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长沙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育改革

与发展年度总结

一、专业建设情况

长沙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设有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动画等 4 个专业，其中动画专业为国家一流

本科专业、省级一流本科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为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学院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1178 人。

艺术设计学院学院 2022 年新进博士教师 4 人，辅导员 1

人，共计 6 人（其中辅导员为非编、1 名博士已录用待入编）。

学院现有教职工 71 人，其中在编教师 55 人，非编教师 15

人，待入编 1 人。其中包括专任教师 55 人，管理人员 8 人，

实验人员 4 人，辅导员 5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40 人，博士

研究生 9 人。教授 5 人，副教授 14 人，讲师 42 人，助教 11

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1 人，湖南省青年教师教学能手 1

人，芙蓉百岗明星 1 人，湖南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

入选人员 2 人，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 2 人，省级优秀指导

教师 7 人，长沙市社会科学优秀人才 1 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 4 人。专任教师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

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合理，符合专业需要。

学院自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招生以来，根据教育部本科专

业目录及其有关要求，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依据

学院实际和学生就业情况，明确艺术设计专业定位为：按照



“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指导思想，

以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立足长沙、服务湖南、面向

全国，旨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德才兼备、高素

质、高水平、高技能的艺术设计人才，使本专业整体办学水

平在省内同类院校中达到先进。

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定位切合我国艺术设计类人才市

场的需要及学校的定位，专业口径宽，适应国家、湖南省和

长沙市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教育教学情况

为了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我们制定了合理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我们走访了马

栏山视频文创园，湖南云上栏山、芒果幻视、深圳骄阳、名

匠装饰有限公司等多家用人单位，了解企业对艺术设计类各

专业毕业生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使学生满足社会需要。

按照“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的方针，我们对本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修改和调整，兼顾文理交叉、理工渗透、工管结

合、统筹设计，把本专业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德

才兼备、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的艺术设计人才的目标落

到实处。

为使培养方案很好地反映培养目标对知识、能力、素质

的要求，我们每两年对教学计划都进行专题研究，并适当进

行修订和完善，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初步形成了应用性较强、



科学合理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了基础平台＋模块的

知识结构，基本技能＋专业能力两个层次的能力结构和思想

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心理身体素质四方面素

质结构。

通过几年的教育改革，2022 年学院在课程建设、教研教

改、教学比赛、学科竞赛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2022

年学院共开设课程 166 门。《装饰表现》《景泰蓝工艺画制

作》《印刷工艺》等课程作为大学美育公开课实践教学成果

被学习强国、华声在线、红网等媒体多次报道。课程建设方

面，胡友慧教授主持的省级线下一流课程《色彩》、晏虹辉

教授主持的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平面广告设计》课程、

王璇副教授主持的省级线下一流课程《室内设计》申报国家

一流课程培育课程。教研教改方面，胡友慧教授主持的《艺

术类专业“红色引领 三色赋能”立体育人模式的 10 年探索

与实践》获长沙学院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被《人民网》《中

国教育报》等多家媒体报道。邓伍英教授主持的《元宇宙新

业态背景下数字动画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王璇

副教授主持的《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思政与学科竞赛耦合创

新”的教学探索与实践》等课题成功立项 2022 年湖南省普

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周磊老师主持的《基于

立德树人目标的<中国服装史>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课题成

功立项 2022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



动画教研室获评校级优秀教研室。胡友慧院长被推选为长沙

学院 2019-2022 年度教学管理先进工作者。教学比赛方面，

教学团队王璇、郑晶、徐园、李安团队在 2022 年湖南省普

通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和课堂教学竞赛中荣获三等奖；邓

伍英、韦韫、周磊、朱希平、秦雅娜、葛旭东等教师在第五

届全国数字创意教学技能大赛（排名榜）中获国家级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10 项；王璇老师在 2022 年长沙学院教师教学

创新大赛中荣获一等奖；曾彬老师获 2022 年长沙学院课程

思政教学竞赛暨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竞赛校

级选拔赛中获二等奖；曾彬、周亚兰老师在 2022 年长沙学

院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中获三等奖；唐秀丽老师长沙学院信息

化教学竞赛中获二等奖。廖健老师被评为校级青年教学能手。

学科竞赛方面，学院 2022 年学科竞赛再创佳绩。共获国家

级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1 项，三等奖 25 项；省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5 项，三等奖 45 项。获奖情况如下：（1）在

2022 年“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

大赛中，共获国家级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7 项；

省级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16 项。（2）在第

十四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共获 14 项等级奖，其

中国家级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5 项；省级一等奖 4 项，二等

奖 3 项，三等奖 1 项。在第十六届中国好创意全国高校数字

艺术大赛中荣获国家级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8 项；省级一等



奖 3 项。（3）在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中获国家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4 项；华中赛

区省赛获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18 项，三等奖 15 项。（4）

在第八届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创新大赛中,获国家级二等

奖 2 项；在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年度总决赛中,获

国家级一等奖 1 项。（5）在湖南省服装设计大赛中,获省级

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5 项。（6）在湖南省大

学生工业设计竞赛中，获省级三等奖 8 项。实训基地建设方

面，学院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实习实训基地，与马栏山视频文

创园云上栏山科技有限公司、谜谭动画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开展深度的产学研合作，探索“3+1”数字文创人才培

养新模式新路径。同时，积极推动红色电影修复、动画及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实训项目，以动画专业学生为主体的“马栏

山红色经典影视修复培训班”于 7 月初启动、11 月底在马栏

山火石超高清共享制作中心顺利结业。师德师风建设方面，

学院多次组织师德师风建设专题会议，对省教育主管部门通

报的高校违纪违法行为进行警示通报，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

行了研判预防，制定了教师劳动纪律管理条例，每位教师进

行师德师风自查，签定自我管理责任书，要求全院教职工严

格遵守，加强警示教育，并书写学习心得。学院领导班子所

有成员全程参与了会议，并组织学生代表座谈，就学院师德

师风和教师课堂教学情况听取了学生代表意见和建议。6 月

https://www.so.com/link?m=b8uvmMhHYPpPWc7Tp6quzA0eZ9aYiU0lg3zFFSRVq6FC8FQJjXEA7/wK191hPrPWi/c2hjSY2Y4v4lBhAY248fiOAI1Zu8WSxaoByoPXMxdm3YSlw6HfjqJv9fICOU1l7eG0U96lIYqCM9in+/peeB4VWlxOF8E8S7Znxn7zustImtpmjfKzCYg==


29 日，学院邀请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王长山律师主讲《高校

教师法律风险防范》法律知识讲座，教育广大教师遵纪守法，

爱院荣校，强化法律意识，树立良好师德师风。

三、实践教学情况

学校对本专业办学经费的投入较充足。近年来教学上共

投入经费 1190.16 万元，其中国家投入 502.05 万元，省教

育厅投入 109.82 万元， 学校配套投入 523.5 万元，学科自

筹经费 46.24 万元。在教学仪器设备上，学院也持续增加投

入的数量和经费，现有万元以上仪器设备共有 68（台套），

5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共 25（台套），仪器设备总值 1387.25 万

元。学院教学用房 52 间，其中专业实验室共 3347 平方米。

学院实践 教学中心有 7 间电脑机房、2 间环境模型室、1 间

摄影摄像实验室、2 间服装制作室等实践场所，能满足教学

需要。学院现有 1 个省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长沙学院设计

与动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省级大学生艺术创新训练中

心(长沙学院艺术类专业大学生艺术创新训练中心)、1 个省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长沙学院艺术类专业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中心)、教育部校企合作育人 5 项、20 个校外实

习基地。中心给全校 3000 余人提供了场地、硬件进行公共

艺术选修课的实践教学和训练。学院现有艺术设计实验室、

摄影摄像实验室、模型制作实验室 3 个实验室以及动画工作

室、绘本工作室等 6 个工作室。拥有湖湘红色文化数字化创



意设计研究所、数字动画艺术研究所 2 个校级研究所和 3 个

院级研究所。另外，学院现有可供师生借阅的中外文藏书

1360744 册，中外文期刊 94739（册），电子书刊 2285641

册，已购买中外电子数据库 61 个。 艺术设计类各专业在实

践教学方面，着力于建立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主线，分层次的

实践教学体系,学院新的实践教学体系以“三模块”和“三

层次”为整体构架，与理论教学相对独立又相互结合。三模

块：即按照实验教学的内容与功能分为艺术基础模块、综合

应用与设计模 块及研究与创新模块。三层次：即按照实验

教学的难易程度与目的分 为基础实践能力培养、中级实践

能力培养与高级实践能力培养。“模块”与“层次”体系是

将实验项目按照性质与难易度有机构成的教 学体系，每一

个模块里的实验课程内容都包含有不同层次的项目。课程的

实验项目由简到繁、由单元到综合安排在基本实践能力培养、

中级实践能力培养、高级实践能力培养各个层次中，形成螺

旋上升式的实践训练体系。中心以实验教学体系为基础，建

立了各阶段实验教学的目标和要求，实验教学将逐步从统一

安排过渡到自主选择和全面开放。“项目驱动”是以工作室

教学模式为载体，融合了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市场、艺术与

技术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在工作室中以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

教学为依托，聚集课堂内容，深入行业，围绕企业真实项目、

学科竞赛或自主创新项目，开拓思维，促进学生的专业化成



长。在培养方案中，开设的实践教学课程有：商业摄影、三

维动画、动画创作、数字雕刻等，此外还有课程设计、专业

实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占总学分的

16.6％。毕业实习有计划、动员、安排、中期检查及总结，

全程进行质量监控；安排了稳定的实习指导教师，有明确的

纪律要求，并严格执行；每个实习生都有实习鉴定、实习总

结、实习日志、以及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调查报告，每个指

导老师与指导的学生都建立了 QQ 群，搭建起学生互动平台；

毕业实习主要安排在动画公司、广告公司、文化媒体等企事

业单位，从事公装、家装、广告、动画及网页设计等方面的

实际工作，实习内容与专业培养目标基本吻合，学生在实践

中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与

综合实践的结合，有助于培养适应社会多样 化需求的高级

应用型人才。我们积极开拓和巩固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并坚

持四个选择原则，一是先进性原则，选择接受单位应具有先

进的业务水平与设备；二是适应性原则，即实习内容与专业

有密切联系；三是稳定性原则，校外实习基地要有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四是地域性原则，由于经费和实习时间有限，

考虑就近选择。为此，我们确定了湖南云上栏山科技有限公

司、芒果幻视、湖南新广传媒移动有限公司、鸿扬家装、喜

居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长沙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月亮星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长沙新联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湖南华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建通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湖南卫视、安微屏山写

生实习基地、江西婺源写生实习基地、长沙景深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岳阳中雅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吉首市景森文化写生

基地有限公司、洪江市黔阳古城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等 24

个单位作为稳定的实习基地，并与之签订了合同。各实习基

地定期接受该专业实习生，并提供实践教学的指导和后勤保

障，实习时间得以保证，实习效果甚好，有利于学生实践能

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四、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情况

艺术设计类各专业培养目标明确，学生综合素质较好，

具有扎实的艺术设计、动画创作的理论基础、良好的人文素

质、较强的专业实践技能，以及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基本

上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服装与服饰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动画等 4 个专业近 5 年毕业生工作满意度均在

90％以上，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达 72％。50 余

名学生被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美国普瑞特艺术学院、北京

大学等国内外 知名大学录取为博士或硕士研究生，不少学

生成为行业尖端人才。近五年毕业生创办企业 40 余家，形

成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人才培养特色。

五、招生与就业情况

学院本科招生规模稳定，每年招生 300 人左右，分设动



画专业两个班，环境设计专业四个班，视觉传达专业四个班，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两个班。省外生源覆盖江西、江苏、山

东、广西、福建、甘肃、 浙江、陕西、河北 10 个省（市、

区），生源数量足，质量较高。就业情况方面。以往的同类

专业学生毕业后工作单位反馈情况良好，已毕业的学生大都

在装饰公司、广告公司、文化传媒等企事业单位各部门就业，

部分学生考入国内外知名高校读研深造，部分已经成为行业

精英。学生就业创业情况良好，历届毕业生就业率高，大多

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高。有些

毕业生已经成为单位骨干和领导。

六、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主要

表现为：如何加强教学研究，多出教研教改成果，多数教师

在认识和行动上尚有一定差距；学院图书资料室藏书数量不

够；应重视对专业特色的建设与专业品质的提升。师资队伍

建设的问题：艺术类专业教师学历学位偏低，具有博士学位

的学术骨干不足，部分专业职称结构欠佳，授课任务比较重

等问题。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部分专业在课程设置时因前

期调研与师资不足等问题，个别课程之间先行后续逻辑关系

不够清晰，在课程安排和衔接上欠合理。今后的改进措施是：

1.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引进的

力度，重点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通过公开课、示范课、观



摩课等教研活动,开展相互听课、评课、外出交流来提高教

师 的课堂教学能力和专业能力。2.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的

设置。充分调研，使课程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加强课程内

容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3.充分发挥教研室作用。制定明

确的教研室管理制度，增强教研室的执行能力。营造良好的

教学研究氛围，充分调动教师教研的积极性，组成团队，群

体攻关，争取更多的省级及国家级教研教改课题，鼓励教师

发表教研教改的论文；4.进一步完善教学科研的激励机制。

营造良好的教学、科研研究氛围；5、把学生的基本技能的

培训作为重点来抓，通过引导和激励，促进学生计算机、英

语的过级率上升。

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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