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9-2

2023 年省高职教育

技能大师工作室

认定报告

工作室名称： 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

工作室负责人
1
：

依托专业：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建筑设计专业

推荐学校：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制

1 工作室负责人指的是技能大师。



1.工作室简介

一、工作室成立背景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是广东省唯一一所公办建筑类高职学院，目前开设 34 个专业，

其中 25 个专业为建筑类专业，开设的建筑类专业有建筑设计、古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室

内设计及园林工程技术专业等。

2016 年 11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许瑞生到我院调研，并在我院为 9位首届广东省

传统建筑名匠授牌，许瑞生副省长在调研时指出“弘扬工匠精神，打造现代鲁班摇篮，培

养岭南传统建筑技艺人才”。2017 年申报开设“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2018 年 9 月开

始招生。学院聘请 9位首届广东省传统建筑名匠为客座教授（图 1），结合学院古建筑工

程技术等建筑类专业，学院成立了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研究中心和岭南传统建筑文化研究中

心，下设 9间广东省传统建筑名匠技能大师工作室。

图 1-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为 9位岭南传统建筑名匠颁奖

二、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

砖雕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砖雕是岭南古村落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雕刻艺

术形式，工匠采用雕刻的手法，在青砖上塑造出高山流水、花鸟树木、生活场景等图案。

岭南地区砖雕又叫“挂线砖雕”，比北方和江南地区的砖雕更加精致细腻，有些部位细如

丝线。在用料方面，岭南地区砖雕材料使用与建筑墙面同样大小的小青砖拼接组合，难度



比专门定制大砖雕刻更大，是颇具岭南风情的建筑装饰。

何世良，1970 年 2 月生，中学学历，省级非物遗项目砖雕传承人（图 2、3），入选

广东首届传统建筑名匠。何世良自小深受沙湾古建筑艺术熏陶，1986 年初中毕业后进入木

雕厂当学徒，师从木雕大师胡枝，学习广式家具雕刻和设计，掌握了传统雕刻的基本技术。

后广泛考察和搜集珠三角、江南、北方等地的砖雕作品，进行临摹和研究，融各家之长，

以宝墨园镇园之宝巨型砖雕彩壁《吐艳和鸣壁》成名，东莞粤晖园砖雕《百蝠晖春》是其

技法成熟之作，后者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中国最大砖雕。

图 2、3-何世良与其工作作品

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由全国“砖雕大国工匠”何世良大师负责

并主持，主要对接我院古建工程技术、建筑设计、园林设计专业的优秀学生。工作室依据

“能力核心、系统培养”的指导思想，按照国家级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的要求，

制定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通过工作室让学生学习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砖雕”，践行

工匠精神，感受深厚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底蕴，发挥校园文化的美育作用；同时向师生展

示砖雕的精湛技艺和岭南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弘扬和传播工匠精神，倡导师生在学习和

工作中向何世良老师学习，做到坚毅专注、精益求精。

三、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任务和目标

（1）传授岭南传统建筑砖雕技艺

砖雕是岭南传统建筑营造中集功能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制作技艺，在民国前的岭南建

筑上普遍地用，是岭南传统建筑的特色之一。由于民国后期的政治原因和现代建筑的兴起，

使得砖雕在建筑中的应用越来越少，迫使匠人改行谋生，直到解放后开始对传统建筑进行

修缮，近年来越发被重视，但懂行的传统手工艺人多数已故，技艺的传承面临严峻的形势。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何世良使砖雕技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在 2016 年的时候何世良获得

全国“砖雕大国工匠”的荣誉称号。作为我院的客座教授，何世良将育人与传承技艺作为



重要责任和使命，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文化知识的新一代砖雕工匠，让砖雕在校园中得到

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青年学生学习传统建筑技艺的热情。

（2）弘扬岭南传统建筑文化

岭南传统建筑文化是岭南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体现了岭南人们的智慧、勤劳和

善于改变环境的能力，是将技术、艺术与民俗紧密联系的文化载体。何世良砖雕大师技能

工作室不仅为学生传授砖雕技艺的内容，同时还对岭南建筑的历史、构造原理等进行讲解，

让学生通过对传统建筑的整体构造认知，了解传统建筑设计的科学性，探索传统建筑的营

造奥秘，弘扬岭南传统建筑文化的内涵。

（3）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何世良砖雕大师技能工作室已经成为学校践行工匠精神的示范点，学生通过砖雕技艺

的学习与制作训练，结合工地实际情况，参与项目，在制作过程中熟能生巧，与工地的匠

人们共同完成项目，体验工作中的辛苦与喜悦，真正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学习工匠精益

求精、坚持不懈、不畏劳苦的精神，让学生更加踏实勤奋。

（4）培养师生创新创业精神

何世良砖雕大师技能工作室是师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的平台。工作室的师生目前通过

参与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设计项目，锻炼创新创业的能力，学生团队已经具备砖雕制作、

古建筑测绘、抄图和修缮勘察的能力，并且目前正在参与阳江学宫项目的修缮。工作室还

开发了具有岭南吉祥特色的砖雕礼品，作为工艺品、纪念品，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

将高高在上的砖雕，开发成轻便小巧且具有岭南特色的商品。

（5）增强师生文化自信

学生通过大师技能工作室，与何世良及团队的其他匠人联系紧密，通过对岭南传统建

筑构造和砖雕的深入制作与研究，学生对传统建筑中所蕴含的智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

工作室进行了关于雕砖用的砖材选取的实验，通过实验得出砖雕的选材的砖需要采用质地

细密含沙量少的砖材。这种砖材质细致、硬度高、色泽一致、砂眼少，敲击时没有劈裂声，

软硬适度，适合刀刻。这些实验验证了传统建筑的科学性，通过大师的言传身教和学生自

身的科学探索，师生对岭南传统建筑学习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树立起了师生的文化自信观

念。



四、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课程内容

课程板

块

学习内容 授课目标

1
砖 雕 基

础知识

学习砖雕的历史、文化；了解岭南传统建

筑营造技艺

了解岭南传统建筑技艺

——砖雕的理论

2

砖 雕 材

料 制 作

与 工 艺

流程

学习砖雕的材料制作工艺，学习制作砖雕

的整个流程

掌握岭南传统建筑技艺

砖雕的制作方法

1－构思设计 2-修砖 3－上样

4－凿线刻样 5－开坯 7-打坯

8－出细 9－修补 10－拼接安装

3
砖 雕 修

缮方法

砖雕的修缮要点与修缮过程 旧砖雕的处理与修缮

4
古 建 筑

构造

何世良老师和团队讲解岭南传统建筑的构

造，包括大木作、砖瓦作、泥作等

了解传统建筑的科学

性与奥秘

5
砖 雕 工

艺 品 制

作

教师生砖雕工艺品的设计与制作 完成砖雕工艺品的制

作

表 1－工作室授课内容

五、工作室创新创业情况

学生通过参与何世良技能大师工作室，不仅掌握了砖雕的制作技艺，还融入何世良老

师的古建团队，参与了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设计项目，锻炼创新创业的能力，以实际项

目校企联动，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2.技能大师个人信息

姓名 何世良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02 政治面貌 群众

专业技术资格名称（等级） 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东省传统建筑名匠、砖雕大国工匠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等级）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艺品雕刻工/高级

最高学历 初中 最高学位 初中
毕业院

校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象贤

中学

所在单位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世良工艺

美术工作室
职务 负责人兼美术总监

个人教育与

工作简历

(从初中后

填起)

1983 年 9 月－1986 年 7 月，毕业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象贤中学。

1986 年 9 月－1987 年 11 月，在沙湾木雕厂学习雕刻技艺。

1987 年 12 月－1993 年 5 月，在胡枝大师门下学习木雕技艺。

1993 年 10 月－1995 年 8 月，在岭南木雕厂担任设计及雕刻技术指导。

1995 年 10 月－2001 年 2 月，创立雕刻工作坊潜心研究砖雕、木雕技艺。

2001 年 2 月－至今，成立沙湾世良工艺美术工作室，担任负责人兼艺术总监，

传艺授徒。

主要学术

及社会兼职

(限 5项)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广东省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委员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世良工艺美术工作室负责人兼艺术总监



个人业绩

一、作品项目：

1、《福字》砖雕挂壁被广东省档案馆作为珍贵档案资料署名收藏。

2、木雕手稿设计图《双凤朝阳》被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作为珍贵档案资料署名收

藏。

3、柚木座屏式《禺山飘香》砖雕影壁被广州驻京办（广州大厦）作为珍贵砖雕

精品署名收藏。

4、大型柚木雕屏风《今古羊城颂》，并被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作为珍贵档案资料

署名收藏。

5、大型砖雕作品《六国大封相》荣获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6、砖雕作品《荷塘逸趣》在 2014 中国（广州）民间工艺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7、大型柚木雕花板作品《荷塘逸趣》在 2014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上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

8、（山墙式）大型戏曲人物砖雕作品《瓦岗寨》荣获（琶州）2013 年度第二

届广东省工艺博览会金奖。

9、砖雕作品《玉堂富贵》在第三届广佛肇三地同城工艺美术邀请展上，获得广

佛肇工艺美术精品评比金奖。

10、2012 年，砖雕作品《岭南佳果》荣获（琶州）2012 年度首届广东省工艺博

览会金奖。

11、2013 年，（圆形座屏式）砖雕作品《岭南佳果系列之一》在 2013 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

12、砖雕作品《禺山飘香》在 2017 中国（广州）民间工艺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13、2020 年 4 月竣工佛山顺德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设计创作的大型砖雕作品

《凤城大观》。

14、与沙湾古镇文旅结合，为古镇西广场创作制作大型影壁砖雕作品《古韵薪

火盛世腾芳》壁于 2021 年 1 月竣工。



3.认定条件符合情况（应按照 2023年省高职教育技能大师工作室审核要点

进行逐一说明，并提供相对应的必要佐证材料）

一、学校组织认定情况

1.1 申报评审

1.1.1 学校组织申报评审文件（学校红头文件扫描件）

1.1.2 评审工作方案

1.2 专家情况

1.2.1 评审工作报告

1.2.2 专家组名单

1.3 公示情况

二、工作室认定条件

2.1 学校支持与保障。

自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以来，学校也高度重视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设，

出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管理办法和支持政策，设立专项经费，为技能大师工作室提供稳定

的资金支持以，配置工作室空间、设备在内的必要工作条件，从组织、条件、师资和专

业保障 4个方面进行对项目的支持。具体详细方案见（4.学校支持与保障）。

2.2 技能大师个人情况

2.2.1 技能大师情况

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是广东省古建筑砖雕技能拔尖人才、技艺精湛、贡献突出、综

合素质高、业内公认且在砖雕制作与传统建筑修缮中起带头作用、具有创新能力和社会

影响力的高技能人才。何世良大师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在带徒

传技方面经验丰富，从业 32 年以来，带出徒弟上千人，能够承担技能大师工作室日常工

作，具体信息见下表 2。

资料类别 项目 单位 时间 对应佐

证

1 何世良——

身份证个人信息

身份证 广州世良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1970年2

月

佐证

2.2.1-1

2 专业技术资格信

息

民间建筑正高级

工程师

广州市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厅

2022年2

月

佐证

2.2.1-2



3 企业信息 广州世良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佐证

2.2.1-3

4 社会荣誉与

认定

1

广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砖雕）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广东省文化厅
2008年3

月

佐证

2.2.1-4.

1

2
广东省工艺美术

大师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6年6

月

佐证

2.2.1-4.

2

3
广东省传统建筑

名匠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2016年9

月

佐证

2.2.1-4.

3

4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功

勋工匠”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

协会

2019 年

10 月

佐证

2.2.1-4.

4

5 砖雕大国工匠

全国砖雕艺术创作

与设计大赛组委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

规划研究院

2016 年

11 月

佐证

2.2.1-4.

5

6
广东省五一劳动

奖章
广东省总工会

2010年4

月

佐证

2.2.1-4.

6

7
全国农村优秀人

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组织部/宣传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

2008 年

11 月

佐证

2.2.1-4.

7

8
广东省新世纪之

星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

部、广东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

2006年9

月

佐证

2.2.1-4.

8

9
广东省民间文艺

文化杰出传承人

广东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广东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

2009年1

月

佐证

2.2.1-4.

9

10 广东省劳动模范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

省人民政府

2012年5

月

佐证

2.2.1-4.

10

11
传承广州文化的

100 双巧手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2010 年

11 月

佐证

2.2.1-4.

11

12
广东省基层宣传

文化能人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

部

2017年7

月

佐证

2.2.1-4.

12

13 南粤工匠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

部

2017 年

12 月 28

佐证

2.2.1-4.



日 13

5

作品获奖

1
大型砖雕作品《六

国大封相》

荣获第十二届“中国

民间文艺山花奖”

佐证

2.2.1-5.

1

2
砖雕作品《荷塘逸

趣》

中国（广州）民间工

艺博览会上获得金

奖

2014年6

月

佐证

2.2.1-5.

2

3
大型柚木雕花板

作品《荷塘逸趣》

中国（深圳）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上获得“中国工艺美

术文化创意奖”金

奖。

2014年8

月

佐证

2.2.1-5.

3

4

（山墙式）大型戏

曲人物砖雕作品

《瓦岗寨》

荣获（琶州）第二届

广东省工艺博览会

金奖。

2013年6

月

佐证

2.2.1-5.

4

5

砖雕作品《玉堂富

贵》

第三届广佛肇三地

同城工艺美术邀请

展上获得广佛肇工

艺美术精品评比金

奖。

佐证

2.2.1-5.

5

6

（圆形座屏式）砖

雕作品《岭南佳果

系列之一》

中国（深圳）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上获得“中国工艺美

术文化创意奖”金奖

2013 年

10 月

佐证

2.2.1-5.

6

7
砖雕作品《禺山飘

香》

中国（广州）民间工

艺博览会上获得金

奖

2017 年

10 月

佐证

2.2.1-5.

7

表 2-技能大师个人资料

2.2.2 无

2.3 工作室业绩。

2.3.1 技能大师工作室业绩报告

1.技术攻关。

何世良技能大师工作室主要的技术攻关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

挑战了大型的照壁砖雕。传统的砖雕在建筑中只用到了局部装饰，面积不大，但是

大型照壁砖雕不仅面积大、构图、设计、雕刻难，而且要用的青砖数量上万，组合安装



同样是很大的难题。所以，工作室对大型照壁砖雕制作研究了一套设计制作方案，提高

大型照壁砖雕制作效率。在照壁整个图案确定后，根据照壁大小进行精准的大小相同的

面积分割，以分割后的小面积砖雕作为基本单元，进行雕刻与局部组装，再进行现场的

总体组装。例如大型砖雕艺术影壁《古韵薪火·盛世腾芳》历时三年创作完成作品长 27.44

米、高 7.30 米、厚 0.9 米（图 4、5），前后两面的文化承载和砖雕艺术创意，是以沙

湾“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明示范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历年所获的

国家荣誉为主题中心，围绕新时代大力发展与弘扬的各项文化品牌而展开创作的。

图 4-砖雕艺术影壁《古韵薪火·盛世腾芳》



图 5-砖雕艺术影壁《古韵薪火·盛世腾芳》局部人物塑造

小型工艺品摆件开发。砖雕是传统建筑上的装饰技艺，但是随着近年来大家对砖雕

非遗的喜爱，工作室也尝试将人们喜爱的一些元素，做成单独的小工艺品，配合一些木

支架或者背景板，成为了现代空间中增加特色的装饰品（图 6、7）。

图 6、7-砖雕工艺品

结合现代混凝土技术进行批量生产的探索。由于传统砖雕靠手工雕刻，比较耗时间，

而且青砖烧制本身对环境污染也比较大，所以工作室对新材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例如混凝土翻模等（图 8、9），可以提高制作效率、减少成本，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需

要大批量而较便宜的砖雕装饰效果，就可以运用这样的方式。



图 8、9-混凝土新技术砖雕效果

2.技艺传承。

（1）培养学生情况

1）大师技能工作在学校开展情况

大师工作室在学校主要以课程、讲座、体验和研究与实践集中形式开展，针对专业

教育与科普，采用不同形式教学，具体内容见下表 3。

项目 时间 内容 学生专业

1 课程 32 课时
砖雕的历史发展、制作工艺、材料配

比等

古建筑工程

技术、建筑设

计

2 专题讲座 2 课时

注重砖雕和传统建筑营造知识的讲

解；以生动的演示和大量的图片、视

频为主

全校各专业

3
砖雕制作

体验
10 课时

实际动手操作砖雕，理解砖雕制作的

原料和工艺制作流程
全校各专业



4
探索研究

与实践
20 课时

深入研究需要结合岭南古建筑的营

造技法，深刻了解砖雕在传统建筑中

的作用，引发学生对传统建筑技艺、

文化的思考，激发学生对传统砖雕技

艺进行研究与探索

工作室师生

团队成员

表 3-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课程

2）为企业培养人才

在校大学生人才培养。在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何世良技能大师工作室，以何世良

为带头人，通过传、帮、带，传授技艺，为广东古建筑行业培养出稀缺的技术型人才。

从 2021 年到现在，已先后培养了 400 多名学生，其中有 19 名学生毕业后从事砖雕制作

与修缮、古建筑设计、园林设计、古建筑修复等，紧紧围绕古建筑园林和新中式室内设

计，为企业和社会培养高技能人才，年均为企业或社会培养 8个以上青年技术技能骨干，

对岭南传统建筑技艺和文化进行传承，见表 4。

年份 培养

学生

人数

青年技

术骨干

骨干人员 企业 对应佐证

2021

年

130 人 9 人 曾锐伟、曾伟雄、王弘、

朱耀莹、郭彩善、庞朝森、

袁志刚、黄湛、刘晓龙

纪传英古建筑工

营造有限公司

佐证

2.3.1.2-1

2022

年

156 人 10 人 张凯茵、黄锦相、范伟杰、

张越畅、黄菲菲、刘应策、

张锶满、李凤明、王璟慧、

张韵捷

广州汇顶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佐证

2.3.1.2-1

2023

年

178 人 10 人 丘嘉仪、雷雅雯、曾俊、

谢乐俊、张雨晴、叶家杰、

陈硕彬、万大涛、谢小洁、

张海彤

广州市建筑遗产

保护协会

2.3.1.2-1

表 4-为企业培养骨干人才

企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在人才培养中紧跟职业教育

发展步伐，率先尝试了现代学徒制形式，到目前已经完成了 4届学生的招生，2届学生

已经毕业，以在企业培养，高校送课的形式进行服务与人才培养，大幅提升了企业学徒



的素质与质量，对企业技能型人才成长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见表 5。

班级 合作企业 合作形式 砖雕技能教

师

对应佐证

2021 届古建筑工程技

术专业现代学徒制班

潮州金湖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现代学徒制

班

何世良 佐证

2.3.1.2-4

2023 届届古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

班

广东纪传英古建

筑营造有限公司

现代学徒制

班

何世良 佐证

2.3.1.2-5

表 5-现代学徒培养人才

3）指导学生获奖

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团队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省级、国家级比赛，并获得了优

异的成绩，见表 6。

序

号

比赛 奖励 级别 时间 指导老师 对应佐证

1 爱在广东少数民族文化

创意大赛

一等奖、

二等奖

省级 2022.12 郭晓敏、

文豪

佐证

2.3.1.2-3

2 第三届黄炎培杯非遗设

计大赛——非遗鳌鱼舞

二等奖 国家

级

2022.10 郭晓敏 佐证

2.3.1.2-4

3 中装杯室内空间设计大

赛——餐厅空间设计

三等奖 省级 2022.12 郭晓敏 佐证

2.3.1.2-5

4 2021 年攀登计划——基

于文化扶贫理念的农村

儿童美术教育在线课程

设计开发研究

立项 省级 2021.03 郭晓敏 佐证

2.3.1.2-6

5 广东省高职院校大学生

技能大赛——产品设计

二等奖 省级 2023.06 郭晓敏、

钱忠杰

佐证

2.3.1.2-7

6 广东省高职院校大学生

技能大赛——舞台设计

三等奖 省级 2023.06 李世茂 佐证

2.3.1.2-8

表 6-指导学生竞赛

4）教学改革成果

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团队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岭南传统建筑技艺

文化与技艺的人才培养与传播路径，集体成果见表 7。

序

号

项目 奖励 立项单位 时间 参与人

员

对应佐

证

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省级立 省教育厅 2023.05 何世良、 佐证



2023 年产业导师特聘岗

位计划导师——何世良

项 郭晓敏 2.3.1.2-

9

2

“学、做、融、创”岭南

建筑文化传承模式研究

与实践

广东省

教学质

量二等

奖

省教育厅 2022.05 刘光辉、

何世良、

郭晓敏

佐证

2.3.1.2-

10

3

古建筑工程技术校级教

学团队

校级立

项

广东建设

职业技术

学院

2021.10 刘光辉、

何世良

佐证

2.3.1.2-

11

4

岭南传统建筑文化与技

艺社区教育示范基地

省级立

项

省教育厅 2023.04 郭晓敏、

何世良

佐证

2.3.1.2-

12

表 7-教学改革成果

3.科技研发。

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不对挖掘传统工艺，开展新技术创新开发、现代学徒试

点推广和课题研究、成果论文发表等工作，总结绝技绝活和技术技能创新成果，获得社

会及业内认可。

（1）近 2 年完成的砖雕创新项目

在何世良大师的带领下，工作室尝试了与实际项目集合的方式，将理论联系实际，探

索一些在实践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2022 年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翰阁 200 扇岭南特

色的满洲花窗项目，克服了如何让 200 多扇窗户即统一又和谐且具有特色的问题；2021

年广州番禺沙湾古镇大型照壁砖雕《古韵薪火·盛世腾芳》，作品长 27.44 米、高 7.30

米、厚 0.9 米挑战了超大级照壁砖雕的设计、制作与安装中碰到的各种技术问题，通过

团队的钻研，都一一克服，很好地完成了项目，提升了工作室成员解决项目难题的能力，

具体项目情况见表 8。

时间 建筑项目 项目团队 运用技术

1 2022 年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翰阁 200

扇岭南特色的满洲花窗；国家版

本馆广州分馆定制了两个富有

岭南文化气息的贵宾室。

何世良砖雕技能大

师工作室

镂空雕、深浮

雕、挂线雕、浅

浮雕等

2 2021 年
广州番禺沙湾古镇大型照壁砖

雕《古韵薪火·盛世腾芳》

何世良砖雕技能大

师工作室

镂空雕、深浮

雕、挂线雕、浅

浮雕等

表 8－工作室近 2年完成的砖雕项目



（2）科技与课题研究

何世良与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一起积极进行科学研究，获得了多项省级课题，

见下表 9。

科研项目 立项单位
立项时间

成员 对应佐证

1

“学、做、融、创”岭南建

筑文化传承模式研究与实

践

省教育厅

2021.05

刘光辉 佐证

2.3.1.3-1

2

基于城市历史街区保护的

岭南传统建筑活化设计研

究－以广州状元坊为例
省教育厅 2021.10 李世茂

佐证

2.3.1.3-2

3

基于 BIM 技术的古建筑构

件参数化研究－以清代官

式抬梁构架为例

广东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2021.08 李世茂

佐证

2.3.1.3-3

4
建筑类高职院校课程思政

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广东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2023.12 文豪

佐证

2.3.1.3-4

5
建筑类高职院校传统美德

教育研究

中国建设教育

协会
2021.11 文豪

佐证

2.3.1.3-5

6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

院校《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广东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2020.12 文豪

佐证

2.3.1.3-6

7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下的非遗技艺传承创新与

实践——以广州国家级非

遗灰塑课程为例

广东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2022.12 郭晓敏

佐证

2.3.1.3-7

8

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岭南

传统建筑技艺数字媒体资

源库建设

广州市社会科

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21.07 郭晓敏

佐证

2.3.1.3-8

9
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下的

非遗工艺传承研究
广东省教育厅

2022 年 11

月
郭晓敏

佐证

2.3.1.3-9



10
乡村振兴中岭南建筑文化

遗产保护研究

广东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2022 年 12

月
郭晓敏

佐证

2.3.1.3-10

11

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下

清远非遗人才可持续培养

与创新研究

清远市社会科

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李世茂
佐证

2.3.1.3-11

表 9－科研项目

（3）工作室论文发表

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团队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发表论文提升学术研究能力，

具体见下表 10。

题目 刊物 作者 时间 对应佐证

1

基于岭南传统建筑文化传

承的岭南传统建筑技艺数

字媒体资源库在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建筑与环境》 郭晓敏 2022.11

佐证

2.3.1.3-12

2

基于岭南文化遗产保护的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资源库

建设研究

《教育论坛》 郭晓敏 2022.07

佐证

2.3.1.3-13

3

乡村文化扶贫视角下的农

村儿童线上美术课程服务

研究

《教师专业发

展与创新教育

研究》

郭晓敏 2022.08

佐证

2.3.1.3-14

4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文化传

承路径研究
《陶瓷》 刘光辉 2022.07

佐证

2.3.1.3-15

5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文化传

承方法研究

《文化创新比

较研究》 刘光辉 2022.05
佐证

2.3.1.3-16

6
非遗项目阳江咸水歌的概

况及其发展

《太原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学

报》

文豪

2023.03

佐证

2.3.1.3-17

7
海陵岛海洋文化旅游资源

价值及开发策略
《旅游与摄影》

文豪
2021.08

佐证

2.3.1.3-18

8

粤西地区农业观光园设计

策略浅析

院为例

《现代园艺》

张卫军

2022.04

佐证

2.3.1.3-19

9
广府灰塑植物纹表现特征

研究

《韶关学院学

报》

张卫军
2023.02

佐证

2.3.1.3-20

表 10－工作室论文发表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3&CurRec=2&recid=&FileName=WCBJ202213033&DbName=CJFDLAST2022&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3&CurRec=2&recid=&FileName=WCBJ202213033&DbName=CJFDLAST2022&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Navi?DBCode=CJFD&BaseID=WCBJ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Navi?DBCode=CJFD&BaseID=WCBJ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7&CurRec=1&recid=&FileName=CSZY202304063&DbName=CJFDAUTO&DbCode=CJFD&yx=&pr=CJFR2023;&URLID=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7&CurRec=1&recid=&FileName=CSZY202304063&DbName=CJFDAUTO&DbCode=CJFD&yx=&pr=CJFR2023;&URLID=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7&CurRec=2&recid=&FileName=LYYS202116024&DbName=CJFDLASN2021&DbCode=CJFD&yx=&pr=CJFU2021;&URLID=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7&CurRec=2&recid=&FileName=LYYS202116024&DbName=CJFDLASN2021&DbCode=CJFD&yx=&pr=CJFU2021;&URLID=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Navi?DBCode=CJFD&BaseID=LYYS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2&CurRec=3&recid=&FileName=JXYA202020029&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sso.gzlib.org.cn/interlibSSO/goto/75/+jmr9bmjh9mds/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2&CurRec=3&recid=&FileName=JXYA202020029&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URLID=


4.技术交流。

何世良砖雕大师技能工作室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加快砖雕等岭南传统建筑技艺高技

能人才集聚，形成技术创新团队。

（1）《岭南传统建筑营建与修缮施工工艺》编著

何世良大师作为岭南传统建筑名匠，还带领工作室主要教师积极参与广州市建筑遗

产保护协会承担的文化厅项目——《岭南传统建筑营建与修缮施工工艺》（图 10、11），

帮助梳理砖雕工艺的具体施工与修缮细节，共同推动广东传统建筑保护事业。

图 10、11- 岭南传统建筑营建与修缮施工工艺会议照片

（2）学术和技术交流活动

工作室在粤港澳等地区进行了学术和技术交流活动，积极与外界进行交流，争取在

文物保护与记忆传承方面，为大湾区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具体项目见表 11。

活动 时间 地点 交流项目

1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传承基地

中期展览
2023.04 五邑大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

2 广州花都区中国同盟会番花

分会旧址
2021.10

花都区三

华村
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3 资政大夫祠文物建筑修缮考

察
2022.05

花都区三

华村

资政大夫祠保护与修缮策

略研究

4 2023 年清远市工艺美术展 2023.02

清远市工

艺美术协

会

木雕技艺交流

表 11－技术交流活动



（3）技术创新团队

工作室除了在传承岭南传统建筑文化与技艺方面下功夫，同时也积极结合现代科技、

人工智能等新业态进行整合，推进创新科研团队的建设，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先工艺、

新材料中，有更强的适应性与可能性，具体见表 12。

项目 时间 交流项目 项目负责人 对应佐证

1

设计助推岭南乡村人居环

境提升研究与实践创新团

队

2023.06.06
校级创新

科研团队

张卫军 佐证

2.3.1.4-1

2
岭南传统建筑文化与技艺

传承社区教育示范基地

2023.05
社区教育

示范基地
郭晓敏

佐证

2.3.1.4-2

表 12-创新科研团队建设

（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作室积极将数字化保护结合到传统建筑保护与砖雕技艺保护中，探索传统建筑文

化遗产保护的最新方法，同时也结合现代养老业态，加入禅宗文化和岭南传统文化，打

造更具文化性高端养老建筑设计研究，具体见表 13。

项目 时间 交流项目 项目负责

人
对应佐证

1

广东省岭南传统建筑技

艺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工

程技术中心

2023.06.05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刘光辉

佐证2.3.1.4-3

2
岭南禅宗文化融合养老

建筑设计的创新性研究
2023.06.05

特色创新

项目
黄莉

佐证2.3.1.4-4

表 13-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2.3.2 其他必要的佐证材料。

4.学校支持与保障

4.1.1 学校技能大师工作室管理办法和加强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的政策文件（学校

红头文件扫描件）；

4.1.2 2021 年至今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专项资金下拨文件（学校财务部门盖章）；

4.1.3 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立项、验收或认定文件（学校或负责部门盖章）；



4.1.4 其他必要的佐证材料。

（1）组织保障

2019 年学院成立了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小组，学院党委书记叶飞松、

院长赵鹏飞任组长，建筑与艺术系主任刘光辉任副组长，负责日常建设和管理工作。两

年多来，建设小组联合学院各职能部门，统筹协调解决基地建设主要问题，开展了有效

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条件保障

场地保障。何世良技能大师工作室位于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岭南传统建筑技艺传

承基地内，建筑面积 180 m2，工作室由何世良大师工作间、砖雕技艺展示厅、学生实训

间和学习交流区四部分组成。工作间主要用于大师的办公和创作；展示厅用于陈列和展

示何世良个人以及学生的优秀作品，会定期进行展品的调整；实训间主要用于学生的实

践和操作；学习交流区用于老师的讲解和大家的交流。

资金保障。学校对工作室的建设非常重视，近两年已经陆续投入了 50 万作为何世良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设，目前还陆续投入用于工作室的办公设备等硬件采购、创新创业

项目的费用以及工作室的运维费用。

（3）师资保障

何世良技能大师工作室团队核心成员共 6名，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成员 职称 工作业绩

1 郭晓敏 讲师
从事职业教育12年，擅长传统建筑技艺的研究，

对岭南传统建筑技艺的流程熟悉

2 李世茂 助教 从事建筑设计 4年，擅长古建筑 BIM 建模

3 黄莉 教授 从事建筑设计 20 年，擅长规划设计

4 刘光辉 副教授 建筑装备与智能化专家，教学经验丰富

5 盛玉雯 讲师
从事职业教育 10 年，擅长传统建筑文创研究年

创新人才类项目立项。

6 文豪 副教授 思政、课程思政专家

7 张翼
高工

博士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有

丰富的建筑工程设计经验

表 9－何世良砖雕技能大师工作室团队核心成员



（4）专业保障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8 年 9 月开始招收了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学生，2020

年招收古建筑工程技术现代学徒班，目前共在校生 118 人；建筑设计专业在校生 160 人，

园林工程技术专业和风景园林设计专业在校生 422 人，学生都对岭南传统建筑技艺很感

兴趣，对砖雕的学习有助于他们了解岭南传统建筑技艺，是未来岭南传统建筑传承和发

扬的主力军。

5.技能大师承诺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无误、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

等行为。

签名：

2023年 6月 10 日

6.专家组认定意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附：认定专家组名单（含专家姓名、单位、职称、职务等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