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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美术馆公共美术教育探索---以潍坊美术馆为例

王昆1 马红波 2

（1.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服务中心 山东潍坊 261021；2.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公共美术教育是各级美术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对校外美术教育的有益补充。各级美术馆搞好公共美术教
育工作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高人气和认可度的重要抓手。地级市美术馆作为国家公共美术事业承上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充分发挥职能，推动公共美术教育事业在美术馆落地生根。本文结合潍坊市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建设方
面的探索，为当前地级市美术馆开展公共美术教育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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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美术教育是各级美术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相关业务的
重要内容。地级市美术馆要提高它的运作水平，提高人气和知
名度就必需要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公共美术教育品牌。地市级美
术馆的公共美术教育工作面临师资力量薄弱、经费不足、组织
形式单一等诸多问题。潍坊市美术馆十分重视公共美术教育工
作，从建馆至今已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现根据潍坊市美
术馆公共美术教育工作遇到的问题和做法，对地级市美术馆如
何做好公共美术教育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一、利用平台优势积极申请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挖掘本地
相关公共美术教育资源，开展本地特色社会美育工作。 

2017 年潍坊市美术馆联合潍坊市美术馆（现两家单位合并，
都属于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服务中心）成功申报 2 并开
展了 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潍坊年画艺术创作人才
培养培训班。该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 90 余万元的资金支持，
聘请了国内一批优秀年画大家如单应桂、李洪修、赵修道、季
乃仓、于福堂等教授手绘年画和木版年画技艺。经过长达一年
的学习实践，学员们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我们在北京 81 美
术馆、北京恭王府、山东省美术馆、聊城东昌府、潍坊市美术
馆等地举办了“国家艺术基金 2017 年度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潍坊年画艺术创作人才培养年画新作展”巡展，获得了学术界
和观众的一致认可。该培训班共培训来自全国的学员 30 余人，
其中给潍坊市培养了 20 余名优秀年画艺术人才。近些年我们的
专业人才成长迅速，屡屡获奖，为传承年画技艺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们的优秀学员也全部被纳入潍坊市美术馆年画人才库，
我们会经常聘请他们参与我们的年画技艺演示、年画公益培训
等本地特色公共美育工作。这对潍坊本地年画艺术的传播和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邀请本地知名专家学者，举办公益美术培训班，打造
公共美育高端品牌。 

公益美术培训班历来是各级美术馆公共美术教育培训的主
阵地，要做成培训班很容易，但是要做成公共美育高端品牌却
很不容易。一个品牌的打造不但要有专业性，更要有持续性和
品牌影响力。“翰墨薪传”公益美术培训项目创建于 2017 年，
是潍坊市美术馆的重点公共美育品牌。该项目旨在通过邀请潍
坊籍或在潍坊工作的知名书画名家来“翰墨薪传”开坛授课，
给潍坊广大书画爱好者提供高水平公益美术培训。培训对象主
要面向潍坊市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培训内容涵盖中国画、油画、
书法、素描、色粉、水彩等课程。随着“翰墨薪传”公共美育

品牌的打造，和知名度的提高。成功吸引时振华、蒯宪、谭卫、
季乐胜、陈浩、陈华等潍坊书画名家在“翰墨薪传”开坛授课，
“翰墨薪传”系列公益美术培训班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2017 年以来，潍坊市美术馆共举办“翰墨薪传”成人书画培训
24 期，230 余课次，培训学员 4600 余人次。该品牌对传播优秀
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美术学习需求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同时我们的学员又称为了美术馆的拥趸，对美术馆
的品牌推广和受众积累具有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通过打造公
共美育高端品牌筑巢引凤，吸引本地知名专家学者举办公益美
术培训班，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成功经验。 

三、挖掘本地美术资源，制作本地公共美育节目。 
“齐鲁说画”艺术沙龙活动是潍坊市美术馆为挖掘本地美

育资源打造的一项高端公共美育节目。通过邀请潍坊籍或在潍
坊工作的著名艺术家、学者，不定期以沙龙聚会的形式开展以
艺术交流为主要形式的公共美术教育活动，活动聘请专业公司
录制，并将节目在网络平台向大众播出。“齐鲁说画”艺术沙龙
活动由潍坊学院美术学院教授齐鲁滨担任学术主持，目前已举
办了九期。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沈光伟、著名
雕塑家郭心聪、国画家时振华、书法篆刻家蒯宪、郭味渠美术
馆馆长郭远航、潍坊市美协主席王居明等专家、学者先后做客
本栏目，同时“齐鲁说画”艺术沙龙活动还举办了“潍坊年画
的传承与发展”、“潍坊金石文化研究”等多期专题研讨活动，
为潍坊的艺术研究留下了重要的影像资料，对潍坊书画艺术的
梳理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齐鲁说画”节目在网络平台播出后引起了潍坊市民尤其
是潍坊美术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播放量达 90 万次，极大增强了
潍坊人对潍坊本土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地级市美术馆虽然
没有省级美术馆的资源优势，却也具备一定的人才资源和地域
特色优势，我们要善于挖掘和利用这些优势，积极争取项目资
金，聘请专业团队精心制作具有本地特色和历史价值的公共美
育节目。这些项目花钱少，效果强，可以对本地美术事业和公
共美术教育的传承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利用地方举办高端美术展览、展会等契机，联系相关
书画大家举办高端美术讲座。 

由于资金和资源受限，地级市美术馆很难专门邀请到国内
外知名美术大家和艺术理论家做高端学术讲座，但来地级市美
术馆举办或参加展览活动的艺术家却不少。例如潍坊市借助中
国画都、金石之都的品牌优势经常会举办“中国画节”“中国（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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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文化艺术展示交易会”“陈介祺艺术节”“可见之诗中国油
画风景作品展”等高端书画盛会，期间会迎来国内外许多书画
大家来出席活动、举办展览。 

潍坊市美术馆时刻关注并加强与来潍书画大家的沟通交
流，争取邀请他们在参加展览活动期间举办一场学术讲座。刘
锡林、沈光伟、卢禹舜、张志民、徐青峰、张曙光等国内知名
美术大家和艺术理论家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潍坊市美术馆开坛
授课。事实证明，经过积极的沟通交流和合理安排，多数艺术
大家都愿意举办相关学术讲座，地级市美术馆利用展览契机举
办高端美术讲座的做法是切实可行的。 

五、精心设计配套课程与学校和美术培训机构合作打造第
二美术课堂。 

中小学校和美术培训机构的学生是公共美术教育的主要受
众，组织他们来参观学习不难，难的是设计实施相关配套课程，
让学生来了后能记得住、学得会，离开后能愿意再来。潍坊市
美术馆主要通过挑选优质展览项目开发配套公教活动来打造学
生们的第二美术课堂。如针对曾 4 次入选国家展览精品季项目
的于希宁系列作品展，我们配套设计开展了画大师（临摹大师
的画）、印大师（结合潍坊木版年画工艺印制大师作品）、塑大
师（用非遗面塑技艺塑造大师形象和画面）等丰富多彩的公共
美术教育活动。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公教活动，学生们在参观
展览和艺术实践中收获了宝贵的艺术知识和实践经验。拓展了
对美术作品内涵和外延的认知，对传承和传播于希宁先生的艺
术理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参加过我们公教活动的学
生都成为了潍坊市艺术馆的忠实拥趸，艺术之心在他们身上发
芽、成长。 

六、打破空间壁垒打造云端美育新课堂。 
2020 年以来，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美术馆现场公共美育

活动大受限制，甚至被迫停止。一时间网络平台便成为美术馆
现阶段公共美术教育活动的主要阵地。如何利用网络平台搞好
美术馆公共美育活动，在利用网络直播便利性的同时规避直播
风险却成为了各大美术馆公共美术教育直播的一个难题。这里
介绍一下潍坊市美术馆的成功经验，以供参考。 

第一，要开展内容成熟、形式多样的“云”端公共美术馆
教育。一是开展线上导览直播活动。前些年因为疫情等原因，
好多美术爱好者无法到现场观看展览。对此，我们特别聘请相
关专家和专业讲解员以网络直播的形式“带着”网友们“云游”
在相关展览陈列的艺术作品之中。专家和专业讲解员的讲解艺
术作品时首先要强调专业性，从专业角度讲解书画知识。同时
还要注意观众性，一方面向观众提出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认真
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这样的直播间就像是美术馆开放的大门，
对美术馆知名度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二是举办云端书画公益课。我们聘请本地知名书画
家开设网络直播公益课。课程采取线上报名和线上线下结合授
课的方式进行。以美术馆副研究馆员季乐胜老师的山水画研修
班公益课为例。在直播时每期邀请 2-3 名符合防疫要求的学员
现场观摩。这样可以有效的提升课堂效果，增强互动性。教师
也可以得到实时反馈，随时回答学员提问。 

第三，季乐胜老师的抖音直播课最高同时在线 1000 余人，
获得了报名学员和观众的一致好评。目前潍坊市美术馆已在抖

音、快手、钉钉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书画课直播 90 余场，观
众达 10 万余人次。 

第四，是制作本地专题美育节目在网络平台播出。如前面
提到的“齐鲁说画”艺术沙龙活动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潍坊市民
尤其是潍坊美术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播放量达 90 余万次。网络
直播是美术馆拓展公共美育形式和内容的大胆尝试和必然趋
势，也是争夺公共美育话语权的主要阵地。如今，随着网络直
播技术的成熟许多自媒体纷纷开设了书画培训课程。这些课程
可谓良莠不齐。做的好的大多数都收费且价格不菲，做的不好
的甚至起到了误人子弟的反效果。因此，各地美术馆美术工作
者应该勇敢站出来，拨乱反正，在新媒体平台上开展优质公共
美术教育活动。但是网络直播是把双刃剑，由于其具有实时性
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导致部分公共美术教育直播翻车的事也
时有发生。美术馆做为政府机构，其网络直播时要严守政治纪
律，也要保证客观公正。直播时的节目内容要做到只谈艺术本
身，不对其它艺术家及其艺术行为做主观评价，尤其是不做负
面评价。潍坊市美术馆每次公教直播活动都是经过美术馆专职
团队的精心策划和严格把控以确保直播效果的高质量和播出内
容的合法合规。同时，直播内容要有学术性和连续性，让学员
能系统性的学习相关书画知识。只有严把内容，提升质量才能
打造好云端美育新课堂，让优质公共美术教育绽放在云端。 

通过上述实践活动我们总结出：地级市美术馆要搞好公共
美术教育工作，必须摒弃办培训班的单一思路。既要向上争取
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争取举办国家级艺术基金项目等高端
人才培训。又要充分发挥自身平台和阵地优势，整合各方面的
资源，打造优质公共美术教育品牌，开展常规培训。既要保障
美术馆的阵地业务正常运转，也要与时俱进，开展云端公共美
术教育活动。只有这样地级市美术馆才能在有限的资源中盘活
公共美术教育业务，才能获得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的合力支持，
真正让广大市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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