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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始建于 1973 年，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 4个二级学科，有学科教学（思

政）的教育硕士点，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承担全校本科生、硕士生两个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和本学院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等教学科研任务。学院一直以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市重点学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龙头带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09 年）、省级重点专业（2006 年），省

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黑龙江省一流专业建设点（2019）。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 2009 年建成黑龙

江省教学团队。学科拥有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国家级研究平台 1个、省东北抗联研究学术交流基地 1个、

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基地 1个、红色文化研究和刘少奇研究 2个校级研究所。学

科共有教师 47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16 人，高级职称占 70.2%；博士学位 19 人，占 40.4%；40

岁以下教师 21 人，占比为 44.7%；41-50 岁教师 14人，占比为 29.8%；51-60 岁教师 12 人，占比为 25.5%。

研究生导师 28 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1人，省级教学名师 1人，省师德标兵 2人，省优秀教师 4人，

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1人，牡丹江市优秀中青年专家 2人。近五年来，本学科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哲学审视研究》、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战影像俄罗

斯巡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解决民生问题经验研究》等国家级项

目 3项，经费共计 295 万元；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中西死亡观比较研究》、

《转轨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左翼政党社会政策研究》、《东北抗联精神及其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

研究与实践》、《东北抗联精神研究》和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西方环境文化比较研究》、《高

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项目《福柯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研究》、《生

态视域中的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优化策略研究》等省部级项目共

计 24项，经费共计 103 万元；承担厅局级及校级科研项目 108 项，经费共计 92万元；承担横向课题 8

项，经费共计 52 万元。学科共发表学术论文 308 篇，其中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教

育导刊》、《理论探讨》、《农业经济问题》等 CSSCI 类 36 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篇，

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1篇。学科共出版著作（含教材）42 部，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4项，佳作奖 6项；省哲学学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项，三等奖 4项；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

成果三等奖 3项。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简介

文学院始建于 1971 年，原为中文系，2009 年更名为文学院。2006 年文艺学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

予权，2012 年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开始招生，现下设 7个二级学科：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1 年成

为黑龙江省重点学科，2018 年其“地方语言文学”学科已建设成为黑龙江省优势特色学科。2016 年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语文）方向开始招生。目前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广

播电视学、秘书学 5个本科专业。2001 年、2011 年汉语言文学专业二次获批省级重点专业，2013 年成

为教育部“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9 年成为省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2022 年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

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具有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团结奋进的创业精神和扎实厚重的学术积淀，现有

知青文学、文艺学、国学、语言文字应用 4个研究所；现有 1门国家级一流课程，6门省级一流课程，

拥有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省级教学团队、省级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基地、黑龙江省语言文字馆、黑

龙江省语言资源研究中心、省级研究生培养创新研究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基地。中国语言

文学学科学术队伍由 64人构成；教授 20 人、副教授 24 人，博士 39 人、硕士 22人，省级教学名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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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硕士生导师 41 人。近年来，主持或承担各级科研课题 100 余项，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6项，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5项，主持完成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1项，主持教育部社科项目 5项、

国家语委一般项目 8项、国家语委语保工程专项任务 14 项，主持文化部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项目 5

项，主持省社科基金项目 20 余项，在研项目 50 余项。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50余部；

获各级各类奖项 100 余项；共荣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7项，二等奖 5项。

物理学学科简介

物理学一级学科为“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物理学专业为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拥有黑龙江省

新型碳基功能与超硬材料重点实验室、省级研究生创新基地、省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6 年，

凝聚态物理二级学科成为我校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获批物理学一级学科，下设三个二级学

科，分别为：凝聚态物理（070205）（含超硬材料合成与制备、纳米材料、功能材料等研究方向）、

光学（070207）和无线电物理（070208）。物理学学科师资结构合理，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29 人，其

中教授 11 人，博士 15 人，现有省级研究生课程思政导学团队 1 个、省级教学名师 2人，拥有国家级

本科课程 1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2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门、省级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 1门、

省级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 6个。注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前已有 13 届

132 名研究生顺利毕业。现有实验室面积 1200 平方米，实验室仪器设备总值一千余万元，设有材料加

工、制备、测试等各类实验室。学科的研究方向明确稳定，研究经费充沛，成果丰硕，2019 年顺利通

过教育部合格评估，2021 年完成第五轮学科评估。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完成包括国家自然基金在内的

国家级项目 6项，主持黑龙江省自然基金项目 10 项，主持省级等各类别科研项目 36项，发表论文 180

余篇，其中 SCI、EI 等三大检索收录 130 余篇，获得省级奖励 10项。

生物学学科简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始建于 1958 年，经过六十余年的建设，师资规模不断扩大，教学和科研条件

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学院设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园林、制药工程和园艺五个本科专业，

2019 年生物技术专业获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2020 年生物科学专业获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2021

年生物科学专业实现省内一批次招生。学院具有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动物学、植物学、遗传

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五个二级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42 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26 人，博士 22人，硕士 20人。实验室房舍面积 4699 平方米,设备总价值 2000 余万元，设有生物显微

技术、分析测试、生物工程和分子生物学四部分组成的综合实验研究平台。拥有 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农林鼠害防治实验室、非木质林下产品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工程中心（北方药食生物工程技术研

发中心、食用菌工程技术研发中心）、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 1个省级科技创新团队。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科技攻关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 余项，获得国家发明奖、林业部科技进

步奖、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和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多项奖励。学院以育人为中心，注重学生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科研和实践环境。

体育学学科简介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前身为体育系，始建于 1975 年，1977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2006 年获

批体育教育训练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7 年获批体育学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现有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

育学四个二级学科方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共 152 人；设有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 个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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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在校生 785 人。学院拥有省级教学、科研团队以及牡丹江市体育学领军团队等 3个团队；拥有

省级一流培育课程 1 门、校级精品课 3门、校级优秀课 2门；有运动解剖、人体生理、运动生化、运

动心理、体育保健、运动生物力学、体质分析 7 个实验室和 1 个研究所；有篮排球馆 1 座、体操馆 1

个、乒乓球馆 1个、艺体馆 2 个、健美健身馆 1个、标准比赛游泳馆 1 座、国家二类田径场 1 个、室

外网球场 4个、室外篮球场 26个、室外排球场 12 个等场馆设施。

现有专任教师 47 人，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21 人、助教 5 人；硕士 38 人、博士 4

人，硕士生导师 25 人。形成了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2016

年至今，获批国家社科青年项目、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扶持共建项目、省教育

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牡丹江社科联项目、各类横向课题等，立项总数近 80项，经费 300 余万元。

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25 部；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9 项；获各级各类科研奖励近 100 项；获省教学成

果二等奖 2项，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在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全国高师田径运动会、黑龙江省

学生运动会等学科竞赛中获奖 700 余项。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简介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1985 年开始招收专科生、1996 年招收本科生、2015 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2019

年开始招收学术型硕士。历经 37年的发展，目前开设英语、商务英语、翻译、俄语、日语、韩语和法

语 7 个专业，先后培养了 10000 余名本科毕业生和 600 余名硕士毕业生。现有 1个国家一流专业（英

语）、2个省级一流专业、1个省级虚拟教研室、1个省级重点专业、1 个省外语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1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省级教学团队、5门省级一流课程，4门省级精品课程。学

科现有学硕导师 51人，其中教授 18人、副教授 28人，博士 26 人；包括 2名二级教授、2名省级名师、

1名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名省级优秀教师和 1名省青年翻译家。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设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和国别与区域研究 4个

二级学科。英语语言文学师资力量雄厚，有教授 5 名，博士 7名，开展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澳大利

亚文学研究。其中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是其特色研究领域，特别是关于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的研究目

前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特色是理论上突出认知语言学、俄罗斯术语学、日

语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研究，应用上以语言习得、语言教学、语言测试、商务英语为

特色，对国外语言学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与应用，探索了欠发达地区英语教学模式与实践模式。翻译

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翻译理论、翻译史、应用翻译、地域文化翻译和翻译教学。国别与区域研究主要围

绕澳大利亚研究、美国研究、韩国研究开展，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澳大利亚外交、澳大利亚经济贸易、

澳大利亚教育、澳大利亚社会文化、美国教育、韩国文学文化等，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需求。

数学学科简介

数学学科始建于 1972 年，2017 年获得数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基础数学、应用数学和

数学教育三个二级学科。目前设有三个本科专业，其中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是国家级一流建设专业，

并通过教育部师范专业第二级认证，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校级重点建设专业，金融数学专业是学校

特色专业。2015 年开始招收学科教学（数学）领域教育硕士研究生。数学学科现有调和分析、应用数

学两个研究所；拥有国家级一流课程 1门，省级一流课程 2门，省校精品课程 7门，校教学团队 2个，

校级科研团队 3个。数学学科学术队伍由 41 人构成：教授 7人、副教授 15 人、讲师 10 人，其中博士

15 人、硕士 25人，具有海外经历教师 2人，硕士生导师 20 人。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

缘结构均较合理。近年来，教师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9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4项、厅局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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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余项,2019 年、2020 年获批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人才培养支持计划项目 2项。获省部级

奖励 4项、厅局级奖励近 30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EI 等检索收

录 50余篇。出版教材和著作 20 余部。承办国内外教科研学术会议 7场次，在国内外产生良好的影响。

学生专业理论基础扎实，创新和实践能力强，近 5 年，共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

学竞赛、全国师范生技能竞赛、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ICAN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

事国家奖项 50 余项，省级奖项 200 余项。

化学学科简介

化学专业于 1979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化学系成立于 1985 年，2009 年撤系建院更名为化学化工学

院。学院现设置化学、应用化学和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3个本科专业。2012 年获得学科教学（化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授予权，2017 年获得化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有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分

析化学 3个二级学科，2019 年化学专业评为黑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院现有黑龙江省重点专

业 1个，省级一流课程 1门，省级精品课程 1门，校级精品课 3门，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1个，校级科

研创新团队 1个，研究所 3个。

学院教职工共 47 人，专任教师 33 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7人，讲师 16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

博士学位的 19 人，在读博士 2人，硕士生导师 17 人。实验室面积 403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 1914

万元。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主持省级和各类科研项目 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61 篇，

其中 60 余篇被 SCI、EI 收录，出版著作 7部，教材 5部；申请专利 30 余项；获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黑龙江省教学成果奖及黑龙江省高校科学技术奖 7项。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全国教育硕士

说课大赛、全国化学专业师范生教学素质大赛和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获得多项奖励。学院已形成

一个富有特色的教学和科研体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提供有利保障。

教育学学科简介

学校于 2021 年获得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下设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

测量、评价与统计三个二级学科方向。教育学原理方向以教育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探求

教育的一般原理和规律，为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教育改革提供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教育学原理方向以农

村基础教育研究为特色，针对农村中小学师资、教学、课程改革等关键问题开展研究，现已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课程与教学论方向以基础教育领域的课程与教学问题为研究

对象，发现课程与教学工作的规律，通过理论与实践研究指导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课程与教学论方

向关注基础教育领域的课程与教学问题，并在学科、课程教学和高考改革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教育测量、评价与统计方向结合当前基础教育综合评价改革需要，以学校教育测量、评价与统计、

教育政策评估、教育评价指标设计与组织实施等为研究对象，主要培养教育测量、评价与统计研究与

实践领域人才，研究基础扎实、研究特色鲜明。近 5年来，教育学学科团队共承担国家、省、厅局级

教科研项目 65 项；指导国家、省校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 20项；科研项目经费 643 余万元；获得各类

科研奖励 4项；发表学术论文 80余篇；出版专著 16部；获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教育科学

学院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基础教育优秀后备人才和高级教育专家培养培训基地。学院于 2015 年建成了

全国高校首家基础教育教科书陈列馆，馆藏教科书达 1.5 万册，涵盖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百多年来，各个时期的基础教育教科书，为学院师生开展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

研究资料。

教育硕士简介

https://baike.so.com/doc/6517902-67316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17902-6731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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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于 2014 年 1 月获得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共涵盖教育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小学教育、

现代教育技术、数学学科教学、语文学科教学、物理学科教学、化学学科教学、生物学科教学、历史

学科教学、思政学科教学、英语学科教学等 12 个领域。其中教育硕士在教育科学学院共设有 3个领域，

分别为：教育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小学教育。教育硕士学科团队由 12 个领域 140 人专兼职教师组成，

其中正高职教师 52人，副高职教师 78人（含中学高级），讲师 10 人（含中学一级），具有博士学位

教师 27 人，教育硕士教学团队获批黑龙江优秀研究生导学团队。近 5年来，教育硕士教学团队主持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5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3项，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 2项，文化部重点

课题 1项，教育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6项，出版教材、著作 58部，发表核心以上论文 160

篇。团队拥有雄厚的教育科研底蕴和实力，拥有完善的实验室、实训室、实践基地等教学条件，为培

养基础教育优秀后备人才和高级教育专家奠定了良好基础。

翻译硕士简介

学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2015 年开始招生，下设英语笔译、俄语笔译、日语笔译三个领域。

学科现有 1个外语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个省级对俄经贸人才培养建设基地，1个省级重点专

业（英语）,1 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英语）,1个省级教学团队、3门省级精品课程、2门省级一

流课程，1名省级名师和 1名省级优秀教师, 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3项、二等奖 3项;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规划项目 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参与教育部重大项目 1项; 主持全国各司委项目 2

项，省级课题 4项。导师队伍由专兼职教师 55 人组成, 其中包括教授 21人，副教授 24人，学术带头

人梁中贤教授为黑龙江省名师、省政府津贴获得者、东北师大兼职博士生导师。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开

始，我校外语学科成为牡丹江市外事翻译的人才基地。教师经常在牡丹江市大型的国际会议和重要的

外智引进活动中承担口笔译工作。翻译硕士人才培养体现“厚语言基础，精专业知识，注重翻译实践”

的培养定位;体现黑龙江东南部外贸和旅游经济发达的特点; 强调翻译实践能力培养，翻译实践贯穿教

学全过程。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双语互译基本功，掌握扎实的翻译技能，具有一定

的翻译理论基础，了解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关知识，能够适应国家、地方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人才。培养过程体现“课堂研讨、现场速译、

基地实践”的主旨。翻译硕士培养实行双导师制，成立导师指导组，突出团队协作。教学中本着“实

践第一”的原则选择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翻译技术和翻译管理等职业能力。俄语笔译专业与俄罗斯

高校实行联合培养，实行“1+1”培养模式，可获得双硕士学位。

旅游管理硕士简介

旅游管理硕士（Master of Tourism Administration，简称 MTA）是国家教育部 2010 年正式设立

的专业硕士教育项目，旨在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旅游专门人才，是与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公共管理硕士

（MPA）同类型、同层次的教育项目。MTA 主要以在职人员为招生对象，以培养旅游行业管理精英为目

标，课程安排强调前沿性、实战性、创新性，是业界人士提升管理运作能力、丰富人脉网络、助推事

业成功的重要平台。牡丹江师范学院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外高校唯一开展 MTA 教学的单位。我校 MTA

设有东北亚旅游经济研究、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旅游文化与旅游教育、酒店与景区管理四个研

究方向，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研究生。学院拥有专业的导师团队，同时内部专业课程师资力量较为雄

厚，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1 人；具有博士学位 6人、硕士学位 10 人；具有相关职业

资格证书的“双师型”教师占 73.33%。除校内导师外，为每名学生配备一名校外实践型导师，皆是来

自旅游管理政府部门、酒店、景区、文化传播机构等文旅行业的专家。该专业设有校级科研机构——

“旅游规划研究院”，与牡丹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镜泊湖旅游集团等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紧密

合作，开展与现代旅游产业相关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应用性研究，文旅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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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咨询、提供发展战略和项目规划、景区开发、人才培养等科研服务，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锻

炼空间。此外，该专业还拥有丰富的实践实训资源，建有包括如旅游规划实验室、3D 导游模拟实训室、

ERP 实训室等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实训中心。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建有多个教学实习基地，能为旅游

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提供充分的实践实习基地保障。2011 年，该专业经教育部批准获得开展中外联合

办学资质，与俄罗斯、韩国等国家数十所高校常年互派留学生，为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提供了良好的国际交流平台。

音乐硕士简介

“十三五”期间，学校获批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音乐与舞蹈学院 2023 年招收第一批专业硕

士研究生。音乐硕士学科下设声乐表演专业、中西乐器演奏专业、钢琴演奏专业三个方向。现有校内

外研究生导师 29人，教授 8人，副教授 16 人，其中博士 4人，副博士 2人，具备硕士以上学位 13 人。

近五年，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230 篇；出版著作 21部、教材 12部；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 1

项，结项或在研厅局级、省级科研课题和教改项目 65 项，国家级发明专利 3项。同时还聘有一批有丰

富艺术创作经验的艺术名家等专家担任实践教学指导，具有很强的艺术基础教育教学和艺术创作实践

研究能力。该学科以“舞台实践”为核心，开展专业教学活动，学院近 5 年演出达 120 余场次。代表

作品歌舞史诗《永不磨灭的信念》，在上海虹口区中共四大纪念馆、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省内高校、

部队等地演出 46场次，多次被国内各大新闻媒体报道，被黑龙江省教育厅列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项目。学院现已成为我省东南部地区音乐舞蹈专业人才培养重要基地。

设计硕士简介

“十三五”期间，学校获批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美术与设计学院现招收设计专业学位研究

生，设有公共艺术、视觉传达、环境设计三个方向。美术与设计学院前身为牡丹江师范学院艺术系，

1994 年开始招生，2011 年成立美术与设计学院。现有专任教师共 64 人，其中教授 6人，副教授 17 人，

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48人,博士 2人,在读博士 5人,现有校内外硕士生导师 30人。学院积极发挥科学

研究引领作用，激发团队活力。近年来教师共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100 余篇，

CSSCI、EI 收录论文 20余篇，出版著作 21部，获批专利 20余项。主持和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3项、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 1 项、省社科基金项目 17 项，获得国家级与省部级奖项 70 余项。学

院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内涵建设为重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特色创新为理念，积极打造以高水

平艺术设计专业技能及良好综合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现有 1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1门国

家级一流课程，3门省级一流课程，3门省级精品课程，4门私播课，6 门校级一流课程。学院高度注

重课程思政建设，现有 1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个省级课程思政优秀案例、1门校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1名校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7个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通过验收。目前建有版画工作室、纤维工

作室、漆画工作室、陶艺工作室、影像工作室、二维、三维动画工作室、VR 工作室、民间美术实践工

作室、雕刻工作室以及“梦空间”画廊等实践实训场所。建有省内外专业考察基地 16 个、实习基地 34

个。近年来，学院与意大利、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