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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美术学学位授权点建设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

湖南科技大学 1995 年开始招收美术学专业本科生，2006 年获得硕士学位和

相关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美术）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得艺术学一

级学科硕士授予权，2011 年经调整获得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是湖南科

技大学传统学科和湖南省“双一流”建设学科和校级重点学科。学院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以追求卓越、服务社会需求的办学理念，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本

土地域特色，形成了特色鲜明以及完备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2.研究方向

（1）美术创作研究

本方向以美术本体语言为研究基础，注重中西美术创作表现形式、创作方法

论、创作材料和美术语言的研究。在中国画创作方法、油画创作方法、水彩画创

作方法、版画创作方法、中国书法书写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特色。在中国画

创作研究方面，立足中国画本体性理论与创作的基本框架，整合中西绘画的美学

思想，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创作方法。在油画创作研究方面，结合中西各艺术流派

的优秀作品，研究油画的材料技法及表现方式，并融入本民族视觉文化特质和时

代精神进行艺术创作。在水彩画创作研究方面，以水彩画本体语言为基本架构，

注重技法与材料的表现研究。在版画创作研究方面，注重版画本体语言与创作观

念多元化发展，探索技法层面现代版画的各种表现语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版画

创作方法体系。在中国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书法学理体系

与技法体系的理解与掌握，强调书法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个性化探索。

（2） 美术材料与媒介研究

本方向以实践性探索研究方法为主，注重对美术材料与媒介的研究，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在传统美术材料与媒介、新材料语言媒介、综合材料与媒介等三

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该方向在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版画、雕塑、

陶艺等新材料语言媒介研究方面致力于中西方传统美术材料与媒介研究，注重对



新的美术语言、材料、工具、综合技法与实验语言的探索，关注材料的综合性、

表现性和探索性，在艺术表现形式、技法语言与新媒介等方面进行深层面的探索

与研究。

（3） 美术史论与美术批评研究

本方向主要以中外美术史、美术理论与美术批评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外美术

的发生、发展以及产生的不同流派和有影响力的美术家，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美

术家所具有的独特艺术表现语言和形式。在研读美术理论著作、美术文献，分析

美术作品的基础上，以理论分析揭示美术作品、美术现象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培养学生采用历史研究法、理论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发现和解决美术实

践中提出的问题，推动美术的积极发展。

3.师资队伍

专业领域师资的结构和梯队情况：本领域现有在编导师 27 人、兼职导师 2

人、专业理论课教师 4人。（1）职称结构：正高职称 9人占 33%；副高职称 11

人 占 41%；讲师 7人占 26%。（2） 学历结构：博研 4人占 14.8%；硕研 9人占

33%；本科 14 人占 52%。（3）年龄结构：60 岁以上 1人占 3%；60－50 岁 11 人

占 40%；50-40 岁 8 人占 37%；40－30 岁 5 人占 20%。（4）学缘结构：最高学历

获得外校硕士学位（含研究生）比例 48%；专任教师获得博士学位比例 11%。

表 1：专业领域方向主科指导教师汇总表

序 号 姓 名 出生年月

与指导方向有关

的学历/学位、毕

业专业

职称
专职/
外聘

指导

专业

方向

1 文牧江 1970.09
本科/学士

美术学
教授 专职 方向 1

2 禹海亮 1963.08 本科/美术学 教授 专职 方向 1

3 杨国平 1958.05 本科/美术学 教授 专职 方向 1

4 付小明 1974.05
本科/学士

美术学
副教授 专职 方向 1

5 戴一黎 1964.05 本科美/术学 副教授 专职 方向 1

6 郑先觉 1976.10
研究生/博士

美术学
副教授 专职 方向 2

7 杨薇 1988.1
研究生/硕士

美术学
讲师 专职 方向 1

8 王奇志 1972.01 本科/美术学
二级美术

师
外聘 方向 1

9 邹正洪 1964.10 本科/美术学 教授 专职 方向 2



4.培养条件

本学科拥有艺术学院实验室，艺术创作与产业化研究生等平台，建立了先进

的数字摄影工作室、版画工作室、陶艺工作室、计算机图形工作室、雕塑工作室

等相关实践工作室；设立有中国画标准化人体画室、油画标准化人体画室、水彩

画标准化人体画室以及中国画、油画、水彩画临摹室、中国画装裱室等专业实践

工作室。

10 赵湘学 1980.06
研究生/硕士

美术学
教授 专职 方向 2

11 朱效刚 1975.10
研究生/硕士

美术学
教授 专职 方向 2

12 刘新华 1963.06 本科/美术学 副教授 专职 方向 2

13 刘 坚 1969.10 本科/美术学 副教授 专职 方向 2

14 王奎永 1970.04
本科/学士

美术学
副教授 专职 方向 1

15 孙兰 1979.01
研究生/硕士

美术学
讲师 专职 方向 2

16 龚 畅 1980.06
研究生/硕士

美术学
讲师 专职 方向 2

17 付 红 1981.08
研究生/硕士

美术学

国家二级

美术师
专职 方向 2

18 李毅松 1962.12
本科/学士

美术学
教授 专职 方向 3

19 周 平 1963.01 本科/美术学 教授 专职 方向 3

20 尹建国 1965.3 本科/学士美术学 教授 专职 方向 3

21 王洪斌 1977.06
研究生/博士

美术史论
副教授 专职 方向 3

22 雷永明 1973.11
研究生/硕士

美术学
副教授 专职 方向 3

23 廖志鹏 1972.11
研究生/硕士

哲学
副教授 专职 方向 3

24 陈雅倩 1988.11
研究生/博士

美术史论
讲师 专职 方向 3

25 张 青 1971.04
研究生/博士

美术史论
讲师 专职 方向 3

26 朱竞生 1969.09
研究生/硕士

美术学
讲师 专职 方向 3

27 韩克涛 1971.6 本科/美术学 讲师 专职 方向 3



表 2：教学设备、专业教室、实践展示场所简况表

5.培养经费

本学位点培养经费充足，能够满足培养需要。学校目前给本领域学生人均经

费投入 2.2万元/年，用于课程教学与日常管理；学生人均获奖助学金资助 1万元

/年，各项经费人均投入共计约 3.2万元/年。同时，学生可申报国家奖学金（2.0

万/年/人），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奖（2.0 万/年/人）。

序 号 设备、教室、场所等名称 数量 总面积 适用专业领域、方向

1 丝网印台及配套设备 8套 — 美术领域（版画）

2 箱式晒版机 2套 — 美术领域（版画）

3 铜板印刷机 2套 — 美术领域（版画）

4 木版印刷机 2台 — 各专业领域

5 台式电脑 7台 — 各专业领域

6 笔记本电脑 3台 — 各专业领域

7 投影设备 1套 — 各专业领域

8 装裱机 1台 — 各专业领域

9 数码照相机 4台 — 各专业领域

10 高清仿真名画（油画、中国画） 120 幅 — 各专业领域

11 专业画架及材料柜 30 套 — 各专业领域

12 实物展台 8台 — 各专业领域

13 底图柜 6套 — 各专业领域

14 水彩人体画室 1间 117 ㎡ 美术领域（水彩）

15 中国画人体画室 1间 120 ㎡ 美术领域（国画）

16 油画人体画室 1间 143 ㎡ 美术领域（油画）

17 研究生创作教室 4间 320 ㎡ 各专业领域

18 研究生导师工作室 15 间 600㎡ 各专业领域

19 版画基础工作室 7 392 ㎡ 美术领域（版画）

20 雕塑实践工作室 6 900 ㎡ 各专业领域

21 摄影基础工作室 3 168 ㎡ 各专业领域

22 计算机图形工作室 1 126 ㎡ 各专业领域

23 研究生多媒体教室 3间 150 ㎡ 各专业领域

24 图书资料室 1间 80 ㎡ 各专业领域

25 展览厅 1个 400 ㎡ 各专业领域

26 展览厨窗与展示墙 6组 100m 各专业领域



二、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 制度建设完善和执行情况

2021 年是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年，学校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相

关文件精神，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相关管理制度。包括《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工作实施细则》、《主管领导、学位点负责人、学位点培养方向负责人和秘书职

责》、《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研究生教学管理规定》、《研究生培养

档案管理办法》、《2021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细则（试行）》等，进一步

促进了研究生培养管理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下发的管理制度，积极开展学习教育

部关于《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

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精神，并及时向广大师生传达学校相关要求。在

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论文查重以及论文答辩环节中从严把关，先后有多

名同学被延期查重和延期答辩，并将情况及时通报导师，严格落实导师责任制，

同时加强对没有顺利完成各环节研究生的教育，要求他们端正态度，加强与教师

的联系，同时要求没有顺利答辩的研究生正确对待评审结果，尊重评委的集体决

定。

强化新形势下研究生教学与培养管理职能，进一步明确院分管领导、研究生

秘书，以及学位点方向负责人工作职责，有效保证了培养环节的顺利实施与管理

质量。

2.思政教育

深入推进实施思想政治领航工程，探索“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强化思想政

治引领，开展了理想信念教育、党委书记上党课、诚信教育、疫情期间党员怎么

做等系列活动，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并且集中理论学习，到韶山参观、

观看电影《半条棉背》等丰富多彩的学习形式，提高了学生党员的政治热情。

严格党员发展程序，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确保了发展工作的有序进行。

充分发挥学院分党校的作用，合理设置培训课程，2021 年研究生积极分子 71 人，

列入党员发展计划名册 58 人，发展预备党员 18 名，转正 7名。

自疫情发生后，学院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动员研究生投身防控疫情工作，关



注疫情动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学校

学院党委有关工作要求，采取一系列举措不断加强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以实践活动基地为依托，搭建了校内外双重实践教育平台；组织研究生参加

公共文化服务和义务支教活动，举办“樱花杯”艺术节，第三届齐白石大学生文

化艺术节，组织研究生参加湖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3.课程教学

优化课程方案，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需求导向、人本导向、前沿导向”原则。注重课程

思政和对学生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立足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特色，调整课程内

容、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实行公共课改革，强化“学科前沿讲座”类和“专业

技术前沿讲座”类课程；建立严格的课程审查机制，课程思政内容、校本课程、

自编教材等由督导团全方位审核。

注重质量监控，建立规范严谨的督导体系。

贯彻落实《湖南科技大学关于全面推进卓越研究生教育计划的意见》精神，

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加强培养环节全程监控，形成培养环节“记录链”和培养

问题“追踪朔源”诊断机制；严格执行《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学礼拜”主题

活动实施办法（试行）》，采取督导听课、专项调研和培养过程巡查等形式，规

范研究生培养过程与环节；严格学位论文原创性审查，加大学位论文集中送审比

例，建立了校、院两级研究生教育督导制度，对培养过程全程督导。

强化课程实践，形成项目驱动式艺术实践模式。

逐步形成研究生课程教学与艺术实践模式，从“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嵌入式实

践”、“跨专业领域选修课程”和“导师组互动中传递实践经验” 三个方面着

力，鼓励在理论教学中加强实践案例分析，在专业课教学中注意理论梳理与归纳；

注重项目驱动，鼓励学生参与各级展览的创作实践活动，支持研究生参与导师的

创作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全方位了解艺术实践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过程，鼓励研究

生自行组织策划中期汇报展、毕业汇报展，提高学生的组织策划能力。

4.师资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 2021 年度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新增导师人 3名，一位位导

师晋升高一级职称。本年度开展学术讲座 4场；本年度研究生参加校内外学术活



动 190 人次。聘请殷双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讲《超写实到超现实

——中国油画的现代转型》讲座；聘请唐衍超-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旅美钢琴

演奏家讲《内心的聆听——隐藏在乐谱中的密码》讲座；聘请金沙-湖南省音乐

家协会副主席《发现生活表现生活——大型交响叙事组歌《苗寨的故事》创作体

会》讲座；聘请向彬-中南大学教授、美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讲《艺术美感与诗

意人生》讲座。

5.培养条件建设

艺术学院现有美术楼、雕塑教学楼、九教、十教等教学场地，有研究生专业

画室 4间，研究生教室 7间，导师工作室 15 间，理论多媒体教室 3间，图书资

料室 1间，展厅 1个、展示橱窗 100m。实践教学场地达到 6000 余平方米。拥有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项目艺术实践中心，省级研究生实践基地“美术创作

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仪器设备总计 2045 台件，资产总值近

1500 万元，学校图书馆文献总量 511.01 万册，其中纸质藏书 246.74 万册，学

院资料室现有藏书 1万余册，期刊 60 多种，能满足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需要。

2020 年度新增研究生画室 2间共 80 平米，新增教学所需投影设备和扫描仪

各一台。进一步加强了美术创作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的建设。

6.科学研究工作

2021 年专任教师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作品 40 余篇幅，作品入选省

级及以上展览 10 多人次，出版教材、专著、画册 10 余册。获得省厅级科研立项

项目 4项，纵横向科研经费 120 余万元。

2021 年美术学研究生学生在读期间获奖并各类展览 55 幅，发表期刊论文 33

篇。科研创新项目立项 2项，往年项目结项 2项。

表 3：2021 美术学研究生获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获奖情况

1 刘珊 第二届湖南省高校毕业生美术作品展览 2021.6 入选

2 刘珊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湖南省大型美术作品展
2021.6 入展



3 张艺 第二届湖南省高校毕业生美术作品展览 2021.06 入选

4 张艺 陕西省大学生书画篆刻展 2021.06 入展

5 舒丽群 第十二届中国高校美术作品学年展 2021.3 优秀作品

6 温迪雅 第十二届中国高校美术作品学年展 2021.3 优秀作品

7 温迪雅 “盛世丹青”—湖南省城市画院书画作品联展 2021.2 入选

8 温迪雅 2021 向阳而生—湖南省工笔画学会年度展 2021.3 入选

9 温迪雅 第二届湖南高校毕业季美术作品展 2021.6 入选

10 何香 第二届湖南高校毕业季美术作品展 2021.6 优秀作品

11 冉羽西
入选“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湖南省大型美术作品展
2021.6 入选

12 陈宇 湘潭市欢乐潇湘，大美湘潭书法摄影艺术大赛 2021.8 一等奖

13 陈宇 国青杯第五届艺术设计大赛 2021.6 二等奖

14 阳鹏程 第五届吉林省油画双年展 2021.8 入选

15 龙盼 第五届吉林省油画双年展 2021.8 入选

16 胡丽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湖南省大型美术作品展
2021.7 铜奖

17 宁华雨
“百年风华 百花齐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第八届重庆市美术作品
2021.7 入展

18 胡丽 国青杯第五届艺术设计大赛 2021.6 三等奖

19 宁华雨 国青杯第五届艺术设计大赛 2021.6 一等奖

20 黄静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湖南省大型美术作品展
2021.7 入选

21 胡媛 2021 年“全国艺术风尚作品评选大赛” 2021.6 一等奖

22 胡媛 国青杯第五届艺术设计大赛 2021.6 三等奖

23 萧秋叶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第二届京津冀青年艺

术双年展
2021.8 入展

24 陈瑶 第 12届中国高校美术作品学年展 2021.3 优秀作品

25 陈瑶 “素心若雪”第七届全国女艺术家优秀作品展 2021.5 入展

26 陈瑶 第二届河北青年美展 2021.6 入展

27 陈瑶 2021 迎“三八”河北女画家艺术作品展 2021.3 入展

28 陈瑶 2021 年海门区迎春书画展 2021.1 入展

29 陈瑶 “花海汉中，锦绣家园”绘画作品展 2021.3 入展

30 夏贞玲 2021 迎“三八”河北女画家艺术作品展 2021.3 入选



31 夏贞玲 第二届河北青年美展 2021.6 入选

32 陈琬晴
《守护未来的希望》第十二届中国高校美术作品学

年展
2021.1 优秀作品

33 陈琬晴 《凝望》国青杯第五届艺术设计大赛二等奖 2021.6 二等奖

34 王萌
2021 年 7 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作品

展
2021.7 优秀奖

35 陈张谷子 《百舸争流》国青杯第五届艺术设计大赛 2021.06 一等奖

36 陈张谷子 《佤族新居》入选第二届河北青年美展 2021.06 入选

37 吴洁 第二届河北青年美展 2021.06 入选

38 缪杨柳 国青杯第五届艺术设计大赛 2021.06 二等奖

39 缪杨柳 第二届河北青年美展 2021.06 优秀奖

40 田雨 河北省全国大学生作品展 2021.06 优秀奖

41 田雨 盛世丹青——湖南省城市画院联展作品 2021.05 入选

42 曾文君 河北省全国大学生作品展 2021.06 优秀奖

43 吴晃平 河北省全国大学生作品展 2021.1 入展

44 胡士坤 川流不息-2021 四川油画展 2021.1 入展

45 胡士坤 2021 发现雁山-广西美术作品展 2021.7 入展

46 胡士坤 第八届湖南省青年艺术节 2021.12 银奖

47 胡灏东 湖南省第七届新人新作展 2021 入展

48 胡丽 《秋思》首届中国水彩静物展 2021.12 入选

49 欧阳丽君 《帘栊》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 2021.12 入会资格

50 宁华雨 第八届湖南省青年文化艺术节 2021.12 铜奖

51 宁华雨 河北省全国大学生作品展 2021.11 入展

52 宁华雨
“永远跟党走”2021 中国青少年书法美术征集展示

活动
2021.1 入展

53 张博新 河南省第二十六届美术新人新作展 2021.5 入展

54 周靖淋 《休雨季节》第八届湖南省青年文化艺术节 2021.12 金奖

55 阳鹏程 《莲城之秋》第八届湖南省青年文化艺术节 2022.12 金奖

表 4：2021 年美术学研究生论文发表情况汇总表

序号 论文(著作、作品）题目
研究生

姓名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年/

月）

1 《杨琼神道碑书法风格研究》 张艺

《艺术大观》，2021 年 2 月

中旬刊总第 5期，第 122-123

页

2021.02



2 《文心雕龙》选录 张艺
《美与时代(中)》，2021 年 2

月，第 127 页
2021.02

3 亘古悠悠 许振坤
《美与时代》第 885 期，第

119 页
2021.03

4 云来山更佳 许振坤
《美与时代》第 885 期，第

119 页
2021.03

5 山雨欲来风满邨 许振坤
《美与时代》第 885 期，第

119 页
2021.03

6 山乡秋韵 许振坤
《美与时代》第 885 期，第

119 页
2021.03

7
《水墨介入装置艺术语言探

析》
程羲

《收藏与投资》2021 年第三

期，第 141-144
2021.03

8 《翠岭迷烟》 程羲
《艺术大观》2020年第 29期，

第 2页
202110

9 《花影》 杨若兰
《明日风尚》2021 年 3 月

（2021 年第 7 期），第 11页
2021.03

10 《向上》 黄艳梅
《明日风尚》2021 年 3 月

（2021 年第 7 期），第 11页
2021.03

11
浅析颜真卿晚年书风的转变

——以《大唐中心颂》为例
周鑫畅

《东方收藏》2021 年 4 月，

60-61 页
2021.04

12
论宋徽宗对当代工艺美术的

作用及影响
吴晃平 今古文创 2021 年第 14 期 2021.4

13
试析毕沙罗绘画创作的情感

表达
杨婷羽 艺术评鉴 2021 年第七期 38 2021.04

14
楚雄彝族服饰刺绣中山茶花

图案的当代性探究
杨婷羽

中国民族美术 2021年第一期

100
2021.05

15
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画派追求

“油画民族化”的特点
阳鹏程 西部皮革 2021 年第八期 2021.8

16
八大山人绘画“尚简”的审美

趣味探析
陈瑶 明日风尚 2021 年第 22 期 73 2021.8

17 作品《乡音》 陈瑶 艺术家 2021 年总 271 期 06 2021.7

18 作品《寂》 陈瑶 艺术家 2021 年总 271 期 06 2021.7

19 作品《冉秋》 王嘉文 艺术家 2021 年总 271 期 05 2021.7

20 《着红衣的女子》 万云祥 《明日风尚》 2021.5

21 作品《一隅》 夏贞玲 美与时代 2021.06

22 作品《重合尝试》 夏贞玲 艺术家 2021.04

23 《农民的笛声》 陈琬晴 《艺术家》第 268 期 2021.04

24
《从<赤壁赋>到赤壁图—跨

越时空的对话》
梁艳

《风景名胜》第 382 期 325

页
2021.03

25 《无题》 缪杨柳 明日风尚 2021.04



26 《闻乐》 缪杨柳 中国文艺家 2021.04

27 《六合一且生二相》 胡煜迪 明日风尚 2021.04

28
论元代墨竹图的特点及美学

观
周伟 风景名胜 第 382 期 110 页 2021.03

29 《竹林游》 胡媛 《明日风尚》 2021.9

30

《“达其情性，形其哀乐”—

—孙过庭《书 谱》抒情观研

究》

段晓雪 《明日风尚》 2021.9

31 作品《老房子》 阴媛慧 《明日风尚》 2021.07

32
《陈洪绶文学插图中的图像

特征表现》
佘琼 《河北画报》 2021.11

33 《亭亭清绝》 佘琼 《美与时代·美术学刊》 2021.12

表 5：2021 年美术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立项及往年项目结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编号 备注

1 丝网版画艺术语言在革命题材创作中的应用 郑云丹 CX20211031 立项

2 湖南地区乡村振兴主题油画创作实践研究 阳鹏程 CX20211032 立项

3
版画介入红色文化旅游文创产品创作 ——以彭德怀

纪念馆为例
龙澈虹 CX20190832 已结题

4 湖湘石窟造像图像学研究 胡 随 CX20190833 已结题

7.招生与培养

圆满完成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

2021 年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考生 23 人，录取的硕士

研究生为 11 人，年平均录取率为 47.8%。从生源结构上来看，报考本学科硕士

点的主要生源来自于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少量外省高校应届毕业生，总体录取

比例平均约在 45%左右。

顺利完成研究生培养管理日常工作

（1）按计划完成研究生培养工作。顺利开展组织完成了开题、中期检查工

作，完成 2018 级学术型硕士毕业生的查重、预答辩、答辩、学位评审等工作。

完成本年度上半年毕业生的毕业答辩、审核、材料整理、归档等工作。

（2）组织完成艺术学院 18、19 级美术学硕士专业创作期末汇看，19 级学



术型论文中期检查；20 级学术型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19 级美术学期末汇看及

作品的中期检查等。

（3）严格按程序组织完成了本年度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评比，组

织对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评奖评优的细则的修改与完善。完成了 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控国家数据平台”实验室相关数据的报送。

（4）积极准备 2021-2025 硕士学位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前期工作，制定了评

估工作方案，成立了学院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8.就业发展

研究生就业率 90%以上，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企业和事业单位。本学位点对

部分用人单位（约 30%）的初步调查，从调查的结果看，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

业生的敬业精神、适应能力等予以充分肯定，满意度达 80%以上，用人单位普遍

认为，本学位点毕业生基本功扎实、专业能力较强、发展有后劲，工作上能很快

成为部门或单位的骨干，用在工作中都表现出较高的专业素养与敬业精神,说明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质量好，能够适应人才市场与社会需要。

9.论文质量

注重学位论文质量，严谨控制学位论文的各个环节，论文选题、开题报告、

中期检查、预答辩、毕业答辩等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是导师负责把关，导师组

集体评议，研究生必需有计划、有步骤、按要求完成各个环节。我校研究生学位

论文采取盲审制度和抽签查重制度，本学位点有学生毕业以来，送盲评和抽签查

重的论文合格率 100%，70%以上的良好。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科特色不够明显，学科优势不够突出。

2.师资队伍建设存在差距且面临的困境。本学位点目前高职称、高学历人才

占比偏低，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存在断层现象。全国高校推进“双一

流”建设，人才竞争加剧，我校地理环境位置、学科低位、人才引进政策的吸引

力不够突出，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引进困难；教师重实践、轻理论的思维意识较

强，而学校的职称评审条件对项目和论文的要求较高，现有教师晋升高一级职称

困难；学位的教学与科研团队建设乏力。



3.学科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存在不足。本学位的学科评估各项指标体系

与高水大学的要求差距较大，学科建设思路不够清晰、力度不强。研究生教育改

革发展步伐需进一步加快，研究生教学研究、教学改革、课程建设、质量监控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弱。

4.实践教学与学术交流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研究生创新基

地数量较少，师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度需进一步加强。学校或学院举办的展览或

高水平学术会议与论坛较少，国际交流活动还有待突破。

5.教学质量与高水平大学要求存在差距。本学位点研究生科研成果数量上

较为可观，但整体质量不高，尤其缺乏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毕业论文盲

审与抽检合格率高，但省级、校级优秀论文少。

四 、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完成 2022 年度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按时间节点完成研究生日常管理、教学安排和过程管理工作。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组织新增导师申报、认定工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组织一次以上研究生导师培训会议。计划下一年度引进博士 1-2 人，争取一人晋

升更高一级职称，适当聘请高水平校外导师。

4、积极开展研究生学术活动，加强研究生科研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主

办各种研究生论坛或学术讲座活动 10 次以上。

5、按时间节点组织完成课程教学和培养环节管理。1）精心组织研究生教学

管理、培养过程等常规工作，进一步强化过程管理。2）进一步强调研究生艺术

实践与创新创业的重要性，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加强研究生科研能力与创新精神

的培养。3）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控。

6、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管理，制定相关研究生教学管理、实践环节管理，

导师管理、研究生导师绩效管理、师德师风建设，各学位点实践课程管理与评价

实施细则等管理办法。

7、强化实践教学与研究生学术交流。精心组织研究生实践教学环节，加强

实践教学基地、研究生创新基地建设，在建设好创新基地齐白石纪念馆的基础上，

根据研究生人数和实践需要，进一步新增基地创新基地与教学基地。鼓励在读研

究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和高级别展览，开阔学术视野，增长见识。

8、提升学位论文水平。强化学位论文的过程管理，强化导师责任制，发挥



导师组在提升学位论文中的作用，争取获得更多的校级、省级优秀论文。

9、积极组织配合研究生学院其他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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