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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动态】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动态（第十二期）

吴题诗、刘晗露、王伟立、付珊、陶莉、梁峰

1、“寻根千年 文化重绽”——江西夏布文创作品巡展

（前湖美术馆站）盛大启幕

11月8日，我校前湖美术馆隆重举办了江西文化艺术基金推广项目“

寻根千年，文化重绽”——江西夏布文创作品巡展第七站暨压轴华章。

出席开幕式的特邀嘉宾有：江西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吴晓晖、南昌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芬芳、南昌市红谷滩区文广新旅局党组书记、

局长钱妤、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涂安宁、江西省工

艺美术学会会长熊建新、南昌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院长李枝秀。我校校

党委委员、副校长朱笃以及美术学院全体领导班子。

主持人段学民介绍道：本巡展活动由我校美术学院非遗夏布项目组

匠心策划、研发创作，汇集了众多以夏布为载体的文创佳作。巡展已历

经六站，先后走访了新余、宜春、抚州等代表性夏布产地。朱笃指出：

此次巡展是我校积极响应江西省委、省政府“文化强省”战略，服务乡

村振兴大局的重要举措，具有深远意义。它不仅是对夏布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更是对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力推动。项目

负责人章建春分别从项目背景、组织与筹备、内容与策划、展陈特色与

目的价值等方面介绍了本次巡展活动。随后，吴晓晖副主席宣布：“寻

根千年 文化重绽”——江西夏布文创作品巡展（前湖美术馆站）开幕！

此次的前湖美术馆站，不仅标志着巡展的圆满收官，更是对夏布文

化魅力的一次集中展现与深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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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开幕式

2、古韵新生：乐平古戏台艺术基金项目以数字化技术

焕发传统文化新活力

11月14日上午，江西省艺术基金项目“乐平古戏台文创产品数字化

赋能创意人才培养”结项仪式暨展览在前湖美术馆举行。校党委书记裴

鸿卫，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袁雄，校党委委员、副校长郑鹏武，校党委

委员、副校长刘刚，印尼乌达雅纳大学苏达尔萨那校长等嘉宾以及校有

关部门负责人莅临参观指导，并给予项目成果高度评价。

项目以乐平古戏台文化为载体，以特色文创产品创新人才培养为目

标，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与创意设计相结合，成功探索出传统文化创新性

传承的新路径。项目团队深入挖掘古戏台的文化内涵和工匠精神，在保

持原真性的基础上，融通多媒体资源，创新文化演绎形式，丰富文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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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载体，构建多维沉浸式体验场景，开辟文化传播互动渠道，促进了文

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文旅产业注入了新动力，推动了文

化传承与创新。

展览现场展出的30余件文创作品，以其新颖的创意和精美的工艺吸

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成员通过互动讲解和现场演示，细致呈现了产品的

设计理念与制作过程，进一步拉近了公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

3、环境设计系参加“2024 协同提质大中小美育一体化

成果汇报会”筹备工作

11月7日，环境设计系汪淮老师积极参加我校即将举办的“2024协同

提质大中小美育一体化成果汇报会”筹备工作。在此次筹备中，汪淮老

师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与红谷滩实验学校等多所兄弟单位紧密合作，

共同承担并圆满完成了汇报会中相关美术作品的展陈设计工作。汪淮老

师凭借其扎实的专业知识，对展厅的设计与布局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策

划。从灯光的选择与调节，到展板的设计与布置，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

他的反复推敲与精心打磨，为汇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

充分展现了汪淮老师在环境设计领域的专业素养与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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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术学专业师生赴红谷实验学校开展教育见习

10月28日，美术学专业教师丁莺、教学办老师梁峰及2022级美术学

部分学生前往南昌市红谷实验学校，开展教育见习工作。红谷实验学校

美术教研组组长罗艳老师首先带领大家参观了学校的美术教室、作品展

示区以及创意工作坊，详细介绍了学校美术教育的硬件设施、课程设置

及教学理念，强调了该校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方面的独特做

法。丁莺老师表示，此次教育见习是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的教学环境，

了解基础教育阶段美术教学的实际需求，从而在未来的专业学习中更加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升教学技能。梁峰老师就见习期间学生的日

常管理、安全保障及反馈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确保见习工作顺利进行。

罗艳老师表示将全力配合教育见习工作，为见习学生提供多样化的

教学观摩机会，包括参与日常美术教学、组织班级美术活动、指导学生

创作等，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感受美术教育的魅力与挑战。

.

5、美术学专业赴南昌市第十八中学考察教育实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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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下午，美术学专业系主任文颖、副主任巫绍平、指导教师

李敏芳以及教学办老师梁峰一行前往南昌市第十八中学考察2021级美术

学专业学生的教育实习成效与实际工作状态。

双方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交流，文颖了解了实习生们在日常教学工

作中的动态表现、实践收获以及所遇到的挑战。这种面对面的沟通，不

仅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也为后续实习指导工作的优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支持。随后，一行人前往教室观摩了由2021级美术学实习生刘昕欣精心

准备的《民间美术》公开课。刘昕欣同学以其生动的讲解、丰富的课堂

互动以及独特的视角，赢得了在场师生的广泛好评。

公开课结束后，文颖、巫绍平、李敏芳老师与实习生们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教师们结合具体的教学实例，客观指出了实习生们在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如课堂管理技巧的提升空间、教学内容的深度挖掘

以及师生互动方式的多样化探索等。针对这些问题，教师们提出了一系

列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与策略，帮助实习生们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6、工艺美术专业赴云南开展产业调研活动

2024年10月30日，工艺美术专业带领学生团队前往云南，就工艺美

术产业的运营方式及其发展趋势展开深入调研。调研团队分别走访了当

地的民营工艺美术企业、非遗传承工坊以及独立艺术家的工作室，以全

面了解工艺美术领域的多元化发展现状及文旅融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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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营企业方面，团队重点考察了剑川天艺园在木雕生产流程、市

场定位、销售策略以及创新机制，探讨如何通过现代管理理念和先进技

术提升工艺美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文化附加值。对于非遗传承工坊，

调研团队深入了解了黑陶工艺的传承与保护情况，包括技艺传承方式、

学徒培养机制、传统材料与现代设计的融合实践等，旨在挖掘和弘扬具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工艺美术技艺。

通过此次调研，学生团队不仅加深了对工艺美术产业的理解，还为

未来的专业学习和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7、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举办数字化教学案例分享会

2024年11月12日，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举办了数字化教学案例分享会，通过展示和探讨数字化教学的最新实践

成果，推动教育创新与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会上，教师们精心筛选了

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化教学案例，这些案例不仅涵盖了广泛的教学

内容和形式，还充分体现了数字化技术在提升教学效果和激发学生兴趣

方面的独特优势。教师们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从数字化教学设计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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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思路、实施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策略，以及学生反馈与教学效果评

估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分享。

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教师们不仅拓宽了教学视野，还激发了新的

教学灵感和创新思维。

8、工艺美术系召开毕业设计展筹备会议

2024年11月26日，工艺美术系在B402数智工美工作室召开了2025年

度毕业设计展筹备会议。本次会议旨在确保即将举行的毕业设计展顺利

进行，鼓励学生们珍惜这一展示才华的宝贵机会，精心筹备，以期在即

将到来的展览中以最佳状态呈现自己的作品，为学子们提供一个展示才

华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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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教师们就毕业展主题、展呈方式、场地布置展开了讨论及分

工，并且制定了毕业设计开题工作要求及开题报告撰写规范。随后，师

生就如何提升毕业设计质量、加强师生沟通等内容展开了讨论。

9、美术学院在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中

荣获江西省二等奖

近日，学院陶莉、熊萃老师团队参与的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

新大赛省赛在江西宜春圆满结束，该师生团队凭借出色的表现,经过海选

赛、市赛、省赛最终荣获主体赛道（现代服务）江西省二等奖。本次大

赛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吸引了众多高校和企业参与，

竞争异常激烈。

项目团队成员依托自身深厚的艺术背景与技术实力，开发出一系列

创新性的设计产品，得到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21动画专业的刘建

东、刘怡伶，在现场答辩环节展示了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和实际应用效果。

此次获奖不仅是对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艺术与科技融合领域努

力的肯定，也显示了学院在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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