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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学院“七年一贯制”陶瓷艺术设计（青瓷工艺）专业

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负责人：杨吴伟 审核人：沈其旺

一、专业名称和代码

专业名称： 陶瓷艺术设计（青瓷工艺） 专业代码：130510TK

二、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技全面发展，具有与本专业领域相适应的文化水平、良好

的职业道德。以青瓷文化传承及发展为特色，加强学生的理论教学及实践应用，重点培养学生青瓷设计能

力、综合创作能力和艺术素养，加强科学与艺术的交叉融合，构建学生多方位专业知识结构，形成完整的

青瓷“设计—创作—生产”知识体系；拥有独立运营陶艺工作室的能力。

掌握青瓷材料综合应用能力，具有系统开发青瓷产品的能力，能独立完成青瓷成型及烧制，具有青瓷

艺术作品创作能力，培养具有符合龙泉青瓷产业乃至我国陶瓷产业需求具有国际视野、独立设计与创作能

力的创新型人才。

三、培养规格及能力要求

毕业生应具备和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素质、知识和能力：

（一）素质结构要求

1.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及吃苦耐劳的精神；

2. 热爱本专业，具备工艺美术师的职业道德，熟悉并掌握相关法规的基本知识；

3. 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基础；

4.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较强的计算机和外语应用能力；

5. 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交流能力；

6. 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学习先进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

7. 具备较强的职业能力。

（二）知识结构要求

1. 学习陶瓷艺术历史和工艺美术导论，掌握陶瓷艺术设计的普遍规律，培养专业兴趣、明确专业方

向；

2. 掌握陶瓷产品制图、陶瓷工艺材料及成型制作工艺等工科基础理论知识；

3. 掌握美术造型基础与美学基本知识；

4. 掌握计算机辅助陶瓷艺术设计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

5. 掌握青瓷制作过程的完整工艺技术。

（三）能力结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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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表达能力、社交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2. 熟悉陶瓷设计流程，能应用基本的理论和综合手段，清晰表达设计思想，具有陶瓷产品开发的能

力；

3. 掌握综合运用陶瓷材料的设计应用能力，具有系统设计陶艺产品的能力，具有完成陶瓷成型及烧

制的能力，具有陶瓷艺术作品的创作能力；

4. 掌握市场学知识，具备市场调研及调研结果分析利用的能力。

四、主干学科

工艺学、艺术营销学、设计学、材料学

五、核心课程

中国陶瓷史、 日用陶瓷产品设计与制作、 陶瓷模具设计与制作、 陶瓷雕塑、 釉料配制、 烧成工

艺、 陶瓷壁饰、 产品营销、成型工艺（拉坯提升）

六、特色课程

青瓷设计与制作、龙泉青瓷装饰工艺、 青瓷首饰设计与制作、 劳动教育（龙泉下厂家）

七、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基本学制四年，弹性学制三至六年，艺术学学士

八、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毕业最低总学分 138+创新创业 8 学分，其中通识平台课程 43 学分，学科平台课程 11.5 学分，专业平

台课程 49.5 学分，实践平台课程 42 学分。

九、课程学时、学分分配

表 2 课程模块学时学分比例表

课程平台 课程要求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备注

通识平台课程

必 修 644 18.95% 36 24.65%

选 修 112 3.29% 7 4.79%

学科平台课程 必 修 240 7.06% 11.5 7.87%

专业平台课程

必 修 504 14.83% 18.5 12.67%

选 修 560 16.48% 31 21.23%

实践平台课程

实践教学必修 1088 32.01% 34 23.28%

创新

创业

必修 208 6.12% 5 3.42%

选修 96 2.82% 3 2.05%

总 计： 3398 100% 1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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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践教学学时学分统计表

课程类型 学时 小计 学分 小计
占毕业总学分的

比例（%）

独立设课实验（实践） 784
1128

24.5
46 31.51%

课内实验（实践） 344 21.5

集中性实践教学（学时以周计） 40 40 34 34 23.29%

创新创业 304 8 5.48%

合计 1432 学时+40 周 80 54.79%

十、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安排

表 4 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

时

理论

学

时

实验/

实 践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通

识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T030500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 48 0 3或 4 考试

T0305000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2 32 2 32 0 3或 4 考试

T03050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 32 0 1或 2 考试

T03050006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3 48 0 1或 2 考试

T0305000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48 3 48 0 3或 4 考试

T04020005 形势与政策 2 32 2 32 0 1~4 考查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四史”

类

1 16 2 16 0 1~7 考查

T14020001 国家安全教育 1 16 2 16 0 1~7 考查

T9999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0.5 8 2 8 0 2 考查

T99990002 创业基础 2 32 2 24 8 4 考查

T99990003 就业指导 0.5 8 2 8 0 6 考查

T9999000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 32 0 1~2 考查

T99990006 军事理论 2 36 2 36 0 1 考查

大学外语 8 128 2 128 0 1~6
考试/

考查

大学体育 4 128 2 0 128 1~4 考查

必修小计 36 644 508 136

选

修

浙西南革命精神专论及其他类别 1 16 16 0 1~7 考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 1 16 16 0 1~7 考查

公共艺术类 2 32 32 0 1~7 考查

校本通识核心类（青瓷、两山系列、民族类、 3 48 48 0 1~7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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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

时

理论

学

时

实验/

实 践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生态健康类、陶行知思想类）

最低选修小计 7 112 112 0

类别小计 43 756 620 136

学

科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L13051232 构成基础 3 48 16 16 32 1 考查

L13041071 专业素描 1.5 48 16 48 1 考查

L13051233 国画基础 3 48 16 16 32 2 考查

L13051234 速写 1 32 16 32 2 考查

L13051235 书法 1 32 16 32 3 考查

L13051262 产品营销 2 32 16 16 16 5

类别小计 11.5 240 48 192

专

业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L13051236 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导论 0.5 8 8 8 1 考查

L13051143 成型工艺（拉坯提升） 2 64 16 64 2 考查

L13051137 中国陶瓷史 2 32 2 32 3 考试

L13051237 陶瓷产品设计与制作 2 64 16 64 3 考查

L13051238 烧成工艺 1.5 48 16 0 48 3 考查

L13051239 陶瓷雕塑 2 64 16 64 4 考查

L13051242 青瓷设计与制作 2 64 16 64 5 考查

L13051241 陶瓷模具设计与制作 2 64 16 64 5 考查

L13051240 釉料配制 3 48 16 16 32 5 考查

L13051243 陶瓷壁饰 1.5 48 16 48 6 考查

必修小计 18.5 504 56 448

选

修

L13051263 青瓷餐具设计与制作 3 48 16 16 32 2 考查
二选一

L13051264 陶器设计与制作 3 48 16 16 32 2 考查

L13041147 中外美术史 2 32 2 32 2 考试
二选一

L13051150 中国工艺美术史 2 32 2 32 2 考试

L13051246 电脑 photoshop 4 64 16 32 32 2 考查
二选一

L13051247 三维模型设计 4 64 16 32 32 2 考查

L13051248 青瓷刻花工艺 3 48 16 16 32 3 考查
二选一

L13051249 青瓷釉下装饰工艺 3 48 16 16 32 3 考查

L13041142 艺术概论 2 32 2 32 4 考查
二选一

L13051250 设计心理 2 32 16 32 4 考查

L13051192 釉上装饰 3 48 16 16 32 4 考查
二选一

L13051193 彩绘装饰 3 48 16 16 32 4 考查

L13051138 陶瓷工艺学 2 32 2 32 4 考查
二选一

L13051251 陶瓷材料工艺 2 32 2 32 4 考查

L13051252 青瓷首饰设计与制作 2 64 16 64 4 考查
二选一

L13051253 陶瓷首饰设计与制作 2 64 16 64 4 考查

L13051256 陶瓷茶具设计与制作 4 64 16 16 48 6 考查
二选一

L13051257 陶瓷酒具设计与制作 4 64 16 16 48 6 考查

L13051258 综合材料装饰陶艺 2 64 16 64 6 考查
二选一

L13051259 当代装饰陶艺 2 64 16 64 6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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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

时

理论

学

时

实验/

实 践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L13051260 实验器皿 4 64 16 16 48 7 考查
二选一

L13051261 实验陶艺 4 64 16 16 48 7 考查

最低选修小计 31 560 208 352

类别小计 49.5 1010 264 800

实

践

平

台

课

程

实

践

教

学

必

修

S13051001 专业考察 2 64 32 64 6~7 考查

S13051002 毕业设计开题 4 128 32 128 7 考查

S13051003 毕业综合实习 8 256 32 256 7~8 考查

S13051004 毕业设计创作实践 14 448 32 448 7~8 考查

S13051029 陶艺实验室（一） 2 64 32 64 2 考查

S13051030 陶艺实验室（二） 2 64 32 64 4 考查

S13051028 龙泉青瓷工艺（下厂家） 2 64 32 64 6 考查

必修小计 34 1088 1088

创

新

创

业

S99990006 军事技能 2 112 112 1 考查

S03050001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2 64 64 2~4 考查

文化素质 0.5 16 考查

身体素质 0.5 16 16 3~4 考查

专业基本技能考核、创新创业实践 3 96 96 考查

小计 8 304 304

类别小计 42 1392 1392

总计 146 3398 932 2520

十一、有关说明

（一）通识课程选读说明

加强学科间的知识融合，主要选修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哲学与宗教、经济与社会等学科，学

分达到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最低学分。限定至少选修 3 学分的校本通识核心类课程、1 学分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类课程和 2 学分的公共艺术类课程（部分课程有交叉）。

（二）专业特色

1.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所在地；

2. 拥有浙江省“2011 计划”龙泉青瓷协同创新中心平台；

3. 教师成果明显，已建成《龙泉青瓷工艺》浙江省精品在线课程；

4. 与龙泉当地企业合作开设《青瓷工艺下厂家》等特色课程；

5. 强化龙泉青瓷制作技艺强化培训课程。

（三）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围绕学校“两山”战略，以培养面向应用、面向地方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从人类非遗龙泉青瓷人

才培养实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构建人才培养模式，以专业陶瓷设计人才培养为基础，力求培养在新的

创意产业背景下的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应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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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素质培养：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在传统的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以拓展主干专业课程群的教学

体系；以必修课程为核心，构建多层次的选修课程体系，有目的地建构一系列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

宽泛性、交叉性的开放式的选修课程。充分利用交叉平台的教学资源整合，加强艺术课程、人文课程类的

选修，强调学科之间的融合渗透。

2.设计实际操作和应用能力的培养：改变传统教育模式，构建校内外课程教学内容理论与实践知识结

构的平台，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开展青瓷特色教学，真正地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动手能力，实现了由

课堂向专业设计的转变，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相关领域设计实际操作和应用能力，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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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课程结构框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