建户外课堂，创建新时代数智化墙绘创作教学内容。

团队共绘制 2300 多平方米墙面，研发并设计了 600 余张内容各异

的画面。墙绘的建设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岭南绘画，还融入了乡

村的历史、民俗、风光等元素；并引入现代的互动技术，如投影、

AR 等数智化技术辅助研发。智化技术呈现出新的艺术效果，获得

新的美感体验。同时，工作坊传授学生传统墙绘工艺，引导学生

读懂岭南村落发展历程和历史价值，感知乡村内在的和谐、内在

的美。墙绘团队被广州及地方媒体报道 13 次，获省级奖项 2 次，

创建了 3 个“美育实践基地”，累计墙绘的阅览量达 5 万人以上，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

一、背景调研

纵观目前墙绘行业的发展，暂时没有形成一个主流职业，基

本上都是以个人承接业务为主，并且对于墙绘的要求、内容、定

价等方面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为了更好贴合乡村振兴发展，

项目团队通过问卷调查调研关于岭南绘画和墙绘对乡村振兴发展

的助力作用，问卷报告数据如下：

（一）关于乡村墙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按问题突出程度排列

如下：

1. 墙面内容比较单调、无新意；

2. 墙面老旧、发黑；

3. 墙皮脱落，不美观；

4. 墙面破败。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我们了解到乡村墙面改善问题比较突出，

部分墙面即使曾经有绘画内容，但也存在绘画内容单调、无新意

等问题。因此，墙绘风格跟岭南文化成为岭南地区墙绘的主要亮点，

并且目前没有专业学习岭南艺术的团队开展墙绘工作。同时，现

在岭南地区的村庄也需要突显他们的文化特色，打造“一村一品”

乡村新 IP。

（二）在墙面美化方式这一问题调研中，群众对于乡村墙面

改善方式普遍认为在墙面上绘画更高效。

（三）根据“墙面美化带来的好处”这一问题调研中可以了

解到大众认为墙绘可以提升当地文化宣传度，并且改善乡村面貌

以及墙绘内容也能提升当地人文素质，并且能利用墙绘的方式，

在乡村里创造新的文化潮流“打卡”点。

（四）根据墙绘风格调研中，对于希望展现的墙绘调研这一

结果可以看出，受访者更加支持绘制中国风的墙绘风格，将中国

画的传统之美展现给大家。

（五）根据“希望在墙面上推广家乡文化、特产”这一问题

的调研结果，可以了解到广东省各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并且

都深受大众的喜爱，不论是在美食方面、历史建筑方面、民俗文

化方面等都有非常多的内容值得向社会大众进行宣传。

二、专业设置特点

关山月中国画学院是 2018 年由关山月大师亲属授权以关山月

冠名的中国画学院正式成立，这是全国唯一一所开办中国画专业

的高职院校，因此，开设民族美术专业作为办学专业。专业课程

涵盖中国画、书法、篆刻、中西方艺术理论等课程。深入钻研中

国画当中的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同时结合岭南地区大师的

作品，深刻领会岭南艺术的文化精粹。

在三年的课程设计方面，以“打牢基础”-“深入专研”-“艺

术创新”这三大主线，开设各种类型的专业实践课程。大一的课

程主要是让学生学习了解各朝代的山水、花鸟、人物画的绘画特点，

在大一第二学期，实施小班教学，针对性让学生结合个人兴趣深

入专研。大二期间则是在具体的学习方向上，通过临摹大师作品

以及完成创作实践的方式，读懂弄通中国画与岭南工匠的绘画精

髓。大三则是更多要求学生要发挥个人学习理解，结合当代艺术

要求，完成个人艺术创作，检验学习成果。

在整个教学过程，专任老师将课堂教学和课堂实践的教学比

例设置为 1：1，确保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将所学知识在实践作业中

体现出来。而课堂实践的展现方式不仅仅是让学生单一地在纸面

上展示，更是让学生在扇面、墙面、瓷面上尝试绘画作品，体验

不同绘画载体带来的艺术效果，促使学生不断改善绘画技巧，提

升创作能力。

而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对于岭南艺术的总结，

并且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岭南地区的特色文化。民族美术专业学生

的毕业作品更是将本土文化与现代审美意趣相融合，通过精心构

图，创作一幅幅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展现现代审美追求且构图

精美的作品，生动体现了关山月先生“笔墨当随时代”与“艺术

来源于生活”的美育理念。比如 2021 届毕业生林同学创作的《绿

水青山古镇情》以及谢同学创作的《春色满园庆党史》，都是根

据当时的时代背景，用笔墨展现当下时代的美好风景，展现如今

安逸、美好的社会氛围，同时绘画青山绿水，也正是反映出我国

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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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体现出民族美术专业学习与其他中国画专业学习的区

别，民族美术专业教学更加强调要在绘画中展现时代特点，通过

时代元素，赋予作品时代特征，这也正是关山月先生的绘画精神。

三、具体做法

针对市场调研结果，以及乡村改造的需求，结合关山月中国

画学院的学生的专业特点，我们提出了以下解决思路及举措。

（一）深入调查，建立品牌

学院墙绘团队通过前期的实地调研，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特

色、风景等手绘外墙，营造当地的网红打卡点。逐步塑造“一村一景，

一品一游”，为乡村振兴进行宣传与推广；促进中国画创新成果

转化运用，做到政府满意、学校满意、村民满意、学生满意等全

员获益的成果，打造好团队口碑，让需求方能充分相信团队的实力。

（二）专业优势，整合资源

在确定墙绘的内容后，结合关山月中国画学院学生学习关山

月先生等岭南艺术代表人物的技巧后，在墙面上画出具有岭南风

格的图案，同时邀请关山月中国画学院的教育资源，邀请深圳关

山月美术馆、广州艺博院、广州美术家协会、关山月艺术基金会、

广州市崇正拍卖有限公司等艺术文化机构，共同指导墙绘设计内

容，深度融合乡村发展与商业经济，将当地特色文化利用墙绘方

式重新推向市场。

（三）课程教学，项目检验

目前，国家在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关山月中国画学院的

教学方向跟乡村振兴发展是相契合的。学院的教学需要让学生就

地实践，刚好乡村发展也需要改善村容村貌，因此，通过课程推

动的方式，促使学生能够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中来，发挥青年学子

的力量。在活动实施过程中，我总结出以下的经验启示：

1. 将课程实践与项目实践相结合，通过项目实践检验学生的

学习成果，同时，能让学生将纸上的技能转变成社会需要的技能。

在墙绘过程中，团队发现文字在墙绘内容设计中占比比较重，并

且需要学生掌握不同字体的书法，才能满足需求方的要求。并且

在学校里学习使用的工具与墙绘时使用的工具完全不一样，这就

需要学生掌握不同性质的工具的使用方法，发挥每种工具的优点。

2. 坚持自我提升，不断加强学习。在带领学生开展墙绘活动

过程中，指导老师和学生都要不断提升技能，不断探索岭南文化

的魅力，挖掘岭南地区的历史，结合目前的市场需求，推陈出新，

用多种表现手法将墙绘与岭南文化相融合，这样才能增强社会对

于岭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3. 科技助力，增强效果

除了使用传统的绘画工具外，墙绘团队一直在探索科技与墙

绘相结合，改善墙绘的人工成本。在墙绘过程中，团队成员利用

投影技术绘制草稿，确保最精准的墙绘效果。并且，在设计草稿时，

使用多媒体软件绘制效果图，提升设计效率。而在颜料使用的过

程中，墙绘团队也在探索发光颜料特性，尝试丰富墙面内容的观

赏性，使得墙面在黑夜也能被大众所观赏。

四、结合乡村建设发展，多方面展示教学成效

（一）助推乡村面貌转型升级

经过墙绘团队绘制，原本毫不起眼的墙面展现出丰富的文化

内涵，成为乡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墙面上展示的内容

大多数与当地文化相关，既能起到宣传当地文化特点作用，为当

地特色产业增加新的宣传窗口；也能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

自己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中去。以云浮市河头镇为例，结合当地特

色产业是青梅和蜂蜜，墙绘团队在墙面上绘制青梅树以及蜂蜜，

当地开展旅游文化节时，游客即可快速了解到当地的特色产业。

（二）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学生开展创业技能

虽然目前学院的墙绘团队是大多数都是开展公益服务，但是

学生在墙绘过程中，可以根据个人的技能，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源，

开展个人的创业计划。学生不仅掌握绘画技能，也能学习到企业

营销、活动策划等多项创业技能，拓宽学生的就业思路。目前项

目团队参加校内多项创业竞赛，获得多项荣誉

（三）社会服务，打造口碑

墙绘实践任务分别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直接资助、公益创投

等方式，同时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

益事业，增加民族专业的曝光度与社会认可度。为学院招生以及

就业带来了社会口碑，增加专业的信心。同时，多次的外出实践，

也能使民族美术专业的学生深入社会开展宣传活动。在每次的墙

绘活动过程中，都有许多当地居民询问服务团队是来自哪个学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宣传机会，以实际技能的展现打造学院口

碑。而学生在居民的夸赞或建议过程中也能了解自己对于某一知

识点的理解程度。让学生的绘画技术成为学院专业的宣传名牌。

五、以乡村振兴为目标，坚持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民族美术的教学的美育理念

在服务乡村振兴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

难得机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农村聚集，“新基建”改善农村信息网络等基

础设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加快，乡村产业发展环境优化。传统

村落之美急需推出市场，加上市场驱动力增强、消费结构升级加快、

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化特点，休闲

观光、健康养生消费渐成趋势，乡村环境从原来的灰败不堪到如

今展现岭南特色，乡村文化特色绘制的市场空间巨大。 只要一个

村庄有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就可以发挥辐射作用，将本地的

农产品资源汇聚在旅游消费的场景中来，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节

点。一方面，项目成员在设计制作出一些系列产品包含当地风土

人情特色的文创产品过程中，能将当地古村落的历史整合起来，

学习当中历史带来的韵味，并通过画笔展现古村落独特文化之美；

另一方面，当地居民在观看项目成员墙绘过程，也能学习中国画

的传统艺术之美。两者相结合，既能锻炼学生的对于古村落之美

的凝练能力，也提升了当地居民以及游客对古村落的审美能力。

六、结语

民族美术专业在将岭南绘画实践应用于乡村振兴建设发展过

程中是一次非常新的挑战，学院发展时间不长，目前正在摸索更

多新的办学思路，但是不管如何摸索，始终离不开高职院校育人

的办学目的－－让学生在校学习技能，毕业后服务社会。而中国

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岭南地区更是涌现出一批批学习岭南特

色绘画的大师，但目前能将岭南艺术精神传承下去的人确越来越

少，将岭南艺术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人更少。而如今，

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条乡村需要升级改造，但是目前许多做乡村

墙面改造的人员都因为时间、金钱 因素，在墙面上绘画简单、无

特色的绘画内容，无法真正展现当地特色和时代特点。因此，在

国家大力号召广大青年投入家乡建设过程中，民族美术专业学子

更加能发挥以关山月先生为代表的岭南绘画的精神，借助墙绘这

一载体，在乡村中创作具有时代特点的绘画，描绘当代生活的美好，

潜移默化地吸引更多青年投入乡村建设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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