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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学科或专业方向 

河北大学是教育部与河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高校，

地处保定市，毗邻京津，是距雄安新区最近的综合性高

校。艺术设计学科以河北大学“燕赵文化学科群”为依托，立

足京津冀，深耕燕赵传统文化，拓展艺术与科学交叉融合

的学科发展路径，以弘扬优秀燕赵传统文化和助力雄安新

区发展为时代命题。结合艺术学学科发展动态，依托学校

学科优势，形成了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和动画设

计三个专业方向。在 2022 年度，为了适应本学位点新的建

设需求和与国家学科目录相一致，将原有的学科名称“艺术

设计”调整为“设计”，将原有专业方向调整为“视觉传达设

计、环境设计和数字媒体设计”三个专业方向。 

本领域 2012 年提出“为家乡而设计”的实践教学计划，

将“立足于本土，服务于家乡”的理念贯穿于设计实践教学环

节，在多年的探索中，“为家乡而设计”逐步拓展为“设计服

务地方经济”、“设计挖掘本土文化”和“设计关注当下社会”三

大类（商业类、文化类、公益类）设计选题方向。办学思



 

路紧紧围绕设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培养应用型专门设计人才，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这

些关键点。 

师资队伍 

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的师资配备由校内专任与校外兼职

两类教师构成。专任师资以艺术学院教师为主。任课教师

近 80%以上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他们均有扎实的专业

理论功底和相应的实践能力，其余则由实践经验丰富的讲

师构成。核心课教师 100% 具有项目实践操作经验。 

培养环境与条件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现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个，学术硕士学位授权点 4个，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

授权点 4 个。艺术设计于 1995 年招收第一届装潢设计本科

专业；设计学学术硕士于 2003 年开始招生（河北省首

批）；艺术硕士（MFA）艺术设计领域于 2010 年通过全国

艺术硕士指导委员会评估（全国第二批、河北省首批）。

配合人才培养需要，艺术学院设有中国文艺舆情信息研究

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基地、

河北省艺术研究生教指委秘书处、河北省乡土文化与艺术

传承研创基地等机构。 

   艺术设计系还拥有河北大学创意产业中心、河北大学乡



 

建研究中心、河北大学服装服饰研究中心、CIS 研究所、数

字雕刻实验室、丝网印刷实验室、木工实验室、展厅、影

视多媒体实验室等多个独立机构及研究中心，总面积超过

1000 平米。并配有电脑、激光雕刻机、3D 打印机、电脑印

花机、烫印机、喷绘仪、摄影摄像等设备，设备总值近 210

万元。作为支持硕士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平台，可保障研

究生实践操作、线上线下等教学活动的开展。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 

整体情况 

本学科点自 2012 年提出了“为家乡而设计”的教学改革

计划以来，至今已近十年，并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取得了丰

硕的教学成果。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与成熟，以“为家乡而

设计”为核心理念的教学改革始终坚持深化与拓展。本年度

的教学建设中，在制度完善及执行情况、师资队伍建设、

科学研究工作、招生与培养等多个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

成果。为了适应本学位点新的建设需求，本年度将原有的

学科“艺术设计”调整为“设计”，将原有的专业方向调整为“视

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和数字媒体设计”三个专业方向。在

2022 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专业硕士学位水平评估中，本学

位点被评为“C-”级。 

制度完善及执行情况 

1、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在新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中，



 

更加细化了本专业学位申请条件。为强化学生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能力的培养，除增加设计实践

课程的课时量之外，还增加了设计考察和设计理论类多门

课程。在毕业和学位申请环节，除了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

外，还将学术成果要求设定为学位申请的必要条件，并扩

大了选择范围，增加了可选择性，将学术成果类型设定为

“六选四”，增强研究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和学习兴趣的多样

性。 

 

艺术设计专业硕士学位申请条件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数值和要求 

毕业设计创作作品占比 70％ 毕业论文占比 30％ 

自拟要求（六选四） 

1、以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或以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在有

正式刊号的期刊上发表 1篇学术论文或者 2幅作品。 

2、举办 1次个人设计作品展。 

3、获得 1项省级三等奖以上的学科专业竞赛（有获奖证书）。 

4、参与 1次导师的省级横向或厅级纵向及以上课题的研究工作，或参编出版

著作、教材等字数达到 2万字以上。 

5、获得 1项国家专利（实用新型或设计专利）。 

6、参加不少于 6次的学术讲座或学术交流活动。 

（艺术设计专业硕士成果要求） 



 

    2、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创造艺术实践条件，建立

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加大实践环节的学分比例，将强化

专业实践能力作为本专业的重点培养方式并贯穿整个培养

过程。由校内外导师团队密切配合指导，通过案例教学、

工作室制、项目制、工作坊、训练营等进行实践环节的学

习。阶段性实践要与社会实际设计项目实践和专业设计竞

赛等活动相结合，其中集中专业实践不少于半年，专业实

践的内容应与学位论文选题相结合。 

3、督促导师坚持“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原则，导师要

按培养方案为学生制定学习及研究计划，学生按计划完成

并撰写周志，导师定期审阅，同时填写导师指导记录表。 

   4、持续坚持“为家乡而设计”的教学理念，并紧跟时代发

展和社会需求，适时调整了“为家乡而设计”教学理念的具体

内容。将三个专业方向深入融通，立足京津冀，深耕燕赵文

化。积极拓展艺术与科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发展路径，将“为家乡

而设计”教学理念拓展为“设计服务地方经济”、“设计传承本土文

化”和“设计关注当前社会”三大类设计选题方向。 

   5、提高对学生的作业和作品要求。无论以何种形式授

课，课程结束时均须按规定进行认真的考核并评定成绩，

在成绩评定过程中推行“联合评价及节点会审制度”，保证成

绩评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在毕业设计环节，进一步制定

了详尽的毕业展览要求，如展板尺寸的限定、设计作品集



 

的过程记录以及毕业设计实物的数量要求等。 

师资队伍建设 

艺术设计共有专业教师 24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 4人。教授 5人，副教授 13人，讲师 6人。具有硕士生

导师资格教师 16 人，导师均具备本方向专业背景，有扎实

的专业理论功底和项目实践操作经验。在本年度，新晋副

教授 1人，引进博士 1人，为硕士生导师队伍储备了人才。 

科学研究 

     2021至2022年度本学位点教师独立出版专著2部；主

持河北省社科项目课题 4项；主持省级教改课题 3项、校级

教改课题 3项；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级横向课题 7项，到账

经费 340万元；教师发表核心期刊及以上论文 3篇，获得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 4项。并指导学生参加国内国际各项

专业赛事获奖 340项；专业导师还分别入围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办的中国时装画大展、中国环境设计大展；获得美国

“TITAN 泰坦奖”金奖；获得省优秀艺术科研成果一等奖，以

及获得 130多项“优秀指导教师奖”。 

招生与培养 

1、为了培养具备扎实的综合学科知识和具有较高的社

会责任意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素养、团队合作精

神，以及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与操作能力的复合型设计人

才，在招生过程中严格遵守河北大学招生规范与制度，注



 

重综合设计能力评测，选拔专业能力和文化水平双优人

才。为了进一步优化生源，严格把控招生初试与复试评判

标准，并积极主动招收优秀本科院校调剂生源。在近年的

招生中，收获了多名“985”、“211”、“双一流”高校考生，显

著提高了生源质量，进一步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2、在教学改革中，尝试设计实践与本地企业、本土产

业、本地特色资源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在本年度的教学

实践中，持续细化和拓展“为家乡而设计”教学理念，并将此

教学理念更加系统地、深化地融入到新版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培养方案中，将“设计服务地方经济”、“设计传承本土文

化”和“设计关注当前社会”三大类设计选题方向融入到课程建设

中。 

3、艺术设计专业根据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变

化，适时调整了专业课程的结构与课程体系，建成了依托

行业实践、紧跟社会需求的“项目实训”实践教学模式，2021

年度增设了 5个满足专业岗位人才培养要求的示范性校外设

计实训基地，与北京今朝装饰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河

北海逸风传媒有限公司、河北墨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

城规划设计院、知物筑空间整合设计事务所等多家公司签

订了合作协议，为强化实践教学提供了企业平台保障。 

4、鼓励、引导学生参加国内、国际重要设计赛事及设

计活动。将“为家乡而设计”教学思路与设计作品紧密结合，



 

以河北省研究生教指委主办的“河北省研究生艺术创意大

赛”、我院承办的一年一度的“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

科师生优秀作品展”、河北省高校设计类教指委主办的“京津

冀高校类设计专业毕业设计展”等作为基础赛事平台，鼓励

学生参赛。在此基础之上，鼓励学生参加国际、国家级赛

事，依托有更强影响力的专业设计平台推进研究生实践教

学，扩大专业影响力。筛选出“全国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

赛 ”、“研究生艺术创意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节‘学院

奖’ ”、“白金创意国际大学生平面设计大赛 ”、“中国包装创

意设计大赛 ”、“中国环境设计学年奖”等赛事，将参赛活动

引入课堂，为参赛活动提供时间保障，并成立专业设计大

赛教师辅导团队，辅导学生作品参赛参展。为鼓励学生参

赛的积极性，将比赛获得的成绩计入奖学金评定和毕业成

果达标评定之中。 

2022 年度，学生获得了包括“白金创意国际大学生平面

设计大赛”全国金奖、“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

优秀作品展”国家级一等奖、“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国家

级一等奖、“学院奖”全国二等奖在内的 340 项专业赛事奖

项。 

通过参赛与交流，学生不仅接触到先进的设计思维，

了解了专业的前沿发展信息，而且开阔了设计视野。同时



 

参赛也成为学生与社会接轨的重要手段，既提高了设计意

识，又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2022年度部分专业硕士研究生获奖作品 

序号 赛事名称 获奖作品名称 姓名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1 
白金创意国际大学生

平面设计大赛 

《牛排包装设

计》 
胡学菲 国际金奖 2022.12 

2 米兰设计周 
《活着版画创

作》 
田新宇 

国家级一等

奖 
2022.06 

3 米兰设计周 《山海钟灵》 田新宇 
国家级一等

奖 
2022.06 

4 
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

术设计大赛 
《宝藏新疆》 焦俊皓 

国家级一等

奖 
2022.08 

5 NCDA未来设计师大赛 
《山海意象系

列海报》 
田新宇 

国家级一等

奖 
2022.08 

6 

第二届·铸剑杯纪念人

民军工创建九十周年

文化创意大赛 

人民生命健康

之长城 
沈浩 

国家级二等

奖 
2022.01 

7 
第十六届创意中国设

计大奖 

《贪》系列海

报设计 
葛梦凡 

国家级二等

奖 
2022.08 

8 
香港数字艺术设计大

赛 

《杭州柔和湾

酒店空间设

计》 

宋雨静 
国家级二等

奖 
2022.06 

9 
第四届日本概念艺术

设计奖（大陆赛区） 

《龙门天关景

区儿童乐园设

计》 

荣宇 
国家级二等

奖 
2022.05 

10 

第二届铸剑杯纪念人

民军工创建九十周年

文化创意大赛 

《冬奥艺术长

廊志愿活动》 
张紫荆 

国家级二等

奖 
2022.01 

11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

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

品展 

《美的历程》

书籍装帧设计 
杨雨楠 

国家级二等

奖 
2022.04 



 

11 
第四届日本概念艺术

设计奖（大陆赛区） 

《保定街心公

园》 
海晶娴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5 

12 
第四届日本概念艺术

设计奖（大陆赛区） 
《“趣”园》 海晶娴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5 

13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网

络文化节 
《水之旅》 琚华曦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2 

14 

2022米兰设计周中国

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

秀作品展 

《命若琴弦》

书籍装帧设计 
郭凡荻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6 

15 

第二届铸剑杯纪念人

民军工创建九十周年

文化创意大赛 

《非常战

“疫”》 
张紫荆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1 

16 
第四届日本概念艺术

设计奖（大陆赛区） 

《“活在当下”

体育公园》 
荣宇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5 

17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

赛 
《千杯少》 管书鱼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8 

18 
2022中国包装创意设

计大赛 
《合乐小酒》 臧文静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8 

19 日本概念艺术设计奖 
《白熊需要冻

感》 
王月鑫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6 

20 日本概念艺术设计奖 
虎虎生威虎年

泥膜海报设计 
王月鑫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6 

21 日本概念艺术设计奖 古颜再现 王月鑫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6 

22 
2022 ROCA平面与空间

设计奖 
《语言》 李亚芸 

国际铜奖-金

级 
2022.06 

23 
2022 ROCA平面与空间

设计奖 

《最后的影

像》 
李亚芸 

国际铜奖-金

级 
2022.06 

24 2022PREMIO ROCA 

《“心迩”疫

情空间设计研

究》 

张浩 
国际铜奖-银

级 
2022.06 

25 
第二届 ICAD国际当代

青年美术设计大賽 

书籍设计《不

同颜色的悲

伤》 

李亚芸 国际级银奖 2022.07 

26 
BICC中英国际创意大

赛 

《勿以爱之

名》 
张浩 国际级铜奖 2022.07 

27 
BICC中英国际创意大

赛 

《甩掉世界，

做回自己》 
张浩 国际级铜奖 2022.07 



 

28 
BICC中英国际创意大

赛 
《疫情先驱》 张浩 国际级铜奖 2022.07 

29 
2022 SGADC新加坡金

沙艺术设计大赛 

《感官与自

然》 
张浩 国际级铜奖 2022.08 

30 
第二届 ICAD国际当代

青年美术设计大赛 

《众生万相—

社区空间与形

态设计》 

张浩 国际级铜奖 2022.07 

31 
第六届国际环保公益

设计大赛 

《PROTECTION

》 
李亚芸 国际铜奖 2022.04 

32 
第六届国际环保公益

设计大赛 
《守卫》 李亚芸 国际铜奖 2022.04 

33 第二届 BICC 
《幻梦一觉

醒》 
李亚芸 国际铜奖 2022.08 

34 
FA国际前沿创新艺术

设计大赛 
书籍装帧设计 李亚芸 国际铜奖 2022.06 

35 
新加坡金沙艺术设计

大赛 
《网络暴力》 赵浩岳 国家级银奖 2022.05 

36 
第六届国际环保公益

设计大赛 
《春来疫走》 赵浩岳 国家级银奖 2022.04 

37 
第四届香港大学生当

代设计奖 
《燕赵儿女》 张浩 国家级银奖 2022.07 

38 
第三届香港当代设计

奖 

《抑制全球变

暖》 
王月鑫 国家级银奖 2022.03 

39 
第三届香港当代设计

奖 
《恰逢小酒》 葛梦凡 国家级铜奖 2022.01 

40 
第三届香港当代设计

奖 
《欲望》 葛梦凡 国家级铜奖 2022.01 

41 

2022FA国际前沿创新

艺术设计大赛（中国赛

区） 

《风柔日薄春

尤早—酒店空

间设计》 

宋雨静 国家级铜奖 2022.06 

42 
第三届香港当代设计

奖 

《开门杀警示

器》 
吴佳怡 国家级铜奖 2022.02 



 

43 
第三届香港当代设计

奖 

《blind water 

cup》 
吴佳怡 国家级铜奖 2022.02 

44 
第三届国际潮流文化

设计大赛 
《当心后方》 吴佳怡 国家级铜奖 2022.12 

45 
第六届国际环保公益

设计大赛 

保定主题体育

公园设计 
荣宇 国家级铜奖 2022.04 

46 
第六届国际环保公益

设计大赛 

盂县骆驼道景

观设计 
海晶娴 国家级铜奖 2022.04 

47 
第六届国际公益环保

设计大赛 
“病毒”污染 杨磊 国家级铜奖 2022.04 

48 
第六届国际公益环保

设计大赛 
艺起抗议 杨磊 国家级铜奖 2022.04 

49 
2022届大学生广告艺

术学院奖 
圣象小镇 琚华曦 国家级铜奖 2022.08 

50 
第三届香港当代设计

奖·秋季赛 

KLIFE IS THE 

HIGHEST 
李亚芸 国家级铜奖 2022.01 

51 
第三届香港当代设计

奖·秋季赛 
《共存》 李亚芸 国家级铜奖 2022.01 

52 
第四届香港大学生当

代设计奖 

《舍弃和给

予》 
王月鑫 国家级铜奖 2022.07 

53 
第四届香港大学生当

代设计奖 
《冷暖自知》 王月鑫 国家级铜奖 2022.07 

54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

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

品展 

别让“病毒”

成为战争 
杨磊 省级一等奖 2022.01 

55 米兰设计周 “插件”乐园 海晶娴 省级二等奖 2022.04 

56 

第二届铸剑杯纪念人

民军工创建九十周年

文化创意大赛 

《关爱自闭症

儿童》 
张紫荆 省级二等奖 2022.01 

57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

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

品展 

《故的白包装

设计》 
张紫荆 省级三等奖 2022.07 



 

58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

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

品展 

《海子的诗》

书籍设计 
葛梦凡 省级三等奖 2022.04 

59 米兰设计周 
《熊爸熊妈标

志设计》 
田新宇 省级二等奖 2022.05 

60 NCDA未来设计师大赛 
《芭小莎 IP设

计》 
田新宇 省级三等奖 2022.01 

61 米兰设计周 
《龙门天关感

官景观设计》 
张浩 省级三等奖 2022.01 

62 
第四届香港大学生当

代设计奖 

三亚市金鸡岭

景观社区公园

设计 

荣宇 省级银奖 2022.07 

63 
香港当代设计奖秋季

赛 

《故的白包装

设计》 
张紫荆 省级银奖 2022.11 

64 《中国创意设计年鉴》 《 KILL》 李亚芸 省级银奖 2022.07 

65 
香港当代设计奖秋季

赛 

《关爱自闭症

儿童》 
张紫荆 省级铜奖 2022.04 

66 
香港当代设计奖秋季

赛 

《非常战

“疫”》 
张紫荆 省级铜奖 2022.08 

67 
第四届香港大学生当

代设计奖 
望·山 海晶娴 省级铜奖 2022.08 

68 

 2022年学年米兰设计

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

师生优秀作品展 

《福禄寿

喜·纪念邮

票·中国传统

纹样》 

周娟娟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4 

69 

2022年学年米兰设计

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

师生优秀作品展 

《SPARK商业

街品牌形象设

计》 

周娟娟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4 

70 
第四届香港当代设计

艺术奖 

《地摊儿的逆

袭》 
王秀清 省级铜奖 2023.02 

71 
2022第三届铸剑杯文

化创意大赛 

《庆祝人民解

放军建军 95周

年》 

付琛 省区三等奖 2023.01 

72 
第二届 ICAD国际当代

青年美术大赛 

《众生万象-

社区空间与形

态设计》 

张晓晶 铜奖 2022.07 



 

73 
2022AADC - 北美应用

艺术设计 
《流转青春》 付琛 铜奖 2023.01 

74 
2022第三届伦敦中华

艺术交流展 

《名酒杏花

村》 
付琛 铜奖 2023.01 

75 
第三十一届时报金犊

奖 

《古迹之乡》

《武术之乡》

《美食之乡》 

冯悦、

赵兴楠 
铜犊奖 2022.07. 

76 米兰设计周 优设鸡的日常 吴朋博 一等奖 2022.12 

77 铸建杯 文创包装设计 贾子叶 一等奖 2022.12 

78 米兰设计周 
雷锋精神，薪

火相传 
马俊杰 三等奖 2023.02 

79 铸建杯 
泸沽湖畔插画

设计 
贾子叶 三等奖 2022.12 

80 学院奖 
乐虎在手，元

气我有 

刘彤、

张天琪 
三等奖 2022.12 

62 
第四届香港大学生当

代设计奖 

三亚市金鸡岭

景观社区公园

设计 

荣宇 省级银奖 2022.07 

63 
香港当代设计奖秋季

赛 

《故的白包装

设计》 
张紫荆 省级银奖 2022.11 

64 《中国创意设计年鉴》 《 KILL》 李亚芸 省级银奖 2022.07 

65 
香港当代设计奖秋季

赛 

《关爱自闭症

儿童》 
张紫荆 省级铜奖 2022.04 

66 
香港当代设计奖秋季

赛 

《非常战

“疫”》 
张紫荆 省级铜奖 2022.08 

67 
第四届香港大学生当

代设计奖 
望·山 海晶娴 省级铜奖 2022.08 

68 

 2022年学年米兰设计

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

师生优秀作品展 

《福禄寿

喜·纪念邮

票·中国传统

纹样》 

周娟娟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4 



 

69 

2022年学年米兰设计

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

师生优秀作品展 

《SPARK商业

街品牌形象设

计》 

周娟娟 
国家级三等

奖 
2022.04 

70 
第四届香港当代设计

艺术奖 

《地摊儿的逆

袭》 
王秀清 省级铜奖 2023.02 

71 
2022第三届铸剑杯文

化创意大赛 

《庆祝人民解

放军建军 95周

年》 

付琛 省区三等奖 2023.01 

72 
第二届 ICAD国际当代

青年美术大赛 

《众生万象-

社区空间与形

态设计》 

张晓晶 铜奖 2022.07 

73 
2022AADC - 北美应用

艺术设计 
《流转青春》 付琛 铜奖 2023.01 

74 
2022第三届伦敦中华

艺术交流展 

《名酒杏花

村》 
付琛 铜奖 2023.01 

75 
第三十一届时报金犊

奖 

《古迹之乡》

《武术之乡》

《美食之乡》 

冯悦、

赵兴楠 
铜犊奖 2022.07. 

76 米兰设计周 优设鸡的日常 吴朋博 一等奖 2022.12 

77 铸建杯 文创包装设计 贾子叶 一等奖 2022.12 

78 米兰设计周 
雷锋精神，薪

火相传 
马俊杰 三等奖 2023.02 

79 铸建杯 
泸沽湖畔插画

设计 
贾子叶 三等奖 2022.12 

80 学院奖 
乐虎在手，元

气我有 

刘彤、

张天琪 
三等奖 2022.12 

73 
2022AADC - 北美应用

艺术设计 
《流转青春》 付琛 铜奖 2023.01 

74 
2022第三届伦敦中华

艺术交流展 

《名酒杏花

村》 
付琛 铜奖 2023.01 

75 
第三十一届时报金犊

奖 

《古迹之乡》

《武术之乡》

《美食之乡》 

冯悦、

赵兴楠 
铜犊奖 2022.07. 



 

（2022年度部分专业硕士研究生获奖作品） 

 

    5、艺术设计专业严格按照学院要求,制定了较为完备的

教学体系和考核制度,切实加强了教学管理。在教学成果的

检验环节，继续坚持推进“联合评价及节点会审制度”。尤其

在毕业设计环节，以全部研究生导师为主导，并邀请项目

合作企业负责人、业内专家共同对毕业设计作品进行节点

化多次会审指导，根据不同进度要求对毕业设计及毕业论

文提出指导意见，既保证了毕业设计及毕业论文的进度，

也保证了其质量。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受到地域环境、资金、场地等多种元素的影响，距

离达到“以培养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设计人才做为设计专业

硕士”的培养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造成人才输出与社会需

求的衔接不够顺畅，学生综合操作能力不够全面的的现实

76 米兰设计周 优设鸡的日常 吴朋博 一等奖 2022.12 

77 铸建杯 文创包装设计 贾子叶 一等奖 2022.12 

78 米兰设计周 
雷锋精神，薪

火相传 
马俊杰 三等奖 2023.02 

79 铸建杯 
泸沽湖畔插画

设计 
贾子叶 三等奖 2022.12 

80 学院奖 
乐虎在手，元

气我有 

刘彤、

张天琪 
三等奖 2022.12 



 

情况。 

2、师资年龄层次相对单一，教学与科研的后劲不足。

环境设计专业的教师年龄绝大多数处于 45 岁左右，仅有两

名专业教师年龄在 35 岁以下。缺乏老中青合理组合的师资

梯队，导致专业知识结构的固化，缺乏新设计思维和新教

学理念的融入。 

3、由于新冠疫情原因，教学、学术交流活动受到明显

影响，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在教学方面，鉴于艺术设计

专业实践性强的特征，很多操作环节需要导师的耳濡目

染、口传心授等传统互动方式来完成。教学方式改变后，

新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调整适

应。但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对教学方式的不适应，经常会出

现沟通交流不准确、信息不能及时共享等问题，影响了教

学效果。在学术交流方面，在疫情影响之下，很多传统的

线下学术会议被线上会议替代，由于缺乏互动环节，导致

学生参加学术交流的积极性不高；在毕业展览环节，由于

疫情的不确定性，学生不得不同时准备线上线下两种展览

呈现形式，学生和导师的展览任务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教学效果。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加强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实验室建设。在 2022年度

本专业投资 300 万元购进专业相机、苹果电脑、电脑工作

站、3D打印机等专业设备，在 2023年度将结合学科目录和



 

专业方向的调整，打造 3-4个高标准、专业性强的设计实验

室，用以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 

2、针对师资队伍不完善的现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鼓励现有教师进修学习，建立常态化的教师进修制度，不

断提高现有师资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邀请国内外一流

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开阔教师眼界，培养教师的进取心；

开展各类教研活动，同行集体备课，观摩授课，相互交

流，不断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优化教学团队，建立核心课

程教学团队，将核心课程打造为本学院的金牌课程，完成

核心课程的人才储备、课程传承，使更多的专业教师了解

并贯彻本专业的教学目标和方向。使核心课程高度契合“为

家乡而设计”的教学改革宗旨，打造完善的“为家乡而设计”

教学体系，作为教学质量的有效保障。 

3、 继续坚持执行和完善“联合评价及节点会审制度”，

作为毕业设计和核心课程的质量保障制度，并将其在其它

课程中推广。“联合评价及节点会审制度”无论在线上教学还

是线下教学都是可行性强的教学保障方式，一方面，可以

集中导师们更加多元的教学经验与方法，集思广益、互通

有无，在教学中发挥集群力量的作用，即使采用线上教学

的方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规避信息沟通不畅、

缺乏互动性等典型问题，提高教师、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在常规时期可以有效的保证学生设计实践的进

度和质量，提高实践教学的有效性。 



 

4、继续拓展设计参赛平台，鼓励教师、学生参加专业

赛事，扩大艺术设计专业的影响力。继续紧跟时代潮流和

社会需求，将“为家乡而设计”的设计选题方向细化，重点着

力打造“与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设计关注

当前社会”两个选题方向。将“为家乡而设计”教学项目与实

践项目结合，打造在全国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教学品

牌。 

 

 

 


	师资队伍
	整体情况
	制度完善及执行情况
	1、 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在新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更加细化了本专业学位申请条件。为强化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能力的培养，除增加设计实践课程的课时量之外，还增加了设计考察和设计理论类多门课程。在毕业和学位申请环节，除了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外，还将学术成果要求设定为学位申请的必要条件，并扩大了选择范围，增加了可选择性，将学术成果类型设定为“六选四”，增强研究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和学习兴趣的多样性。
	（艺术设计专业硕士成果要求）     2、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创造艺术实践条件，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加大实践环节的学分比例，将强化专业实践能力作为本专业的重点培养方式并贯穿整个培养过程。由校内外导师团队密切配合指导，通过案例教学、工作室制、项目制、工作坊、训练营等进行实践环节的学习。阶段性实践要与社会实际设计项目实践和专业设计竞赛等活动相结合，其中集中专业实践不少于半年，专业实践的内容应与学位论文选题相结合。
	3、督促导师坚持“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原则，导师要按培养方案为学生制定学习及研究计划，学生按计划完成并撰写周志，导师定期审阅，同时填写导师指导记录表。    4、持续坚持“为家乡而设计”的教学理念，并紧跟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适时调整了“为家乡而设计”教学理念的具体内容。将三个专业方向深入融通，立足京津冀，深耕燕赵文化。积极拓展艺术与科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发展路径，将“为家乡而设计”教学理念拓展为“设计服务地方经济”、“设计传承本土文化”和“设计关注当前社会”三大类设计选题方向。    5、提高对学生...
	2022年度，学生获得了包括“白金创意国际大学生平面设计大赛”全国金奖、“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国家级一等奖、“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国家级一等奖、“学院奖”全国二等奖在内的340项专业赛事奖项。
	（2022年度部分专业硕士研究生获奖作品）
	1、受到地域环境、资金、场地等多种元素的影响，距离达到“以培养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设计人才做为设计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造成人才输出与社会需求的衔接不够顺畅，学生综合操作能力不够全面的的现实情况。
	2、师资年龄层次相对单一，教学与科研的后劲不足。环境设计专业的教师年龄绝大多数处于45岁左右，仅有两名专业教师年龄在35岁以下。缺乏老中青合理组合的师资梯队，导致专业知识结构的固化，缺乏新设计思维和新教学理念的融入。
	3、 由于新冠疫情原因，教学、学术交流活动受到明显影响，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在教学方面，鉴于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性强的特征，很多操作环节需要导师的耳濡目染、口传心授等传统互动方式来完成。教学方式改变后，新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调整适应。但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对教学方式的不适应，经常会出现沟通交流不准确、信息不能及时共享等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在学术交流方面，在疫情影响之下，很多传统的线下学术会议被线上会议替代，由于缺乏互动环节，导致学生参加学术交流的积极性不高；在毕业展览环节，由于疫情的...
	1、加强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实验室建设。在2022年度本专业投资300万元购进专业相机、苹果电脑、电脑工作站、3D打印机等专业设备，在2023年度将结合学科目录和专业方向的调整，打造3-4个高标准、专业性强的设计实验室，用以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
	2、针对师资队伍不完善的现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鼓励现有教师进修学习，建立常态化的教师进修制度，不断提高现有师资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邀请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开阔教师眼界，培养教师的进取心；开展各类教研活动，同行集体备课，观摩授课，相互交流，不断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优化教学团队，建立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将核心课程打造为本学院的金牌课程，完成核心课程的人才储备、课程传承，使更多的专业教师了解并贯彻本专业的教学目标和方向。使核心课程高度契合“为家乡而设计”的教学改革宗旨，打造完善的“为家乡而设计”...
	3、 继续坚持执行和完善“联合评价及节点会审制度”，作为毕业设计和核心课程的质量保障制度，并将其在其它课程中推广。“联合评价及节点会审制度”无论在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都是可行性强的教学保障方式，一方面，可以集中导师们更加多元的教学经验与方法，集思广益、互通有无，在教学中发挥集群力量的作用，即使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规避信息沟通不畅、缺乏互动性等典型问题，提高教师、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常规时期可以有效的保证学生设计实践的进度和质量，提高实践教学的有效性。
	4、继续拓展设计参赛平台，鼓励教师、学生参加专业赛事，扩大艺术设计专业的影响力。继续紧跟时代潮流和社会需求，将“为家乡而设计”的设计选题方向细化，重点着力打造“与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设计关注当前社会”两个选题方向。将“为家乡而设计”教学项目与实践项目结合，打造在全国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教学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