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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修订印发<学位授权点合

格评估办法>的通知》（学位〔2020〕25 号）、江苏省学位办《关于

做好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苏学位

〔2021〕3 号）和《关于印发<江苏师范大学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

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苏师大研〔2021〕5 号）要

求，为进一步规范美术学学位硕士培养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美

术学院对 2021 年度的美术学学位点建设开展了认真的自查工作，所

得年度报告如下：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研究方向

1.美术理论研究

本方向以中外美术现象、美术流派、美术理论与思潮为主要研究

对象，在“术学并重”原则基础上，关注美术史学与美术批评的研究，

通过方法论的研究和学习，重点致力于地域美术（尤其是汉画像艺术）

的研究，培养具有持衡的学术追求、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完善知识结构

的高素质美术理论人才，为区域特色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服务。

2.中国画研究

本方向以传统中国画独特的艺术审美、笔墨价值及其发展流变为

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中国画各个时期的重点画家、画派及其作品风格

以及不同题材中国画从传统到当代发展流变的原因，不同时期绘画风

格演化规律，以“理论研究与技法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高素质

的中国画理论、技法研究与创作实践的人才，为我国的美育事业以及

传统艺术在当代的复兴发展服务。

3.书法研究

本方向以书法书写技巧、创作方法、美学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为研

究对象，注重书法理论研究与实践训练相结合，通过对篆、隶、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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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各书体研究、各时代书家个案研究、不同地域书风研究，一方

面促进书法传统的技法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为当下书法创作服务，进

而培养既有较强书写实践能力又有较高书法研究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传承做出贡献。

4.油画研究

本方向以油画为代表的西方绘画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所

出现的重点画家、画派及其艺术风格为研究对象，运用中西绘画艺术

比较的方式，重点研究油画本土化后产生的画家的作品所具有的中国

特色的艺术审美、绘画语言，并以“理论研究与技法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培养高素质的油画理论、技法研究与创作实践的人才，为我国

的文化、美育事业服务。

（二）培养方向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依托我校及徐州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加强

人才培养方案落实及制度建设与条件保障，将本专业硕士生培养成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美术理论研究人才，毕业后能够胜任各

级学校、画院、研究机构等部门的相关工作，为区域社会发展服务。

（三）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教师队伍强大，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合理。现有专任教

师 32人，教授 9 人，副教授 9人，博士学位者 7人，在读博士 2人，

硕士生导师 17人，具有境外研修经历 32人，校外硕导 2 人。教师大

多毕业于海内外著名高校，如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俄罗斯弗拉基米尔

国立师范大学、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

院、西安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国内外重点美术院校。

为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该学位点聘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池

瑜、中国美术馆吴为山、中国人民大学陈传席、北京语言大学朱天曙、

南京艺术学院刘伟冬、南京师范大学刘赦、山东艺术学院王力克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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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高水平学者教授加盟师资团队，拓宽并提高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

聘请徐州地方中学、徐州博物馆、汉画像石艺术馆、徐州书画院等地

方文化事业单位及研究机构的教学名师、专家、地方非遗传承人作为

兼职硕导。

近五年来，该专业教师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科研成果，共获批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5 项，在国

家级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十余部，分别获得教

育部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以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研究成果，一百

余幅创作作品参加国家级、省级展览及获奖。美术学软科全国最好学

科排名前 25%。

(四）培养条件

本学位点以“新文科”“新艺术”为建设背景，依托于师范大学

的资源优势，不断拓展培养资源。目前拥有公共空间中的汉文化浮雕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以及艺术与设计跨媒体综合训练中心两个省

级实验平台；拥有画室、实验室、书画临摹室等实验教学场地（可使

用面积达 1442 平米），此外还拥有面积 1000 多平米的江苏师范大学

美术馆；拥有各种教学仪器设备 1718 台、网站教学资源总容量 500

ＧＢ、服务实验人时数 102400。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位点积极

拓展社会资源，拥有校外教学实习实践基地 10余个。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美术学院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

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高度重视学院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一）聚焦党建引领，提升“三全育人”工作实效

按照学院党委统一部署，加强研究生党支部建设，组织开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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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百年建党伟业，开启崭新奋斗征程”系列活动、“艺心尽善尽美，

献礼建党百年”爱心基金书画义卖会、“唱响百年路，致敬新征程”

歌咏比赛等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极大调动了研究生们利用专业特点进

行实践创作的热情，提高了研究生特别是研究生党员的思想境界和政

治素养，彰显了美术学院“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

大格局，体现了学院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各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筑牢理想信念，创新学生党员教育管理

研究生党支部在学院党委统一领导下，重视和加强入党积极分

子、发展对象和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严把党员发展入

口，提升党员发展质量；严格贯彻“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规范党员

发展流程和党内政治生活，着力提升支部党员的归属感、使命感，支

部建设规范有序、欣欣向荣。研究生党支部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总要求，根据学院党委统一部署，认真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2021 年 7 月，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党员成立社会实践团队，积极

参与“重温百年党史，艺心服务社会”暑期社会实践系列活动，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载体，以奉献社会为宗旨，在纪念馆里学党史、在文化

墙上绘党史、在村民中间讲党史，使研究生们进一步筑牢了理想信念、

锻炼了实践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以专业知识服务乡村振兴，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活动的开展，得到了多家媒体的竞

相报道，也得到了学校的表彰。

（三）创新引领功能，助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在学院党委统一指导下，研究生党支部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

一起谋划、一起部署，探索研究生党支部建设新机制，推进党建工作

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积极组织研究生导师主讲学院“艺道师说”讲

堂，提升研究生的专业素养和学术视野；助推学院教工党支部联系学



15

生党支部、研究生党支部联系本科生党支部，创新党建引领功能，着

力发挥研究生专业能力，促进全体学生综合能力进一步提升；积极组

织动员研究生特别是研究生党员参与学院一系列专业讲座、艺术展览

及其他高水平学术活动，推动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课程建设

（1）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以“师德师风高质量建设”的发展目

标和“立身、立学、施教”的建设为主题，以思想引领、制度引领、

专业引领、典型引领四个维度为主线，聘请校内外知名专家开展“教

授有约”“艺道师说”大讲堂，全面提升学生的价值理念、政治态度

与综合素养。

（2）培育彰显地方特色的课程。本年度修订了美术学人才培养

方案，对公共基础课、基础核心课、专业核心课、公共选修课、专业

选修课等课程设置进行了优化改进，特别加强了汉画像石概论、汉代

玉文化、汉代漆艺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课程开设，并在此基础上培

育品牌课程。

2.制度建设

（1）修订研究生导师选聘、培训、考核情况等导师队伍建设方

面的规章制度，完善研究生奖助制度、“三助一辅”岗位制度、研究

生权益保护机制、研究生就业指导与服务等制度。

（2）依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

见》以及《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江苏师

范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兼职指导教师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严

格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制定《美术学院研

究生导师制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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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 2020 年我校重新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梳理《授课计

划与记录》、《课程教学大纲》、《导师与学生的见面记录》等文件

表格，在进行查漏补缺的基础之上进行优化、强化，规范了研究生培

养细则。

3.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水彩画正教授 1名，留学俄罗斯油画博士 1 名，增补校内硕

导 2名。同时加强教育实践考核力度，硕士导师的考核中应包括指导

研究生教育实践活动方面的要求，对新入职的硕导进行岗前培训和考

核。

4.培养条件建设

（1）学院在加强艺术与设计跨媒体综合训练中心、公共空间中

的汉文化浮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江苏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与

创新研究中心、当代油画创作研究中心、学院美术馆等平台建设的基

础上，对原有的工作室重新进行了定位和建设，加深实验内容改革和

实验方式改革，以适应工作坊和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2）建立“风景写生+非遗传承+企业实践”艺术实践基地。根

据专业相关性建立相应实践基地，如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安徽泾

县等陶瓷与书画实践基地；江西婺源、安徽宏村与查济等写生基地；

新沂剪纸展览馆、非遗展示中心等艺术文化实践基地，在实践基地，

学生能够在实际体验中学习更多的经验与技能，从而让学生的理论研

究更有针对性。

5.科研及创作成果

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方面，2021 年美术学专业教师共有省级

奖项 16项，国家级奖项 1项，其它奖项 11项，申请专利 3 项，著作

2项。发表期刊论文 32篇，其中 SCD、SCI 类期刊 1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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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招生与就业

2021 年美术学招生 9 人，毕业 9 人，年终就业率 100%。生源来

自本校优秀学子以及湖北美术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西华

师范大学等高水平院校，就业单位多在大中专院校及研究机构。

7.人才培养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专业以“新文科”“新艺术”为建设背

景，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加强导师制度的完善与进一步

改进，落实研究生研究生督导制度，研究生本年度取得了较为丰硕的

成果：获得国家级 3 项、省级比赛奖项 26项（组织单位有：国家工

信部、江苏省教育厅、江苏财政厅、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青

年美术家协会、河南省美术家协会等），发表核心类期刊论文 2 篇。

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教学内容相对传统，学术引领的前沿知识传授不足；

（二）教师大多注重理论研究，教材建设、课程建设等高层次教

学成果不足；

（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学术活动偏少，学术氛围不够

浓厚；

（四）受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及新冠疫情等方面的影响，学位点

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不足。

五、改进措施

2022 年，该学位点要在去年取得成效基础上将各方面工作做细

做实，并针对 2021 年存在的问题予以整改，重点要做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

（一）召开学位点硕导专题会议，凝聚教学改革共识，调整优化

课程教学大纲，让更多新引进的优秀博士进入教学团队，加大外聘教

师的教学参与度，共同开设具有学科前沿性质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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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专题会议，进一步回归人才培养质

量核心，安排专门人员进行教材编写，推进课程建设培育，努力打造

一支高水平教学团队。

（三）在新冠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一方面利用校内及地方学

术资源，另一方面进一步利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多种类

型的学术活动，提升学科学术氛围。

（四）在国内外新冠疫情出现反复的情况下，利用学院对外交流

中心，加强与港澳台及国际高水平大学的联系，进一步扩大友好学院

的签约，以期在新冠疫情结束时聘请境外师资，更好地开展教师、学

生的国际学术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