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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单独编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

位授权的学科，只编写一份年度报告，授权级别选“博士”。博士学位

授权点涉及博士、硕士内容不同的部分可分别描述。 

二、本报告编写时应体现本学位授权点建设的基本情况，制度建

设完善和执行成效。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授权

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相关数据统计可以使用图表表示。 

三、本报告的各项内容为本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统计时间

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四、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

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

员不计在内。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

后编写。 

六 、 本 报 告 文 本 格 式 ： 文 中 结 构 层 次 依 次 使 用

“一、”“（一）”“1.”“(1)”标注，第一层次四号加粗黑体字，其他层次

四号仿宋 GB2312 字，行间距 28 磅，字数 5000-6000 字，纸张限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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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方向 

美术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依托厦门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育人积

淀，坚持“通识博雅、技艺卓群”的培育理念，以学兼中西为基础，

开发潜能为目标，旨在培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系统性专业知识与技

能，既继承优秀传统又富于创新精神的，能够胜任我国文化艺术事业

与产业各方面所需的美术创作、管理与策划等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和应

用型人才。本学位授权点在总体上分为美术创作与研究、美术理论两

个大方向，下设九个培养方向。 

大方向 培养方向名称 培养方向简介 

美术创作与研

究 

中国画创作与

研究 

①中国人物画，本方向研究强调对传统人物画造型、塑形、意象表现的研究

和笔墨艺术的理解。 

②中国花鸟、山水画，本方向注重对传统及现代花鸟、山水画理论和绘画技

巧的研究。 

③工笔重彩画，本方向是偏重于实践的学科，包括工笔淡彩画、工笔重彩画、

岩彩画，使用绢上工笔淡彩、重彩及壁画岩彩或其他综合绘画表现材料为主。 

漆画创作与研

究 

本方向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注重人物画题材的创作，打造以嘉庚精

神、海峡和闽南惠安女风土人情为题材内容，表现风格上兼工带写，以当代

现实主义和意向表现主义探索同步推进，形成独具地域特点的漆画学科特

色。 

雕塑与 

公共空间艺术

研究 

本方向以传统雕塑为基础，拓展雕塑领域从观念到形式的最大可能，强调原

创作性。细究雕塑与环境内在的种种关系，培养出新型的雕塑艺术创作人才。 

书法创作与研

究 

本方向把书法融入到当代艺术和中国文化之中，深入挖掘书法独特的东方艺

术和文化内涵，探寻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和内在审美规律。 

油画创作与研

究 

本方向以写生为基础，旨在研究掌握坚实的造型基础能力和实践能力，在教

学和研究中注重强调以艺术创作精神带动课堂习作，以创新精神带动客观规

律的运用。 

版画创作与研

究 

本方向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进行。横向：以研究中国版画的发展史为主线；

辅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版画发展状况。纵向：从画像石、画像砖等最早拓

印技术开始到传统版画印刷术，再到拥有先进印刷技术的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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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向 培养方向名称 培养方向简介 

综合材料与多

媒体艺术研究 

本方向注重把握并解决艺术中的前沿问题，鼓励跨学科融合与创新思维的拓

展。以艺术创作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中西方艺术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在新时

代、新科技以及新材料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综合各类媒介手段以及表现方式，

探索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创新型艺术作品。 

美术理论 

艺术史及理论

研究 

本方向将视觉艺术现象的研究从单纯的审美心理分析和形式分析领域引申

到比较复杂的图像内容的解释说明中。 

艺术管理与策

展研究 

本方向以艺术史，艺术理论等为研究基础，主要涉及对艺术品、艺术家和艺

术机构的策划、管理和营销，注重组织、创意、执行能力的训练。 

二、招生选拔 

本学位授权点录取 25 名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其中 19 名为统考

考生。此次统考报名人数为 177，录取比例为 10.7%。 

本学位招生在厦门大学考试中心主导、校纪委监督、院系专业把

关的模式下进行，严格遵守学校有关招生考试制度开展招生选拔工

作。生源质量是学科的发展之本，本学位点采取以下两项措施提高生

源质量。1.多渠道扩宽招生广度，提高招生宣传力度。2021 年度积

极参加厦门大学“南强好专业”等线上招生宣传活动，组织教授到四

川省多高校进行学术交流和招生推广。2.通过推免选拔优秀生源。

2021 年度接收了 10 名 2022 级推免生，推免生人数占总招生人数的

40%。 

三、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发挥美术专业特点，认真落实“三

全育人”与“五育并举”，创新开展研究生思政教育。配备 1名分管

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学院党委副书记、1名辅导员。利用建党百年、建

校百年，结合重要节庆日、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校史、校情、

国情教育，深入开展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在庆

祝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中，党委组织发动，把红色元素融入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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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思政教育与艺术教育紧密结合。部分学生入选厦门大学“扬才计

划”，成长为校、院主要学生干部，成为先锋模范；部分学生参加中

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赴宁夏支教；部分学生组织

社会实践队，开展丰富多彩文化育人活动。为服务学生就业创业，推

出“就业直通车”“就业达达”“艺享未来”等帮扶机制，引导学生

登上大舞台，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学院通过开学第一讲、

导师大会、教研室工作会、年级大会、问卷调查和班会等多种渠道，

结合艺术学科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四、课程教学 

（一）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本学位点在学期间须修满 35 个学分，包括必修课程 4 门、选修

课程 6门（其中各培养方向必选专业课 5门、跨方向专业课 2门），

教学采用面授、自学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结合专业特点设置核心课

程与选修课程，具体课程与主讲教师情况如下： 

美术学核心课程与主讲教师情况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学分 

授课 

语言 

1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必修课 黄培蓉 1 中文 

2 人文、艺术史 必修课 周颖南 2 中文 

3 当代文化理论与艺术思潮 必修课 周颖南 2 中文 

4 美术鉴赏的社会功能 必修课 黄培蓉 2 中文 

5 造型原理与实践 选修课 
方广智、林曦、王海涛、

陈金华、谷瑛 
2 中文 

6 艺术学概念常识 选修课 童焱 2 中文 

7 泥塑塑造法研习与创作 选修课 吴荣华、王海涛 3 中文 

8 材料、形式与空间研究 选修课 吴荣华、王海涛 3 中文 

9 雕塑创作研究（一） 选修课 吴荣华、王海涛 3 中文 

10 雕塑创作研究（二） 选修课 吴荣华、王海涛 3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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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学分 

授课 

语言 

11 传统中国画程式技法研究 选修课 
方广智、李文绚、连明

生、郑盛龙 
3 中文 

12 中国画专业创作研究（一） 选修课 
方广智、李文绚、连明

生、郑盛龙 
3 中文 

13 现代中国画形式语言研究 选修课 
方广智、李文绚、连明

生、郑盛龙 
3 中文 

14 中国画专业创作研究（二） 选修课 
方广智、李文绚、连明

生、郑盛龙 
3 中文 

15 传统油画技法研究 选修课 
张立平、袁敏、杨寒松、

林曦、魏巨川 
3 中文 

16 现代油画技法研究 选修课 
张立平、袁敏、杨寒松、

林曦、魏巨川 
3 中文 

17 油画专业创作研究（一） 选修课 
张立平、袁敏、杨寒松、

林曦、魏巨川 
3 中文 

18 油画专业创作研究（二） 选修课 
张立平、袁敏、杨寒松、

林曦、魏巨川 
3 中文 

19 传统漆画技法研究 选修课 
陈金华、汤志义、刘晓

杰、张玉慧 
3 中文 

20 现代漆画媒材研究 选修课 
陈金华、汤志义、刘晓

杰、张玉慧 
3 中文 

21 漆画专业创作研究（一） 选修课 
陈金华、汤志义、刘晓

杰、张玉慧 
3 中文 

22 漆画专业创作研究（二） 选修课 
陈金华、汤志义、刘晓

杰、张玉慧 
3 中文 

23 中国美术史研究 选修课 童焱、周颖南 3 中文 

24 欧洲美术史研究 选修课 童焱、周颖南 3 中文 

25 西方美学史与审美心理学专
题研究 

选修课 童焱、周颖南 3 中文 

26 艺术哲学经典选读与美术史
研究方法论 

选修课 童焱、周颖南 3 中文 

27 中国书法史论导读 选修课 陈胜凯、连明生 3 中文 

28 中国书法、篆刻形式探究 选修课 陈胜凯、连明生 3 中文 

29 书法专业研究（一） 选修课 陈胜凯、连明生 3 中文 

30 书法专业研究（二） 选修课 陈胜凯、连明生 3 中文 

31 东西方版画史 选修课 谷瑛 3 中文 

32 水性与油性木版技法 选修课 谷瑛 3 中文 

33 凹版技法与综合版技法 选修课 谷瑛 3 中文 

34 画面构成语言与审美的关系 选修课 谷瑛 3 中文 

35 互动媒体—实验性影像研究 选修课 朱红、林琳 3 中英双语 

36 互动媒体-装置艺术的媒介
研究 

选修课 朱红、林琳 3 中英双语 

37 综合媒介-空间展示研究 选修课 朱红、林琳 3 中英双语 

38 综合媒介-媒介的时间性研
究 

选修课 朱红、林琳 3 中英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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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学分 

授课 

语言 

39 策略策展 选修课 钱陈翔 3 中文 

40 艺术市场概论 选修课 钱陈翔 3 中文 

41 艺术机构与博物馆管理 选修课 钱陈翔 3 中文 

42 艺术商业的专业时间 选修课 钱陈翔 3 中文 

（二）保障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举措 

本学位点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与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

制，通过以下两项举措不断促进教学研究与改革。 

1.以参赛促进教学。本学位点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项比赛和展

览。对于参加重大竞赛获奖的学生给予一定奖励，例如五年一届的全

国美展，学生作品入选奖励 1万，进京作品奖励 1.5万，获奖提名奖

励 1.8万，铜奖奖励 2万、银奖奖励 2.5万，金奖奖励 3万。 

2.健全教学检查机制。定期组织党政干部及专业带头人深入教学

第一线听课，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要求每位党政领导干部每学期听

课不少于三节，并填写《厦门大学教学听课记录表》。通过教学评价

系统、课程考核、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教学质量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与

反馈。 

五、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 

本学科依托厦门大学相关优势学科平台，结合校外专业学术基

地，搭建起一个系统完善、立体多维的教学科研支撑平台，为本学科

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强有力的保障。中国美术家协会漆

画艺委会主任单位、两岸书法交流中心现设立在艺术学院。并建立了

15 个实践基地，包括“云南弥渡支教项目”“艺教益乐”“印象隆

德”等品牌实践项目。实践足迹遍布云南、宁夏、内蒙古等地。 

本学位点积极鼓励学生作品外出写生，2021 年度的专业方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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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导师带领学生前往浙江雁荡山、太行山等多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与

写生，其中有两位研究生在写生回来之后办了个人作品展。本学位点

与国内高校拥有良好的交流机制，利用第三学期的校园特色，邀请薛

军伟、李宏等专家到我院举办讲座、工作坊等活动。 

六、导师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严格遵守《厦门大学研究生导师岗位管理办法》实行研

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制，按照《厦门大学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

年度审核实施办法》，对研究生导师岗位进行动态管理，一年一选聘、

一年一考核。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导师责任制，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导

师学术专业特点优势，为每个学生寻求最合适的培养方向，发挥学生

个人的艺术潜质，提高艺术创造力，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本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32 人，2021 年引进中央美术学院博士 1

人，副高级以上专任教师 24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26人。本学位点逐

步建立新任导师岗前培训、在岗导师定期培训、日常学习交流相结合

的培训制度。要求新任研究生导师正式上岗前参加学校每年组织开展

的新任研究生导师集中培训；学院定期组织开展具有专业特色的研究

生导师培训活动，并聘请国内艺术领域的专家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学

术水平高、指导经验丰富的研究生导师的传、帮、带作用。注重加强

研究生导师业务上的进修与提高，把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明确立德树

人职责、提升导师指导能力作为导师培训的重要内容。 

七、质量保证 

为确保学生培养质量，本学位点对研究生的培养全过程进行规范

化的监控与管理。学院按照培养方案与时间节点要求，跟踪其学业状

态，对未能按时完成学业的研究生，予以必要预警。落实导师第一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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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制度，对研究生的论文撰写与实践训练严格把关。 

在学生正式答辩之前需通过开题报告（研二第三学期）、中期考

核（研三第一学期）、预答辩（研三第二学期）三个培养方案必修环

节，保证学生研究成果质量。在通过预答辩后，研究生学位论文经导

师同意、查重检测通过后方可安排学位论文送审。2021 届所有学位

论文在学位中心论文送审平台送审，盲审率达 100%。截止 2021年 12

月，完成 2022届 13名硕士研究生的开题答辩和中期考核。 

八、研究生培养成效 

截止到 2021年在校生数 57人。一年来人才培养颇有成效。部分

展览、获奖如下表。 

美术学硕士获奖情况统计 

姓名 年级 奖项名称 
获奖时

间 
获奖等级 主办单位 

殷征宇 2018 
福建省优秀学术硕士学位

论文 
202110 省级 

福建省学位委
员会 

王肇兴 202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福建省第七届漆画

大展 
202108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王肇兴 2020 
第三届中国（宁波北仑）青

年漆画大展 
202111 入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王肇兴 2020 
第二届全国小幅漆画作品

展 
202103 入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王肇兴 2020 
“八闽丹青奖”第三届福建

省美术双年展 
202105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黄甜儿 2021 
第三届中国（宁波北仑）青

年漆画大展 
202111 入会资格 

中国美术家协
会 

吴青霞 2021 
第三届台湾国际大学生年

度艺术奖 
202111 银奖 

台北市政府教
育局 台北艺
术交流协会 

吴青霞 2021 
IPBP2021 南京国际和平海

报双年展 
202111 入围 

江苏省对外文
化交流协会 

南京市对外文
化交流协会 

黄立毅 201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福建省第七届漆画

大展 
202108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黄立毅 2018 
第三届中国（宁波北仑）青

年漆画大展 
202111 入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黄立毅 2018 
第二届全国小幅漆画作品

展 
202103 入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卢妙玲 2019 
“魅力红谷”第二届全国小

幅漆画展 
202103 入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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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级 奖项名称 
获奖时

间 
获奖等级 主办单位 

卢妙玲 2019 
“八闽丹青奖•第三届福建

省美术双年展” 
202105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卢妙玲 2019 
《永远跟党走》--厦门市人
大机关庆祝建党 100周年书

画作品展 
202106 入选 厦门市人大 

卢妙玲 201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福建省第七届漆

画大展” 
202108 优秀奖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卢妙玲 2019 
“2021 ICAD 国际当代青年

美术设计大赛 ” 
202107 

铜奖×3 
优秀奖×

1 

国际青年美术
设计协会 

卢妙玲 2019 
2021 第十五届“创意中国”

设计大赛 
202109 

三等奖×
1 优秀奖

×2 

北京中外视觉
艺术院 

卢妙玲 2019 
第三届中国（宁波北仑） 青

年漆画大展 
202109 入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郭洁琳 2019 
第三届中国（宁波北仑）青

年漆画大展 
202109 入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胡顾宛 2019 
“献礼建党 100 周年”第五

届福建省迎春画展 
202101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胡顾宛 2019 
第十二届中国高校美术作

品学年展 
202103 优秀奖 

北京中外视觉
艺术院 

胡顾宛 2019 
首届闽台两岸大学生美术

作品大赛 
202103 三等奖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林嫚儿 2018 
“八闽丹青奖”第三届福建

省美术双年展 
202106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温云钦 2018 
“八闽丹青奖”第三届福建

省美术双年展 
202106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温云钦 2018 
首届闽台两岸大学生美术

作品展 
202103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温云钦 2018 
“献礼建党 100 周年”第五

届福建省迎春画展 
202101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温云钦 2018 
“意之大者”第八届福建省

写意画大展 
202111 

优秀作品
奖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陈皓静 2019 
第三届中国当代陶瓷艺术

大展 
202109 入选 

中国美术家协
会 

陈皓静 2019 
瓷的精神—2021 景德镇国

际陶瓷艺术双年展 
202111 入选 

景德镇陶瓷大
学 

陈皓静 2019 福建省建党 100 周年雕塑展 202105 入选 
福建省雕塑学

会 

张文君 2019 2021 美国 blackand withe 202106 入围 
colors of 
humanity 
gallery 

张文君 2019 “shape of gery” 202107 入围 
Art room 
gallery 

张文君 2019 
“painting and 
photography” 

202109 决赛 
Art room 
gallery 

林增玲 2019 
“八闽丹青奖”第三届福建

省美术双年展 
202106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林增玲 2019 第五届迎春画展 202101 入选 
福建省美术家

协会 

本学位点认真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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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精神，引导学

生投身教育行业，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2021届授学位数 13人，就业主要分布在高等教育单位、

中初等教育单位、民营单位及从事自由职业。毕业生的专业能力、综

合素质受到用人单位好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总体满意度高。用人单

位表示本学位点培养的毕业生道德品质良好，能快速适应工作岗位需

求，认真负责，做事严谨细致。专业功底扎实，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

可塑性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