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景德镇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江西省

专业名称： 雕塑

专业代码： 130403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艺术学 美术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 艺术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16-07-19

专业负责人： 张苏波

联系电话： 13907985332

教育部制



学校基本情况表

 

申报备案专业数据

 

 

 

 

授课教师表

 

学校名称 景德镇学院 学校代码 10894

邮政编码 333000 学校网址 http://www.jcc.jx.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部委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o 985 o 211

现有本科专业数 1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712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0 学校所在省市区 江西景德镇江西省景德
镇市瓷都中大道838号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o经济学 o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464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228

学校主管部门 江西省 建校时间 1977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00年

曾用名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革

景德镇学院是景德镇市属唯一一所“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其前身为景德镇教育学院，创建于1977年。1993年经原国家
教委批准，学校改建为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2013年学校正式升格为景德
镇学院。学校现设有10个系和继续教育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国际教育
中心等教学单位，本、专科专业涵盖了教育学、艺术学、文学、理学、工
学、农学等8大学科门类，形成以文学、理学为基础，以工学为主干，以
艺术设计和教师教育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毕业
生以其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良好，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

专业代码 130403 专业名称 雕塑

学位 艺术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美术学类 专业类代码 1304

门类 艺术学 门类代码 13

所在院系名称 陶瓷美术与设计艺术学院

姓名 性别 年龄 拟任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张苏波 男 52 浮雕基础 教授 景德镇陶
瓷学院 陶瓷雕塑 陶瓷艺术

教育 专职

徐国基 男 53 躯干雕塑 教授 景德镇陶
瓷学院 陶瓷雕塑 陶瓷艺术

教育 专职

陈实 男 44 人体雕塑写生 教授 江西师范
大学

现代教育
技术 硕士 陶瓷艺术

教育 专职



 

 

 

核心课程表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张大民 男 48 着衣人体雕塑写生 讲师 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

新具象雕
塑研究 硕士 陶瓷艺术

教育 专职

张博 女 30 手工成型技法 讲师 韩国圆光
大学

造型美术
学 博士 陶瓷艺术

教育 专职

李超 男 30 肌理语言表达 讲师 韩国圆光
大学

造型美术
学（雕塑

）
博士 陶瓷艺术

教育 专职

黄蔚 女 32 抽象雕塑练习 讲师 景德镇陶
瓷学院 陶瓷雕塑 硕士 陶瓷艺术

教育 专职

洪震颐 女 31 创意雕塑练习 讲师 景德镇陶
瓷学院 陶瓷雕塑 硕士 陶瓷艺术

教育 专职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结构素描 112 16 姜强、汪勇 1

头像雕塑 64 16 黄蔚、张宝青 2

人体结构素描 96 16 唐圣耀、王强 1

躯干雕塑 80 16 李超、黄蔚 2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16 16 江群会、李相武 1

中国美术史 32 16 喻斐、姜胜杰 2

西方美术史 32 16 宁左、朱希睿 3

人体结构雕塑 32 16 张苏波、黄蔚 2

人体写生素描 144 16 刘升辉、胡强 3

浮雕基础 64 16 方漫、陈实 3

立体构成 32 16 陈实、方娟 3

速写 32 16 喻斐、张宝青 4

动物雕塑 64 16 张苏波、张宝青 4

人体雕塑写生 128 16 郑丰银、张博 4

着衣人体雕塑写生 144 16 王亚红、洪震颐 5

手工成型技法 80 16 陈实、方漫 5

肌理语言表达 32 16 李美珍、程云 5

陶艺材料基础 64 16 程云、蒋小兰 6

装饰雕塑基础 48 16 程幸、朱希睿 6

传统雕塑 112 16 乐茂顺、郑丰银 6

陶瓷雕塑制模练习 32 16 陈实、张博 6

现代陶艺II 80 16 张博、徐艳丽 7

抽象雕塑练习 48 16 张苏波、徐艳丽 7

创意雕塑练习 48 16 李超、张博 7

毕业考察 16 16 陈实、方漫、王安维 7

毕业设计（图纸） 96 16 陈实、方漫、王安维 7

毕业制作 112 16 陈实、方漫、王安维 8

姓名 张苏波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设备

 

拟承
担课程 浮雕基础 现在所在单

位 景德镇学院陶瓷美术与设计艺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86.07，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雕塑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陶瓷美术教学与研究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省级1项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国家级2项、省级1项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省级1项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144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申报专业
副高及以
上职称(在
岗)人数

16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450（台/件）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400

学校名称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景德镇学院 滚压成型机 TC400 1 2009年

景德镇学院 烤花炉 1260度高温棉板内胆
，半自动控温，最高
1100度

3 2009年

景德镇学院 1立方气窑 1260度高温棉板内胆
，烧成温度1400度，每
窑用气<20KG

1 2009年

景德镇学院 双层震动筛 1.5KW,不锈钢筛面，上
160目，下180目，自动
排渣

1 2009年

景德镇学院 车模机 数码调速0-600转/分
,离合刹车,功率75W,噪
音<45分贝

44 2009年

景德镇学院 手工印刷台 YP6070玻璃手工台 30 2009年

景德镇学院 拉坯机 230W,0-300转/分，分
体注塑成型水盆，数码
调速

47 2009年

景德镇学院 64 2012年

景德镇学院 苹果工作站 IMAC G5/2.0 32 2006年

景德镇学院 戴尔工作站  DELL T3400 63 2008年



景德镇学院 戴尔台式机 DELL OptiPlex
760DT电脑

32 2009年

景德镇学院 联想台式机 联想启天M430E 120 2012年

景德镇学院 Zprinter三维快速成型机 Zprinter 1 2012年



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为主动适应景德镇城市转型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对雕塑（陶瓷雕塑与现

代陶艺方向）专业人才的需求，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结合学校办学条件及师资情况，学校拟设置雕塑本科专业。

一、申请设置雕塑本科专业的理由

(一) 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传承需要大量高素质工艺美术专业人才

陶瓷文化的历史传承和陶瓷行业的跨越发展需要优秀陶瓷工艺美术人才。作

为享誉中外的千年瓷都，在给世人创造了大量工艺精湛的陶瓷作品的同时，也积

累了丰富的陶瓷制作和装饰经验以及独特的制作技艺，这些经验和技艺成为景德

镇陶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人惊叹和景仰。2006 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

艺和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传承并不断创新景德镇陶瓷艺术是当代景德镇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

是景德镇高校肩负的神圣使命。随着制瓷原料资源的枯竭，景德镇正面临城市转

型，江西省人民政府明确要求景德镇要加快传统工业改造升级，重点培育壮大高

新技术陶瓷和文化创意产业，巩固和提升世界级瓷都文化品牌，建设世界陶瓷艺

术文化展示及交流中心和全国陶瓷产业重要生产基地及教育基地。目前，景德镇

大小陶瓷企业 3000 余家，规模以上企业 112 家，陶瓷从业人员 15 万，但接受过

高级专业系统训练的不足 2 万。景德镇虽然具有培养优秀工艺美术人才的条件，

但不少高素质的陶瓷业新秀学成后都离开了景德镇。人才匮乏直接导致景德镇陶

瓷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目前在景德镇从事雕塑专业的人员很少，所以为了传承景

德镇陶瓷艺术，打造世界级瓷都文化品牌，就需要大量高素质雕塑专业人才。

（二）高新技术陶瓷、陶瓷文化创意和生活陶瓷产业需要大量高素质雕塑

专业人才

作为资源枯竭型的老工业城市，景德镇正紧紧抓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发

展的契机，全方位调整陶瓷产业结构，构建“大陶瓷”格局。大力发展高科技含

量和高艺术附加值的高新技术陶瓷，大力打造以艺术陶瓷为基础的陶瓷文化创意

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生活陶瓷产业。目前雕塑人才在景德镇非常稀缺，自雕塑

瓷厂关闭后，景德镇的陶瓷雕塑水平直线下降。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

见》（景府发[2010]1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尽快形成以高

新技术陶瓷引领的制造产业，未来 5 年，高新技术陶瓷产值比重应占全部陶瓷的

50%以上。仅此一项，经预测，景德镇高新技术陶瓷产业每年需新增高素质专业

人才 1 万人以上，其中雕塑（陶瓷雕塑与现代陶艺方向）类人才 2 千人以上。培

育壮大高新技术陶瓷是现代陶瓷业发展方向，这种人才的需求态势必将会持续很



长一段时间。

重点培育壮大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世界陶瓷艺术文化展示及交流中心是江西

省人民政府对景德镇提出的明确要求。壮大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大量高素质雕

塑人才。根据景德镇市的《实施意见》，景德镇除要继续打造好三宝国际陶艺村、

国际陶瓷创意产业园等文化创意基地外，到 2020 年还将建成 1 万个陶艺工作室，

即新增 6 千左右。以每个陶艺工作室平均 2 位陶艺人员计，需求量就达万人以上，

每年平均 2 千以上，而这方面的人才主要依靠高校培养。

生活陶瓷主要包括日用陶瓷和建筑卫生陶瓷两大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对生活陶瓷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实用，生活陶瓷艺术化已为现代人追求

和崇尚。相关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提升自身品

牌的文化附加值和艺术品位。根据陶瓷企业人才市场调查，未来 10 年，仅景德

镇的生活陶瓷产业就需要高素质工艺美术人才 1.5 万左右，更何况景德镇还担负

着为全国陶瓷行业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的重任。

（三）艺术教育质量的提升需要大量高素质雕塑专业人才

加强对青少年一代进行艺术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

使命，也是国家多年来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提出的要求。目前，景德镇地区有中

小学 6 百余所，美术教师和陶艺教师 3 百余人，这些艺术类教师 80%为我校培养，

大多只有专科学历，且基本集中在市区乡镇学校，农村学校几乎没有专任艺术教

师，甚至不开设艺术类教育课程。按照国家教育部提出的要求，初中以上教师应

逐步达到本科学历，2010 年左右，新补充的中学教师要基本达到本科学历。考

虑到退休补员和普及艺术教育等因素，据测算，到 2020 年，仅景德镇地区就需

要培养培训合格的艺术类教师 500 人以上。中国是陶瓷的故乡，陶瓷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艺是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项目，而今全国各地青

少年校外活动基地大多开展有陶艺活动，但专业的陶艺教师奇缺却是不争的事

实。以一个县级以上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配备 1 名计，全国就需专业陶艺教师 5

千名左右。

二、学校具有良好的雕塑本科专业办学基础

学校雕塑专业拟在陶瓷艺术设计专科专业的基础上设置。陶瓷艺术设计专科

专业创办于 1978 年，至今已培养毕业生 5000 余人。经过 30 余年的持续建设与

发展，该专业已建设为省级特色专业，2011 年，该专业的建设已列入中央财政

支持的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项目。

（一）师资队伍

该专业有专任教师 9 人，专任教师中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1 人，副高以上

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48%；有研究生学历(学位)教师 4 人，占专任教师总



数的 48%。专任教师中有博士 2 人

（二）基础设施

学校有 17000 平方米艺术教学大楼一栋，其中 3000 平方米为陶瓷艺术实训

中心。陶瓷艺术实训中心设有工艺实训室和烧炼实训室（配釉、烧成、施釉），

综合实训室、生活陶瓷艺术实训室（花纸制作、车模、成型），现代陶艺设计实

训室（拉坯、利坯、陶艺手工制作、雕塑）等，陶瓷生产环节的全部实验实训项

目均可在校内完成。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 400 余万元。

该专业已建立校外教学实习实训基地主要有安徽屏山写生基地、庐山摄影与

国画写生基地、佳洋陶瓷有限公司等 10 个。学校图书馆藏书 92 万余册，其中该

专业及相关专业类图书 9 万余册。另有期刊数据库 2 个，该专业及相关专业类期

刊数十种。学校装备有共享多媒体教室 54 间，该专业另配备专用多媒体教室 8

间。有各类计算机和图形工作站 250 台以及三维快速成型机等高端专用设备，可

满足教学需要。

（三）教学科研水平

近五年，该专业教师共承担市级及以上课题 30 余项；发表专业论文 100 余

篇，其中核心刊物发表 40 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30 余部，其中李美珍的《陶瓷

粉彩艺术创作与技法》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江西省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教师在省级以上艺术展示和专业评选活动中获各类大奖 200 余项，其中刘升辉的

《观瀑图》获国家级金奖，乐茂顺的《抱春图》获第六届祖国颂国际书画摄影大

赛金奖，黄萍的《庭院深秋》获第八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银奖，冯绍华的《精

品咖啡具》获第二届中国礼品设计大赛铜奖，程云的《老屋》获江西省第三届职

业美术教育成果一等奖，陈实的《夏之印象》获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奖赛金奖，唐

圣耀的《国魂》获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奖赛金奖。该专业的《陶瓷综合装饰》课程

已建设为省级精品课程，《陶瓷粉彩装饰》已建设为校级优质课程。2016 年，学

校的陶瓷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为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有

省级特色专业 1 个、省级示范专业 2 个、省级精品课程 1 门。

（四）办学效益

景德镇学院陶瓷美术与设计艺术学院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陶瓷艺术

设计和工艺美术类专业人才，截止 2016 年底，仅工作在景德镇的毕业生中就有

国家级艺术大师 20 人，省级艺术大师 192 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263 人，分别

占景德镇现有国家级艺术大师的 20%、省级艺术大师的 41%和高级工艺美术师的

43%。这些毕业生主要分布在轻工业陶研所，省、市陶研所及各高校、中学和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成为景德镇地区陶瓷艺术研究、陶瓷创作和文化创意、文化传

播的中坚力量。在近十年毕业生中，有的就已成为陶瓷艺术界的精英，现任职于



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的工艺美术师冯蕾，先后成功地设计过美国

前总统老布什的金婚纪念瓷、2004 年雅典奥运会的礼品瓷和巴黎卢浮宫的专用

瓷等；毕业生周景伟创办的景德镇玉胰坊陶瓷有限公司，是全国唯一一家为北京

奥运会设计专用瓷的私营企业；毕业生张垚志、杨文静共同创办“小泥人工作室”

设计生产的茶具、陶艺类小饰品和手工艺品，在景德镇旅游市场十分畅销，受到

业内人士的关注。该专业毕业生就业和创业形势令人十分乐观，仅 2016 年的统

计，一次性就业率就已达到 90%，其中近 50%的毕业生在景德镇就业和创业，成

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界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

三、设置雕塑本科专业符合学校学科专业发展规划

根据《景德镇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学校将艺术学作为特色学科加以

重点发展,将雕塑专业作为本科申报专业加以重点建设。本着优势做大、特色做

强的精神，学校还将进一步加大对雕塑（专业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将这一专业

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品牌专业，争取在同类院校相同专业中有特色，在景德镇乃至

赣东北地区艺术学科中有地位，在全省乃至更大区域内有影响，使之为景德镇产

业转型以及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作出积

极的贡献。

四、专业筹建情况

学校 2013 年升级为景德镇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作为首批升本专业加以重

点建设。近几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不断强化本科办学意识，明确了

本科办学基本要求。通过工艺美术本科专业，学习并不断探索本科办学规律和管

理工作经验，到 2016 年本院已开本科专业 3 个，学校 2002 年开始与江西师范大

学联合培养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有十届 300 余名学生毕业，培养质量得到江西师范

大学和社会的充分肯定。二是加强了对陶瓷行业的发展及艺术设计类教育现状的

调研，对学校设置艺术设计类本科专业的可行性及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了分析论

证，对往届学生培养质量进行跟踪调研，并对人才培养方案适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使之更科学，更有针对性。三是进一步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在不断提高在职教

师学历层次和业务水平的同时，加强了优秀人才的引进。近年来，该专业先后引

进硕士研究生 6 名，博士 3 名，尚有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教师各 1

名。根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未来五年除继续鼓励在职教师攻读硕士和

博士，还将引进 12 名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以切实提升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

学术水平。四是继续加强了教学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优化教学实验环境。目前

面积 8000 平方米的艺术实训大楼提上日程，专业图书逐年都得到了补充，教学

条件正在更加完善。

景德镇学院陶瓷美术与设计艺术学院有教学仪器设备总值一千余万元，教学



场所 17000 ㎡，拥有陶瓷艺术实训中心和数字化艺术设计实验教学中心两个实训

教学场所，专业画室 22 间等。其中陶瓷艺术实训中心占地 1000 ㎡，共三层，分

陶瓷工艺区、陶瓷彩绘区 1、陶瓷彩绘区 2 三个部分，能够完成的实训项目有：

综合装饰、陶瓷彩绘、陶瓷造型、花纸印刷、拉坯成型、青花装饰、注浆成型等

十余个陶瓷设计成型类实验设计课程；可以完成从泥到瓷的整个工艺流程。

数字化艺术设计实验教学中心拥有千余㎡的实训场所，拥有动漫三维设计

室、动漫二维设计室、花纸排版设计室、陶瓷造型设计室、3D 成型照排设计室、

喷绘工作室、电脑绘画设计室等设计类实验室，是江西省最早利用有 3D 打印机

进行实训实践教学的院校。可完成的实验训项目有：平面设计、产品设计、展示

设计、VI 设计、动画造型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影视编辑、影视后期、陶瓷花

纸设计、陶瓷产品造型设计、广告设计等几十项设计类实验设计课程。

经过近年的建设，该专业的师资力量不断增强，办学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教

学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办学效益日益显现，社会反映良好，已具备开办雕塑本科

专业的条件。



培养方案表

 

一、专业名称、代码、所属门类

专业名称：雕塑

专业代码：130403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艺术学 美术学类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是以坚持素质和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定位，突出

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能力的运用，着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立足

于景德镇地方经济社会展，为艺术领域，尤其是本地陶瓷艺术产业输送合格人才。

在办学类型方面以教学型高校为定位，坚持以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为重点，培

养市场需要的各类艺术人才。

三、培养规格和要求

本专业人才应具有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

1．知识要求

比较全面地掌握陶瓷艺术䇤

�知业�是产掌∀高才的培养能力艺素质：识 素质才目本专方养能力艺素ሀ下知地养为 方素ሀ属掌∀ሀ属
，

属才应培型␀才素质本专人才求素ሀ下知：位才素␀属教位力的培␀本专下知业
市艺才应力的培培类，质

类

教

位

才

养

质

、

要

送

的

输

艺

素

质

才

、

艺



ต识 目本专力

0养持生艺校送养目
ሀ持�业艺术专属␀�、

ਸ਼目维力的艺的属



具有法律意识，自觉

遵纪守法；热爱本专业、注重职业道德修养；具有诚信意识和团队精神。

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人际沟通修养和现代意识。

专业素质：掌握雕塑艺术设计的研究方法；具备专业独立创作能力；掌握科

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具备求实创新意识和严谨的科学素养。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素质；具备完善的心理人格。

四、主干学科

艺术学、美术学、心理学

五、核心课程

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结构素描、人体结构素描、

躯干雕塑、人体结构雕塑、人体写生素描、浮雕基础、立体构成、速写、头像雕

塑、动物雕塑、人体雕塑写生、着衣人体雕塑写生、手工成型技法、肌理语言表

达、陶艺材料基础、装饰雕塑基础、传统雕塑、陶瓷雕塑制模练习、现代陶艺

II、抽象雕塑练习、创意雕塑练习、毕业考察、毕业设计（图纸）、毕业制作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入学教育、军训、英语技能训练、计算机基础训练、社会实践、毕业考察、

毕业设计与制作、毕业答辩。

七、学分分配

通识教育 50 学分、专业教育 145 学分、拓展教育 16 学分，

其中实践教学环节 24周，24 学分，

学生修满 211 学分方准予毕业。

八、学制

基本学制为4年。

九、授予学位

修满规定的学分，符合《景德镇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的毕

业生，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十、教学计划表

教
育
类
别

课
程
模
块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分 配 开
课
学
期

考核
方式总学

时
授
课

实验
实践

周
学
时

通

识

教

育

思

想

政

治

类

必

修

JUB00001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含实践） 3 32+1 周 32 1 周 2 1 考试

JUB00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32 2 2 考查

JUB00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含实践） 3 32+1 周 32 1 周 2 3 考试

JUB0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1 4 64 64 4 4 考查

JUB00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2 2 32 32 2 5 考查

JUB00006 形势与政策 2 96 96 1 1-6 考查

小 计 16 288+2 周 288 2 周

国
防
教
育
类

必

修

JUB00009 军事理论 1 32 32 0 2 1 考查

JUB00010 军事训练 1 2 周 2 周 1 考查

小 计 2 32+2 周 32 2 周

外

语

类

必

修

JUB00011 大学英语 1 4 64 52 12 4 1 考试

JUB00012 大学英语 2 4 64 52 12 4 2 考查

JUB00013 大学英语 3 4 64 52 12 4 3 考试

JUB00014 大学英语 4 4 64 50 14 4 4 考查

小 计 16 256 206 50

体
育
与
健
康
类

必

修

JUB00015 大学体育 1 2 32 8 24 2 1 考查

JUB00016 大学体育 2 2 32 8 24 2 2 考查

JUB00017 大学体育 3 2 32 8 24 2 3 考查

JUB00018 大学体育 4 2 32 8 24 2 4 考查

小 计 8 128 32 96

综

合

类

必

修

JUB00019 大学计算机基础 3 64 34 30 4 1 考试

JUB00020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 2 32 30 2 1 2/6 考查

JUB00021 大学语文（理工科必选） 2 32 32 0 2 3 考查

JUB00022 文献检索 1 16 16 0 1 6 考查

小 计 8 144 108 32

合 计 50 848+4 周 670 178+4 周



教

育

类

别

课

程

模

块

课

程

性

质

课程

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时分配 开

课

学

期

考核

方式
总

学

时

授

课

实
验
实
践

周

学

时

专

业

教

育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YSS01001 结构素描 8 128 96 32 1 考试

YSS01002 头像雕塑 5 80 80 2 考试

YSS01003 人体结构素描 7 112 112 1 考试

YSS01004 躯干雕塑 6 96 96 2 考试

YSS01005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2 36 36 1 考试

YSS01006 中国美术史 3 48 48 2 考试

YSS01007 西方美术史 3 48 48 3 考试

YSS01008 人体结构雕塑 7 112 80 32 2 考试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小 计 41 660

必

修

YSS01009 人体写生素描 10 160 3 考试

YSS01010 浮雕基础 5 80 48 32 3 考试

YSS01011 立体构成 3 48 3 考试

YSS01012 速写 3 48 4 考试

YSS01013 动物雕塑 5 80 4

YSS010144 人体雕塑写生 10 160 128 32 4

YSS01015 着衣人体雕塑写生 9 144 5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小 计 45 720

必

修

YSS01016 手工成型技法 6 96 64 32 5 考试

YSS01017 肌理语言表达 3 48 5 考试

YSS01018 陶艺材料基础 5 80 6 考试

YSS01019 装饰雕塑基础 4 64 6 考试

YSS01020
YSB02026

传统雕塑 7 112 80 32 6 考试

YSS01021 陶瓷雕塑制模练习 2 32 6 考试

YSS01022 现代陶艺 II 6 96 7 考试

YSS01023 抽象雕塑练习 6 96 7

小 计 39 624



教

育

类

别

课

程

模

块

课

程

性

质

课程

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时分配
开

课

学

期

考核

方式
总

学

时

授

课

实验

实践

周

学

时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必

修

YSS01024 实习 3 4 周 8 考查

YSS01025 毕业设计 4 5 周 7 考查

YSS01026 毕业考察 1 1 周 7 考查

YSS01027 毕业制作 7 8 周 8 考查

YSS01028
毕业论文

5
6 周 8 考查

毕业设计报告书 6 周 8 考查

小 计 20 384 24 周

合 计 20 384 24 周

拓

展

教

育

素
质
教
育

选

修
公共选修课（4 门） 8 128 128 3-6 考查

学分小计 8

第
二
课
堂

选

修

参加课外创新创业、技能

拓展、素质拓展、社会实

践及相关证书获取等

8 课外 考查

小 计 8 128 128

拓展教育部分合计 16 128 128

通识教育合计 50 848
+4 周

670 178
+4 周

专业教育合计 145 2004 1770
224

+24 周

总 计 211
2970+
28周

2568
402

+24周



教

育

类

别

课程模块
课程教学 实践教学

总学分 比例

学时 比例 学分 周数 学分

通

识

教

育

公共基础课 848+4 周 31% 50

实践教学 4 3

小计 848+4 周 31% 50 4 3 50 24%

专

业

教

育

学科基础课 660 33% 41 58 27%

专业核心课 720 36% 45 34 16%

专业方向课 624 31% 39 33 16%

实践教学 128 20 24 20 20 9%

小计 145 24 20 145 68%

拓

展

教

育

必修课

选修课 128 5% 16 16

实践教学

小计 128 5% 16 16 16 8%

总 计 100% 211 36 211 100%



类别 实验课程名称
实验

时数

课程

性质

开设

学期

综合性、设计性

实验的个数

课程

实验

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实习
1 周 必修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实习
2 周 必修 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8 必修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8 必修 3

大学英语（一）（二）（三）(四) 50 必修 1-4

计算机强化训练 1 周 必修 2

实习、

实训

类

实践教学环节名称 教学周数 学分 环节性质 开设学期

军训 2 周 1 必修 1

毕业考察 1 1 必修 7

设计、

创作

类

毕业论文
5 6 必修 8

毕业设计报告书

入学教育 1 1 必修 1

实习 3 4 必修 8

毕业设计 4 5 必修 7

毕业设计与制作 7 8 必修 8

拓展

实践

类

活动项目名称 学分要求 项目性质 开设学期

第二课堂教育系列活动 8 必修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