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2022 年度，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教育

定位，按照“双高计划”和“职教本科”建设要求，强化内涵建设，

继续深入推进“站室坊递进、教学做合一”的艺术设计类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对标标志性成果，全面完成了年度

工作任务。

一、工作完成情况

（一）师资队伍稳步壮大，职称层次加速提升

2022 年度，艺术设计学院新进 3 名专职教师，1 名专职辅导员，

现有教职工 48 人，师资队伍更加合理。3 位教师晋升副教授，2 位教

师晋升讲师，1 位教师晋升助教，学院整体职称层次得到显著提升。

积极开展教师 1+X 证书考评人员师资培训、骨干教师与双师素质培

训、Adobe 视频认证专家、无人机技能等其他各类专业、素质、技能

类培训，有力提升了教师专业实践水平，2 名教师被评为“金牌双师”，

7 名教师被评为“骨干双师”，2 名教师被评为“新晋双师”。派送

7 名骨干教师进企业开展“教师工作站”实践，寒暑假企业顶岗实践

40 余人次，均顺利考核合格。

（二）教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

1、教科研工作

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艺术设计学院申报获批省级教学

成果特等奖《基于校企双主体的“三站两室一坊”艺术设计类人才培



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1 项，并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立项、结项

省级、校级教科研项目 10 余项；教师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三类以

上论文 8 篇，四类论文 10 余篇；通过教科研成果转化，申报并授权

各类专利 20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外观专利

10 项。学院王超老师被评为校级学术技术带头人，李阳、刘方义老

师被评为校级科研领军人才，魏菲娅老师被评为校级科研新星。学院

2022 年度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超 20 项，经审核推荐 8 项，学院整

体教科研氛围日渐浓郁。

2、社会服务项目

2022 年度，艺术设计学院克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鼓励和支持

教职工开拓社会服务渠道，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全年共完成各类社会

培训 3100 余人次，社会服务项目 10 余项，到账额近 80 万元。

学院继续强化政校合作力度，与芜湖市委政法委联合成立的“芜

湖市反邪教文创中心”在本年度为中央、省、市政法单位制作动漫宣

传片 12 部、微视频 3 部，创作各类反邪教文创产品 60 余件，其中《无

邪金刚小课堂》5 集在中央政法委媒体刊播，《开学第一课——反邪

教警示教育宣传片》由安徽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厅组织面向全省中小

学群体播放学习，极大的提升了学校知名度。“芜湖市反邪教文创中

心”同时承接中国反邪教协会课题 1 项，为公安部制作涉密外宣片 6

部并获精品推荐，为国家安全局制作的《龙潭三杰》微视频在内网供

全员学习。学院与芜湖市委政法委、芜湖市委组织部、芜湖市纪委监

委、芜湖市委宣传部、芜湖市公安局、芜湖市文旅局、芜湖市教育局



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主办“芜湖市首届反邪教文创设计大赛”和“芜

湖市首届‘鸠兹廉韵’廉洁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单项赛事设计作品

均超 3000 件，在芜湖市乃至全省都取得了重大影响，进一步扩大学

校办学美誉。

为让“设计助力乡村振兴，品质提升社会服务”，学院发挥学校

在文化创意领域的资源优势，积极与凤阳小岗村、南陵长乐村、新建

村等对接乡村振兴服务，承接小岗村民宿设计、美好南陵墙绘设计、

长乐村乡村规划、野生扬子鳄科普馆建筑设计等政校合作项目，发挥

艺术设计学科优势，整合人才、资源和理念，围绕地方经济发展与文

化特色，摸清区域乡村发展建设中遇到的设计瓶颈和规划难题，为乡

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三）竞赛获奖

2022 年度，在“全国艺术设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





安徽省委政法委、芜湖市政法委、芜湖市委宣传部、芜湖市文旅局等

多部门联合开展多项社会服务合作，成功主办并承办了两项重大市级

赛事，反邪教文创中心迎来多位省市领导的参观考察与现场指导。与

凤阳小岗村、南陵县长乐村等开展乡村振兴服务合作，为该地提供宣

传墙绘、农产品包装设计、美好乡村建筑规划等多方面服务。在行企

合作方面，先后与安徽省春谷 3D 打印智能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芜

湖镭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等高端企业通过项目协助研发、横向课题承接等方式形成良好合作关

系，取得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力。通过与政府、企业的合作，

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实现了人才培养服务地方的目标，也保证

了项目建设的实际质量。

（二）打破专业、教研室隔阂，倡导团队协作，搭建研究梯队，

全面提升学院整体教科研能力和水平

近年来，学院教科研氛围越发浓郁，但仍然存在申报多、获批少，

缺少高水平、重量级课题的现象。通过调研、座谈，学院梳理出影响

教科研水平提升的三大问题：教师开展教科研工作缺少团队协作（教

师申报课题以“单打独斗”为主）、教研室之间横向配合不足（项目

组成员局限于本教研室）、教研与科研重视度不均衡（多数教师存在

重科研轻教研，或重教研轻科研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学院推进以

下举措：第一，打破传统以教研室为单位申报课题的惯例，以学院牵

头，鼓励教师跨专业、跨教研室组队，拓展课题研究范围和研究路径。

第二、要求以老带新，鼓励新进、年轻教师作为主要项目成员参与各



类课题研究，形成教师梯队，合理分工。第三，校企共建，鼓励校企

合作企业的专家能手加入各研究团队，团队内专兼职教师的能力优势

叠加，社会资源整合。

（三）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和青年教师能力培养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合理统筹人员，构建教学团队。一方面，

教学团队构成不局限于本教研室教师，鼓励类似课程跨教研室教学，

盘活师资资源。另一方面，合理引进外聘教师和企业导师，加强外聘

教师进入门槛和聘用审核，让外聘教师成为教学团队的重要组成，补

齐校内专任教师在社会实践、行业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开展教学同时，

促进校内专任教师的能力提升。

强化新进教师、青年教师培养，充分发挥团队内高职称教师、骨

干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以新进教师专任导师为核心，全面加强对

青年教师的教学教法指导和技能培养锻炼，持续打造健康有序的老、

中、青教科研人才培养梯队。

三、存在的问题

（一）线上线下混合制教学推进进度不理想

由于专业特性，学校重点推荐的“雨课堂”教学工具在实际使用

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对于课堂大批量图片传输不方便等，导致当前

学院专业教师使用“雨课堂”等信息化教学工具授课还未形成主流。

（二）整体职称层次和教科研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学院整体职称结构较过去有了明显提升，教科研水平提升实

现了良性发展，但至今正教授职称教师未能实现突破，高层次人才引



进工作开展不理想，这对于学院后期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亟待解决的问

题。

在2023年里，学院将结合学校“双高”建设计划和“职教本科”

建设目标，对标标志性成果，不断开拓进取，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建设、教科研、学科竞赛、政校企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更突出

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