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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地域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虹力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 571132）

摘要：海南地域文化蕴含了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海岛风情，为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更多素材，有利于提升环境艺术设计文化内涵、

推广海南地域文化，带给人们视觉和生活上的享受。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要把海南地域文化融入教学中，积极开发海南地域文化精品

课程，带领学生系统性学习海南地域文化，介绍优秀设计案例，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课堂，创办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室，

激发学生设计灵感，鼓励他们把海南地域文化元素运用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提升环境艺术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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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了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热情洋溢的海岛风情，这些地域文化元

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都有着广泛运用，可以营造清新、独特的海

洋风情，提升环境艺术设计文化价值。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

师要积极学习海南地域文化，把海南地域文化和环境艺术设计融

为一体，开发校本课程，带领学生把黎族船屋、黎族织锦和黎族

木雕等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环境艺术设计中，提升学生设计能力，

邀请黎族非遗文化传承人进课堂，更好地推广海南地域文化。

一、海南地域文化在高校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一）课程体系中缺少海南地域文化元素

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主要以设计基础知识、陈设

艺术设计知识、建筑制图与识图知识、室内装饰设计和室外环境

设计等为主，很少开设海南地域文化相关课程，少部分海南省高

校会开设海南地域文化相关课程，但是主要以选修课为主，对海

南地域文化讲解不太深入。例如高校没有组织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教师开发海南地域文化活页教材和设计案例，只是简单为学生讲

解海南特色建筑和黎族文化，却忽略了搜集具有海南地域文化特

色的环境设计案例，影响了学生对海南地域文化的认知，也影响

了专业教学质量。

（二）教师对海南地域文化讲解不太透彻

很多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对海南地域文化了解有限，

缺少这方面设计经验，只能按部就班讲解海南黎族织锦、纹饰符号、

木雕和特色建筑艺术，无法为学生深入讲解海南地域文化在环境

艺术设计中的具体运用方法。例如教师通过互联网搜集海南黎族

特色船屋、织锦和木雕等图片和视频，带领学生赏析这些海南地

域文化，没有深入讲解这些艺术元素创作过程、蕴含的美学价值，

自然无法激发学生设计灵感，导致学生无法把海南地域文化融入

环境艺术设计中。

（三）校外导师队伍配备不太完善

海南地域文化主要通过民间艺人来传承，但是部分学校环境

艺术设计专业校外导师团队主要以建筑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为主，

忽略了邀请非遗传承人。一线设计师虽然设计经验丰富，但是对

海南地域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无法为学生进行系统性讲解。非

遗传承人对海南地域文化如数家珍，不仅可以为学生讲解黎族织

锦、船屋等发展历史，还可以手把手教授学生织锦、雕刻等艺术，

邀请非遗文化传承人加入校外导师团队迫在眉睫。

（四）学生对海南地域文化了解有限

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更侧重建筑绘图、室内陈设与装

饰设计等技能学习，忽略了学习海南地域文化，很少在自己的设

计中融入海南地域文化元素，这反映出学生对海南地域文化的了

解非常有限。例如部分学生对海南地域文化的认知局限在海岛风

情上，对海南少主民族文化、非遗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了解非常少，

缺少海南地域文化环境设计经验，无法利用其开展环境艺术设计，

影响了自身设计能力的提升。

二、高校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融入海南地域文化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推动本地环境设计专业的发展

海南地域文化不仅可以丰富和拓展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

学内容，利用独特的黎族文化、建筑艺术和海岛风情对教材内容

进行补充，进一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

融合，进一步增强学生文化认同感。此外，海南地域文化还可以

激发学生创作灵感，引领学生探索神秘的黎族船屋、独树一帜的

黎族织锦和木雕，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让他们从固有的设计思维

中挣脱出来，提升学生自主设计能力，从而培养出更多热爱民族

文化、具备工匠精神的优秀环境艺术人才，促进高校环境艺术设

计专业高质量发展。

（二）有利于增强观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海南地域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

气息，不仅能够激发海南人情感共鸣，增强其认同感和归属感，

还可以加深外地游客对海南文化的理解，促进海南地域文化传播。

例如我们可以把海南地域文化运用在其他省份海洋风酒店设计中，

让身在异乡的海南游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帮

助酒店提升品牌影响力。此外，我们还可以把海南地域文化运用

在海南当地旅游景点设计中，例如把黎族船屋设置在环境设计中，

让外地游客了解黎族文化，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进一步

推广汉南地域文化。

（三）有利于丰富环境设计的内涵

高校环境艺术设计学生缺乏设计经验，作品缺少灵性和内涵，

迫切想要摆脱这一设计瓶颈。教师可以把海南地域文化融入教学

中，带领学生探究黎族船屋、织锦、图腾、纹饰符号和木雕等艺

术，引导学生把黎族船屋造型、黎锦符号等融入环境艺术设计中，

让学生设计作品更有内涵。教师还可以搜集海南地域文化优秀设

计案例，带领学生鉴赏这些优秀作品，带领他们从结构、色彩、

装饰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升学生人文素养，让他们把海南地域文

化运用在设计中，提升学生作品文化价值。

（四）有利于推广海南地域文化

高校环境艺术设计教师要积极肩负弘扬和传承海南地域文化

的重担，带领学生设计具有海南地域文化特色优秀作品，进一步

推广海南黎族船屋、织锦、纹饰符号和木雕艺术等，让更多人认

识并喜欢上海南文化，让优秀海南地域文化代代相传。此外，教

师还要组织海南地域文化主题设计大赛，鼓励学生自主设计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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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化特色作品，凸显海岛风格和少数民族特色，让学生肩负

起保护和传承海南地域文化的责任。

三、海南地域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挖掘黎族船型屋案例，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教师要积极搜集海南地域文化环境艺术设计案例，让学生了

解海南地域文化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广泛运用，从而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进一步丰富专业课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可以搜集

海南当地最具特色的设计案例，利用视频和图片进行展示，带领

学生分析案例中运用了哪些海南地域文化元素，加深他们对海南

文化的了解。例如三亚亚龙湾的 A 酒店，该酒店利用黎族船屋进

行设计，酒店建筑外形呈倒扣的船，房顶两侧布置了下垂的海草，

外墙面上涂抹了加入树枝的黄泥，让墙壁呈现出自然的纹理，整

体设计颇具海南地域文化特色，让宾客记忆犹新。其次，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利用黎族船屋元素进行设计，激发他们的设计灵感。

有的学生设计了海南黎族特色餐厅，主建筑依然沿用倒扣船造型，

房顶铺设海草，外墙壁利用黎锦纹饰进行装饰，餐厅墙壁上悬挂

黎族织锦作品，摆放黎族木雕，还会邀请黎族艺人进行歌舞表演。

（二）搜集黎锦纹饰符号案例，激发学生设计灵感

黎锦是海南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形纹样、动物纹

样和植物纹样为主，色彩对比和谐明快，可以运用在墙面装饰以

及栏杆、房梁上的雕刻装饰之中。教师可以搜集黎锦环境设计案例，

播放相关建筑物视频，让学生感受黎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作用，

激发他们学习黎锦艺术的兴趣。第一，教师可以播放黎族妇女织

锦视频，让学生了解她们精湛的手工艺术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

让学生了解黎锦基本的纹样，以及纹样背后蕴含的美好寓意，进

一步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学生可以根据视频绘制一些

黎锦纹样，例如人形纹样、动物纹样和植物纹样，可以利用这些

纹样设计地毯、墙上挂件和桌布等作品，掌握黎锦设计和运用技巧，

进一步提升个人设计能力。第二，教师可以展示海南地区黎族旅

游景点酒店内景，让学生了解黎锦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例如房间内墙壁上悬挂的黎锦挂件，房间阳台栏杆上雕刻的黎锦

纹样，让学生了解黎锦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从而激发他们

学习海南地域文化、学习织锦艺术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学生独

立设计能力，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三）开发海南地域文化课程，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高校要重视海南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组织环境艺术专业骨

干教师，邀请行业专家参与校本课程开发，一方面要积极编写海

南地域文化活页教材，开设黎族船屋、黎族织锦、木雕和乐器等

课程，根据学生对海南地域文化掌握程度来灵活增减教学内容。

另一方面要搜集海南地域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案例，拍

摄教学视频，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方便全校师生学习海南地

域文化。首先，环境艺术设计教师可以搜集互联网优质素材，例

如观看 MOOC 平台其他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海南地域文化

讲座，提取可以借鉴的教学经验，搜集活页教材编写素材，进一

步丰富教材内容，促进海南地域文化和环境艺术专业教学的融合。

其次，教师还要积极拜访海南文化领域专家，向他们咨询海南地

域文化特色、黎族文化发展等知识，听取专家意见，准确把握海

南地域文化内涵与特色，提升活页教材编写质量，为下一步拍摄

教学视频奠定良好基础。其次，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远程采访海

南离子非遗文化传承人，拍摄他们创作视频，并把视频作为教学

案例，积极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

（四）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课堂，提升学生运用能力

高校要积极邀请海南非遗文化传承人进课堂，例如黎族船屋、

黎锦、黎族木雕等传承人，定期开设海南地域文化实训课，让非

遗传承人担任教师，给学生创造近距离学习海南地域文化的机会，

激发学生对海南地域文化的喜爱，激励他们把这一民族文化运用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第一，学校要积极建立海南地域文化体验基

地，准备好海草、木材和织布机等设备，为黎族船屋、黎锦和木

雕教学做好准备，为非遗传承人开展教学提供便利。例如学生可

以跟随非遗传承人建造黎族船屋小模型，掌握船型屋顶施工流程、

海草铺设方法以及墙壁泥料配比等，掌握黎族船屋设计要点，尝

试把船屋运用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第二，教师可以配合非遗传承

人开展教学，和学生以跟随非遗传承人一起学习黎锦、木雕等艺

术，激励学生学习非遗传承人精益求精、不求名利的工匠精神，

鼓励学生自主创作黎族风格装饰品，为后续室内装饰设计提供素

材。例如学生可以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织锦织法，学习传统织布

机操作技巧，学习丝线配色技巧，并通过特殊的织法和颜色搭配，

织出独特的黎锦纹样，并尝试制作黎锦地毯、桌布等艺术品，进

一步提升自身海南地域文化运用能力，创作出更有创意的室内设

计作品。

（五）创办设计工作室，提升学生环境艺术设计能力

高校可以联合环境艺术设计企业、非遗传承人创办工作室，

选拔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优秀教师和学生加入工作室，让学生提前

接触环境艺术设计岗位，帮助他们了解海南地域文化，进一步提

升他们的设计能力。工作室可以参与企业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组

织师生跟随企业设计师拜访客户，勘测施工现场，再进行室外、

室内环境艺术设计，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工作室社会知名度。环

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可以跟随设计师走访客户、实地测量项目现

场，进一步了解客户会海南地域文化的接受度，以及海南地域文

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例如海南地域文化在设计中的运用，

设计师可以把黎族船屋运用在酒店私人沙滩室外环境设计中，在

沙滩边设计黎族船屋，既可以凸显海岛特色，又可以给入住宾客

留下深刻影响，还可以把黎锦纹样运用在室内墙壁设计中。

四、结语

总之，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要积极渗透海南地域文化，

开发海南地域文化素材，编写海南地域文化活页教材，带领学生

系统性学习海南地域文化，邀请非遗传承人参与教学，带领学生

学习黎族船屋、黎锦、木雕等海南地域文化，加深学生对海南地

域文化的理解，引导他们把这些元素运用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成

立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室，带领学生参与环境艺术设计项目，进一

步提升学生设计能力，实现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与学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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