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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

量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

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二、本报告的各项内容统计时间段为当年度的 1月 1日—12月 31日；

涉及状态信息的数据（如师资队伍），统计时间点为当年度的 12月

31 日。

三、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专职

人员和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

果奖励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

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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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研究方向

1.艺术史与汉画像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和外国古代、近现代和当

代艺术的重要作品、艺术家及艺术现象与问题，以中国艺术史研究，

尤其是汉画像及汉代艺术研究为优势和特色。

2.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西方

各时期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和批评、

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和批评为侧重点。

（二）培养方向

1.艺术史与汉画像研究

2.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

（三）师资队伍

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6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2 人；2023

年新增教授 2 人、副教授 1 人。

（四）培养条件

1.2023 年学位点完成“艺术学”一级学科授权点对应调整，师

资梯队、教学资源进一步优化。

2.推进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交流合作，选派 3名研究生参加 3

个月的交流学习。

3.借助江苏省委宣传部、徐州市委等主办的交流平台，组织学生

参与全国第二届汉文化论坛。

4.推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师范

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文心论坛”建设，并组织学生参加第二届学术联

谊。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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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文学院党委领

导下，依托文学院第二教工党支部、三个学生党支部，积极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和队伍建设，通过导师组、专职辅导员和研究生干部，不断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研究生干部培养，并结合艺术学学科专业特点，

发挥课堂育人和实践育人的作用，举办“学习先进模范、争做文明先

锋”（5 月）系列活动，筑牢青年人才的思想阵地。2023 年在籍学生

党员 9 人，中共预备党员 1 人，发展入党积极分子 14 人，1 人获评

校级“优秀研究生”，1 人被评为江苏师范大优秀共青团员，3 人获

评校级优秀研究生干部，1 人获研究生“三辅一助”优秀奖。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位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加强课程思政教育，定期举办党课活

动，先后组织研究生参加“清明祭英烈”（4月 5 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大会”（4 月 13

日）、“千万师生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4 月 14 日）、“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学活动”（4 月 22 日）、

“道德的力量——新时代江苏道德楷模与身边好人事迹巡演”（5月

10 日）、“温英雄事迹，悟百年初心”主题党日（5月 26 日）、“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走在前列”（7 月）等系列活动，引导研究生树

立能奉献、敢担当、肯奋斗的理想信念，做新时代激浪者，其中， 1

人被评选为徐州市红十字救护员，1 人获 2023 年第二届宿迁人才发

展大会志愿者服务证书。

（三）校园文化建设

学生党员积极参与 2023 年江苏师范大学第二届研究生党史知识

竞赛活动，1 人获“党史学习先锋”“党史学习标兵”称号，2 人在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标语征集”活动中受到表彰，1人在文学

院“享受阳光 拥抱春天”摄影活动中获奖；4 人获文学院本科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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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会导读工作优等。

（四）日常管理服务等开展情况

每月召开一次研究生班委会，定期进行宿舍走访、班级调研和谈

心谈话，规范并实施研究生晚点名打卡制度；认真落实导师负责制，

重视学科组会、学术活动、课堂教学对研究生生活、学习、就业的引

导，日常管理工作有序，服务效果较好；高度重视学生升学考博，多

次举办线上、线下指导会，提供报考咨询，帮助学生做好学业、职业

发展规划。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一）课程建设

依据教育部“艺术学”学科调整方案，进一步凝练“艺术原理与

艺术史学”方向的教学与科研资源，完成学位点课程体系的优化。

（二）制度建设

按照国务院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计划，于 2023 年

5月完成《江苏师范大学艺术学理论学术硕士学位授予标准》的修订；

12 月完成导师组调整，并在听取任课教师、学生意见的基础上，修

订导师组会议制度、研究生读书会、中期考核、开题与预答辩制度。

（三）师资队伍建设

在 2 位导师即将退休之际，引进特聘教授 2人（全职），1位教

师晋升副教授。

（四）培养条件建设

学校图书馆新增专业类图书 320 多种；在西教 14 号楼拓展教学

场地，进一步完善师生会谈室、会议室设施，改进教师工作室条件。

（五）科学研究工作

2023 年学位点教师在研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3 项，国家社科后期

资助和青年项目 4项，完成国家社科 1 项；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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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2项（朱存明《民俗之雅：汉

画像中的民俗研究》、潘天波《好物有匠心：影响世界闻名的中华匠

人》），获评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 1人；学位点教师

发表学术论文 22 篇，其中在核心及以上刊物发表 8 篇；主编或参编

《悬象著明：汉代文物中的吉祥文化》《两汉文艺思想史》共 2 部。

（六）招生与就业

2022 年招收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 9 人；授予硕士学位 9 人，应

届毕业生就业率 55.56％。

（七）人才培养等工作取得的成绩

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 篇（张文学《宋元山水“雪山行旅”

母题研究》）；在校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18篇，获学业奖学金 27人

次；在沪苏三校“文心论坛”中 2 人获一等奖、1人获二等奖。

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与调整后培养方向切合的平台建设尚不充分，经费投入不足。

2.体现学科发展趋势、与调整后培养方向切合的课程建设、教材

建设缓慢。

3.生源质量虽略有提升，但跨专业考生较多，基础相对薄弱，培

养质量提升难度较大。

4.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但 CSSCI、核心期刊论

文仍无突破。

五、改进措施

针对学位点建设存在的上述问题，下一年度建设改进计划措施

有：

1.以一级学科授权点对应调整后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师资

资源，推进跨院共建的平台和制度建设。

2.推进《艺术史》《艺术批评》等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前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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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一步提升学科教学与科研的凝聚力和延展性。

3.引进优博 1-2 名，推动师资结构的优化。

4.在已有制度基础上，狠抓研究生日常管理，提升课堂教学和实

践教学质量，努力在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学位论文评优方面再上新的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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