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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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与博物馆学

专业代码： 060104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历史学 历史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 历史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16-07-18

专业负责人： 王凌川

联系电话： 1370798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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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104 专业名称 文物与博物馆学

学位 历史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历史学类 专业类代码 0601

门类 历史学 门类代码 06

所在院系名称 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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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凌川 男 45
中国历史

文物与考古技术
文化遗产学

讲师 清华大学 设计学 博士 文物修复
与鉴定 专职

翁彦俊 男 41
文物保护管理
文物保护概论
文物鉴定

副教授 北京大学 考古学 博士 文物修复
与鉴定 专职



 

 

 

核心课程表

 

 

 

李伟信 男 36
博物馆学概论
博物馆陈列设计
考古学通论

讲师 华南理工
大学 材料学 博士 文物修复

与鉴定 专职

陈 猛 男 32
陶瓷工艺基础
中国科学技术史
文物学概论

讲师 西安交通
大学材

料科学与
工程 博士 文物修复

与鉴定 专职

陈雨前 男 54
中国陶瓷文化
古代工艺美术

文物分析与检测评估
教 授 中央美术

学院 美术学 博士 古陶瓷研
究 专职

余琍萍 女 55 景德镇陶瓷文化
中国民俗文化 教 授 江西师范

学院
汉语言文

学 学  士 汉语言文
学 专职

梁邦福 男 50 中国古代史
专业文献选读 教 授 华东师范

大学 思想政治 硕士 历史学 专职

操武斌 男 50 器物文化史
投资学概论 教 授 武汉大学 管理学 硕士 历史学 专职

戴强 男 51 世界历史
科技哲学 副教授 江西师范

大学 历史学 学士 历史学 专职

宁左 女 57 技术美学
文物摄影 教 授 景德镇陶

瓷学院 美术学 学士 美术学 专职

李美珍 女 53 艺术概论
中国古代文学欣赏 教 授 景德镇陶

瓷学院 艺术设计 学士 艺术学 专职

王安维 男 52 文化人类学
茶文化概论 教 授 景德镇陶

瓷学院 文学 学士 艺术学 专职

廖志英 女 39 外国工艺美术
博物馆藏品管理 副教授 景德镇陶

瓷学院 美术学 硕士 美术学 专职

郭小丽 女 54 专业英语
中国文化史概要 教 授 武汉大学 历史学 硕士 英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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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学概论 60 4 李伟信 2

中国古代史 36 2 梁邦福 3

中国历史 96 6 戴强 2

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基础 36 2 李伟信 2、3

文化遗产学 72 4 汪凌川 7

考古学通论 36 2 李伟信 3、4

陶瓷工艺基础 36 2 陈猛 3

中国科学技术史 72 4 陈猛 6

文物学概论 36 2 陈雨前 2

文化人类学 36 2 余琍萍 5

文物鉴定（古陶瓷等） 108 6 翁彦俊 2、3

文物与考古技术 108 6 汪凌川 2、3

古代工艺美术 72 4 陈雨前 4

艺术概论 36 2 李美珍 7

文物保护管理 72 4 翁彦俊 3

博物馆陈列设计 36 2 李伟信 5

文物保护概论 36 2 翁彦俊 5

专业英语 36 2 郭小丽 6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汪凌川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讲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中国历史文物与考古技术文化遗产
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景德镇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4年清华大学，艺术学

主要研究方向 中外陶瓷史，器物文化研究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无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无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无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省级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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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李伟信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讲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博物馆学古陶瓷科学技术 现在所在单

位 景德镇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3.06 华南理工大学   材料学

主要研究方向 古陶瓷相关研究、陶瓷防伪技术研究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无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无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无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省级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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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翁颜俊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副教授 行政职务 国教中心



 

 

 

 

 

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务 主任

拟承
担课程 文物保护管理文物鉴定 现在所在单

位 景德镇学院国教中心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6，北京大学，考古学（陶瓷考古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 2016.12，北京大学，考古学（陶瓷考古方向）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无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无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无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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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陈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讲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陶瓷工艺基础中国陶瓷科技史 现在所在单

位 景德镇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6年，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 陶瓷材料研究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无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无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无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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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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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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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台/件）



主要设备

 

岗)人数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1

学校名称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景德镇学院 0 0 0 2000年



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增设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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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表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所属门类

专业名称：文物与博物馆学

专业代码：060104

门类：历史学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文物学、博物馆学的系统知识，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

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专营单位、海关、新

闻出版、教育等单位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的博物馆学高级专门人才。

三、基本要求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和人文素养，诚实肯干、严谨细

致；

2.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严谨的作风、良好的修养、科学的思维方式；

3.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热爱文物与博物馆学事业，对本专业的知识能力结

构、主要特点和发展方向有较深刻的了解。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文物学、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

到历史、艺术、文化和科技等综合知识的基本训练，具有文物、鉴赏、研究和文

博事业管理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文物学和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3.具有对人类文化遗存评价、分析、鉴赏的基本能力；

4.了解我国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的国际规

章；

5.了解博物馆对人类文化遗存、自然遗存管理的作用，熟知博物馆的基本职

能和全面的操作管理要求；

6.了解文物修缮、保管的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知识；

7.掌握我国主要文物种类和重要文物实例。



四、培养措施

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课程教学大纲。人才培养

方案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以及

实践环节等。人才培养方案充分体现夯实基础，强化专业，注重技能，努力培养

复合型高素质人才。采用学分制进行教学管理，提倡学生的自主学习。学生在规

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即可毕业。本专

业毕业学分为 165 学分。

专业课（含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是专业教学主要内容，课堂教学和实

践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课堂教学充分注意“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

相长”的原则，注重启发式教学；实践教学充分注意“教师指导、学生操作、问

题主线”的原则，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创造条件运用现代

教育技术进行教学，探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实行课程目标控制。选修课程是

专业教学内容的重要补充，包括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两大类。公共选修课主

要为大学生必修的通识课程，专业选修课分为若干模块，由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

发展方向选择研修。专业实（见）习是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十分重要的环节，

学生可自行联系单位或由学校集中组织，这类实习实行学校和实习单位“双导师”

制。毕业设计（论文）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实行导师制。专业实习和毕业设

计（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可与实习就业同步进行。

课外科技和创新活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历史人文素质和创新能力。学校积极

创造条件为学生介绍学科发展动态，向学生开放专业实训室，参加校内外教学实

训（包括技能实训、企业参观和顶岗实习等），帮助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寻找

研究课题、解决实际问题，检验学习效果，巩固专业思想，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自立自强意识和竞争意识。

社会实践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学校动员和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开

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前往景德镇陶瓷馆、皇窑陶瓷公司等文物、



博物馆相关机构进行实践，让学生了解文物修缮、保管的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知

识，并熟知博物馆的基本职能和全面的操作管理要求。

五、主干学科

文物学、博物馆学、历史学、艺术学

六、主要课程

考古学通论、文物学概论、世界历史、中国古代史、艺术概论、文物与考古

技术、文化遗产学、文物保护管理、中国美术史、古代工艺美术、博物馆学概论、

博物馆实务、博物馆藏品管理、陶瓷工艺基础、文物保护与修复（古陶瓷）等。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专业课程实践、专业综合实习、实训室实验、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

计等。

八、教学计划

1.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计划表（见附表一）

2.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见附表二）

3.教学时间分配表（见附表三）

九、毕业学分要求（见附表四）

毕业最低学分 165 学分。

十、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为 4 年。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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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附表一：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计划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数 各学期周数及周学时数

总

学

时

讲

课

实

践

1 2 3 4 5 6 7 8

考核
方式

15 18 16 16 16 16 16
1

8

公

共

必

修

课

12002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5 45 0 3 考试

12002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6 36 0 2 考试

120021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8 0 3 考试

120021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6 96 96 0 4 2 考试

12002103 形势与政策 2 113 113 0 1 1 1 1 1 1 1 考查



30002101 军事理论 1 30 30 0 2 考试

08002101 大学体育 4 130 32 98 2 2 2 2 考查

050021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3 60 30 30 4 考试

02002101 大学英语 12 260 260 0 4 4 4 4 考试

31002101 就业与创业 1 38 34 4 1 1 考查

小 计 37 856 724 132 16 10 10 11 3 2 1

公共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10 160

12002401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必选） 2 32 32 2

01002401 大学语文（理工科必选） 2 32 32 2

小 计（毕业前修满 12 学分） 12 192 2 2

学

科

基

础

课

文物学概论 2 36 36 0 2 考查

中国古代史 2 36 36 0 2 考试

考古学通论 4 72 72 0 2 2
考试 3

考查 4

文化人类学 2 36 36 0 2 考查

小 计 10 180 180 0 2 4 2 2

专

业

主

干

课

博物馆学概论 4 60 60 0 4 考试

中国历史 6 96 96 0 4 2
考试 1

考查 2

文物鉴定（古陶瓷等） 6 108 108 0 4 2
考试 2

考查 3

文物与考古技术 6 108 108 0 4 2
考试 2

考查 3

古代工艺美术 4 72 72 0 4 考试

陶瓷工艺基础 2 36 36 0 2 考查

艺术概论 2 36 36 0 2 考查

文物保护管理 4 72 72 0 4 考试

博物馆陈列设计 2 36 36 0 2 考查

文物保护概论 2 36 36 0 2 考查

文化遗产学 4 72 72 0 4 考试

专业英语 2 36 36 0 2 考试

中国科学技术史 4 72 72 0 4 考查

小 计 48 840 840 8 8 10 4 4 6 6

专

业

选

修

课

（

分

方

向

模

技

能

操

作

模

块

世界历史 2 36 18 18 2 考查

文物摄影 2 36 18 18 2 考查

文物分析与检测评估 2 36 18 18 2 考查

文物保护材料学 2 36 18 18 2 考查

博物馆藏品管理 2 36 18 18 2 考查

博物馆公众服务 2 36 18 18 2 考查

文

化

综

合

中国陶瓷文化 2 36 36 2 考查

技术美学 2 36 36 2 考查

器物文化史 2 36 36 2 考查

投资学概论 2 36 36 2 考查



块

）

模

块
茶文化概论 2 36 36 2 考查

人

文

素

养

模

块

中国民俗文化 2 36 36 2 考试

景德镇陶瓷文化 2 36 36 2

专业文献选读 2 36 36 2

中国古代文学欣赏 2 36 36 2

中国文化史概要 2 36 36 2

外国工艺美术 2 36 36 2

小 计 20 360 306 54

合 计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30 0 854

素质拓展 10

必修课 93 1840

选修课 32 552

总学分/总学时/周学时 165 2392 159

说明：

1、专业选修共 3 个专业方向模块，即技能操作模块、文化综合模块、人文素养模块，

每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设计的专业方向在第 3-7 学期中，在 3 个模块中共选 10 门课程（共

20 学分）。

2、公共选修课由学校根据情况于每学期末公布下一学期的开设科目，每位学生自第二

学期至第七学期每学期可任选一门（共 4 门 8 学分）。

附表二：

文物与博物馆学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类

别
实践教学项目

学

分
周数 学期 起止周

考核

形式
场所 备注

院

定

实

践

环

节

军事技能训练 1 2 1 -- 考查 校内

军事理论课 1 / 1 -- 考查 校内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 / 1-5 集中分散 考查 校内、外

毕业论文（设计） 5 8 8 考查 校内、外

毕业实习 9 9 8 1-9 考查 校外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1 2 暑期 -- 考查 校外

合 计 19

专

业

实

训

环

节

文物鉴赏实训 2 2 2 17—18 考查 校内 专 业 实 训 环

节 学 分 和 学

时 附 表 一 中

已计入，兹不

复计。

博物馆公众服务实训 2 2 3 17—18 考查 校外

解说研讨实训 2 2 4 17—18 考查 校内

文物艺术摄影实训 2 2 5 17—18 考查 校内

遗址考察 2 2 6 17—18 考查 校外

教学实习 1 2 7 17—18 考查 校外

小计 11 12 周

合 计 30 33 周



附表三 ：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教学时间分配表

学

年

学

期

课堂

教学

专 业

实 训

（实习）

考

试

入学

教育

军事

训练

社会

实践

生产

劳动

毕业设计

（论文）

毕业

教育

机动 合计

一

1 15 1 1 2 （1） 1 20

2 18 1 （1） （1） 1 20

二

3 16 2 1 （1） （1） 1 20

4 16 2 1 （1） 1 20

三

5 16 2 1 （1） 1 20

6 16 2 1 （1） 1 20

四

7 16 2 1 （1） 1 20

8 9 8 1 1 19

合计 113 19 7 1 2 （2） （7） 8 1 8 159

说明：（）内数字表示非集中进行的周数或假期中进行的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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