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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师范）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基础美术教育发展需要，有理想、有信念，有正确的人生观，高尚的职业

道德和依法执教意识，能够秉承东北师范大学“尊重的教育”“创造的教育”理念,系统掌握

美术学科的基础知识、技能及相关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美术创作能力、美术教育教学能力

及班级管理能力，能够深入理解人类文化，承担美术教育和美术文化传播任务的中学美术卓

越教师，并为其成为美术教育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培养目标 1】能够适应我国基础美术教育发展需要，具有坚定的教师职业信念，高尚

的教师职业道德，热爱美术教师事业，为人师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目标 2】深刻理解美术学科的基本原理、学科特质及构成特征，有扎实的美术基

本功及美术创作能力，能够充分运用美术历史知识、学科本体理论及实践技能有效完成美术

教学 。

【培养目标 3】熟悉国家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具有前瞻性的美术教育理念及突出的视

觉思考能力，能够在美术教师岗位上熟练运用教育学相关理论开展创新性的美术教学改革，

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学骨干教师。

【培养目标 4】了解世界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能够对美术教育发展中的新知识、新思

想进行科学合理的归纳与整理，并将先进的教育理念有效地运用到美术教学之中。综合运用

多种方法与手段，分析解决美术教育问题，并以终身学习的态度去适应社会与教师职业的可

持续发展。

【培养目标 5】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以校园美术文化提升学生的艺术趣味和审美水

平，协助班级管理工作，理解环境育人的价值，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全面育人。

二、毕业要求

专业必须有明确、公开、可衡量的毕业要求，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达成。专业制

定的毕业要求应完全覆盖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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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专业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师德规范：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投身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能够尊重教师的职业道德，

认真履行教师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以

立德树人为己任，恪守教师教育法规，

立志成为“四有”好教师。

1-1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刻领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积极投身

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1-2能够尊重教师的职业道德，认真履行教师教

育的责任和义务，以立德树人为己任，恪守教师

教育法规，立志成为思想品德高尚、教育信仰深

沉、知识学识深厚的“四有”好教师。

2.教育情怀：热爱美术教师职业，有

唯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深厚的人文底

蕴。有甘于奉献的教育理想，对待教

师工作有事业心、责任心，将教师职

业作为自身职业生涯的第一选择。保

护学生的天性，尊重创造性，做学生

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养成能力、创

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1热爱美术教师职业，认同美术学科的社会价

值及社会意义，有唯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深厚的

人文底蕴。有甘于奉献的教育理想，对待教师工

作有事业心、责任心，将教师职业作为自身职业

生涯的第一选择。

2-2能够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及阶段性发展特

征，以仁爱之心对待学生。保护学生的天性，尊

重创造性，维护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权利。对待学

生有爱心、耐心，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

养成能力、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3.知识整合：深刻理解美术学科核心

素养的内涵，扎实掌握中学美术教育

中有关美术学、设计学学科方向的知

识结构及内容体系。具有突出的形象

思维能力，深刻领会美术学习的思维

特点和规律。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研

究方法及美术教育研究方法，能够有

序整合美术学科内部知识，构建美术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具有较强的

写作能力及独立思考、批判质疑、勇

于探究的科学素养。深刻理解美术历

史的思想演变、风格流派特征及文化

动因。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阐释当

代社会的艺术问题。

3-1深刻理解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并能够

将其有效贯彻在教学实践中。扎实掌握中学美术

教育中有关美术学、设计学学科方向的分类、知

识结构及内容体系。充分领会美术学、设计学各

领域的学科内涵、知识理论、思维模式及技能方

法。

3-2具有突出的形象思维能力，深刻领会美术学

习中抽象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以及直觉思

维的特点和规律。并能够积极运用教育学、心理

学相关理论指导美术教学。

3-3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及美术教育研

究方法，能够有序整合美术学科内部知识，构建

美术与思政、文学、历史、地理及科学之间的联

系；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及独立思考、批判质疑、

勇于探究的科学素养。

3-4深刻理解美术历史的思想演变、风格流派特

征、美术家生平以及历代名作的形式语言、形成

背景及文化动因。能够熟练运用多种艺术语言和

媒介阐释艺术作品所蕴含的艺术观念及视觉文

化思想，灵活运用所学知识阐释当代社会的艺术

问题。

4.教学能力：扎实掌握教师从教的

“三字一话”基本功，具备美术教师

4-1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扎实掌握教

师从教的“三字一话”基本功，认同教师作为学



3

的基本素养，有扎实的美术创作能力、

教学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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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立体育人观念，掌握综合育人的

思想、方法和途径，将劳动教育贯

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能够将美

术文化融入学校文化及校园活动中，

促进校园文化繁荣，实现学生全面发

展。

7-2具有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立

体育人观念，掌握综合育人的思想、方法和途径,
将劳动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能

够利用美术教育的直观性特征，将美术文化融入

学校文化及校园活动中，促进校园文化繁荣，实

现学生全面发展。

8.自主学习：了解终身学习和教师专

业发展相关理论，具有自主通过观察、

阅读、实践手段获取知识。能够及时

了解美术学科及美术教育学研究的新

进展与动态，进行个人知识体系的更

新。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及就业愿景主

动制定、调整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

具有通过多元评价，养成课堂自主参

与、课外自主学习和自主实践的习惯。

8-1了解终身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理论，认

同终身学习的理念，具有自主通过观察、阅读、

实践手段获取知识，提升自身理论素养与美术实

践水平的能力。

8-2能够及时了解美术学科及美术教育学研究的

新进展与动态，进行个人知识体系的更新。能够

依据社会需求及就业愿景主动制定、调整学习和

专业发展规划。具有通过多元评价，养成课堂自

主参与、课外自主学习和自主实践的习惯。

9.国际视野：具备全球意识及开放心

态，关注全球重大的社会与教育发展

问题。具有一定跨文化背景下的语言

表达和专业沟通能力。能够了解国外

中学美术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动态。

在美术教学实践中，能够借鉴国外先

进的教育理念与经验，探索新的路径

与方法进行美术教学。

9-1具备全球意识及开放心态，关注全球重大的

社会与教育发展问题。具有一定跨文化背景下的

语言表达和专业沟通能力，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美术教育同行开展学术及教育交流。

9-2能够理解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了解国外中学美术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动态。在

美术教学实践中，能够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

与经验，探索新的路径与方法进行美术教学。

10.反思研究：理解教育反思的价值与

意义， 会

具备全外整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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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师德规范 √ √

教育情怀 √ √

知识整合 √

教学能力 √ √

技术融合 √ √

班级指导 √ √ √

综合育人 √ √ √

自主学习 √ √ √

国际视野 √ √ √

反思研究 √ √ √

交流合作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52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9学分）。其中，通识

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6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3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1学

分；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25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美术学专业毕业证

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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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

分配见下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20

46

(2021级

开始，

2020级

43)

56

（2021级

开始，2020

级 53）

体育与国

防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心理健康教育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

与信息素

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中文写作 2

数学与逻

辑

逻辑与批判

性思维
3

选
修

人文与艺术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至少在自然

科学类课程中修满 4学分。）

社会与行为科学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

课

公共基础课 15

46

71

专业基础课 20

专业主干课 11

综合实践课程
10

（毕业论文、毕业创作）

选
修 专业系列课 15

发展
方向
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 25 25

总学分要求 152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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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6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3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6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3学分）,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开课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

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8 春 4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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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
展指导中心

语言与信息
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1152522020008 信息技术 2（数据管理与分析）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2362004012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3 54 秋 3 马克思主义
学部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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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教育实习/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专业系列课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为选修

课程。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1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 35学分，专业主干课 11学分，毕业创作 6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专业系列课最低修满 15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美术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荣誉学位

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获得荣誉学位。

表 5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学

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专业

理论

课程

1151692004303 外国美术史 2 36 秋季 1 是

35
学分

1151692011336 透视学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11315 艺用解剖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20301 美术教育专业导论课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04304 中国美术史▲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1995308 艺术概论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2011310 艺术哲学 2 36 秋季 3 是

1151691995311 美学概论 2 36 秋季 3 是

1151692020305
美术教育经典论著导读

▲
2 36 春季 4 是

专业

实践

1151692011337 造型基础 1(美术学) 3 84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11339 造型基础 2(美术学) 3 84 1151692011306 秋季 1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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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学

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课程 1151692011345 造型基础 3(美术学) 4 112 1151692011307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11346 形式语言 1(美术学) 3 84 1151692011308 春季 2 是 是

1151692015310 形式语言 2(美术学) 3 84 1151692011309 春季 2 是 是

1151692015311 形式语言 3(美术学) 4 112 1151692015310 春季 2 是 是

专业

主干

课程

1151692004315 水彩语言实践课 2 56 1151692015311 秋季 3 是 是

11
学分

1151692011354 中国画语言实践课 3 84 1151692015311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11355 油画语言实践课 2 56 1151692015311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11356 设计基础 2 56 1151692015311 秋季 5 是 是

1151691995315 艺术考察(美术教育) 2 56 春季 6
综合

实践

课程

1151691995323 毕业论文 4 144 128 春季 8 10
学分1151691995324 毕业创作▲ 6 216 200 春季 8

专

业

系

列

课

程

1151692011358 综合艺术体验与创作▲ 3 84 春季 4

最低

选修

15
学分

1151692011320 书法与篆刻 2 56 春季 4

1151692011319 艺术批评与鉴赏▲ 2 56 春季 4

1151692011359 版画语言实践课 1 3 84 秋季 5

1151692011360 版画语言实践课 2 3 84 1151692011317 秋季 5

1151692011361 设计与制作▲ 2 56 1151692011314 秋季 5

1151692011362 影视作品赏析 3 84 秋季 5

1151692011363 新媒体实践课 1 2 56 1151692011319 春季 6

1151692011364 新媒体实践课 2 3 84 1151692011321 春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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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学

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11331 中国民间美术 2 56 春季 6

1151692011365 粘土与手工 3 84 秋季 7

1151692011366 雕塑语言实践课 2 56 秋季 7

1151692015325 当代摄影 3 84 春季 4

1151692020326 美术心理学▲ 2 36 春季 4

1151692011306 文学经典导读 2 36 春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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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方向课程（教师教育课程）

师范专业学生发展方向课程须选择教师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25学分。其中教师教育共通必修课程 8学分，教师教育学科必修课程 5学分，教育实践

8学分（基础实践 2学分 2.5周；应用实践 6学分 16周，其中实践前准备阶段 2周、集中实习阶段 10周、实践反思阶段 4周；研究实践贯穿基础实践和

应用实践），在教师教育共通教育选修课程和学科教育选修课程中选修不少于 4学分。

表 6 教师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

时 预修课

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读

学期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共通

教育

课程

必

修

1152322005800 学校教育基础 2 36 春秋 5-6

1152322005814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2 36 春秋 7-8

1152322005802 青少年学习与发展 3 54 春 4

1152322005803 现代教育技术 1 18 春 4

选

修

1152322005804 教育研究方法 1 18 春 4

1152322005805 教育政策与法规 1 18 春 4

1152322005806 班级管理 1 18 春 4

1152322005816 中外教育思想史 1 18 春 4

1152322005808 世界基础教育改革 2 36 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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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322005809 心理健康与教育 1 18 秋 3

1152322005810 教育社会学 1 18 秋 3

1152322005811 教育哲学 1 18 秋 3

1152322005812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1 18 秋 3

1152322005813 学习科学 1 18 秋 3

1152322020814 德育理论与实践 1 18 秋 5

1152322020815 中学生学习与生涯指导 1 18 秋 5

学科

教育

课程

必

修

1151692011800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2 36 秋 1

1151692011801 美术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1 18
11516920118

00 秋 3

1151692011812 美术微格教学▲ 2 56 春 6

选

修

1151692011813 美术教育学 1 18 秋 5

1151692011802 美术课程设计与开发▲ 1 18 春 2

1151692020802 美术教育基本功 1 18 春 4

1151692011814 中外美术教育史专题 1 18 春 2

1151692011807 信息技术美术教学应用 1 18 秋 5

1151692011808 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1 18 春 6

1151692020804 美术教育学科理解 1 18 秋 7

教育

实践

必

修

1151692011816 基础实践 2 72 72 春 6

1151692011817 应用实践 6 216 216 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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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7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践行师德 学会教学 学会育人 学会发展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知识

整合

教学

能力

技术

融合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自主

学习

国际

视野

反思

研究

交流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3-3 3-4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10-1 10-2 11-1 11-2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道德与法律基
础

H L L M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L M L M L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M L M M L H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L M L M M M M

形势与政策 L M M H H L H L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H M M L M M L M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H H H L L H H H H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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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经典论著

导读▲
M H L H

造型基础 1
(美术学)

H M

造型基础 2
(美术学)

H M

造型基础 3
(美术学)

H M L

形式语言 1
(美术学)

H M

形式语言 2
(美术学)

H M

形式语言 3
(美术学)

H M L

水彩语言实践课 M H H

中国画语言实践课 M H M L

油画语言实践课 M H H

设计基础 H M

艺术考察 M M H

毕业论文▲ H H H

毕业创作▲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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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综合艺术体验与创

作▲
H L H

书法与篆刻 H H M L

艺术批评与鉴赏▲ H L H

版画语言实践课 1 H M H

版画语言实践课 2 H M H M

设计与制作 H M L

影视作品赏析 M M

新媒体实践课 1 M M

新媒体实践课 2 M M M

中国民间美术 M M

粘土与手工 M M

雕塑语言实践课 H L H

当代摄影 M H

美术心理学▲ H M

文学经典导读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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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校教育基础 H H L L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

业发展
H H L M

青少年学习与发展 H H H M M

现代教育技术 L H M L

选

修

教育研究方法 L H M H

教育政策与法规 H M M

班级管理 L H H

中外教育思想史 H H M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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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微格教学 M H H H H

美术教育学 M H H L

中外美术教育史专

题
M H H

信息技术美术教学

应用
M H H H

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M H L

美术教育学科理解 M M M

学习科学 H M M H

德育理论与实践 H H

中学生学习与生涯

指导
L H H

教

育

实

践

必

修

基础实践 M M H

应用实践 M M H H M

备注：该矩阵中 H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高支撑，M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中支撑，L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低支撑。可加注*标记课程为与

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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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表 8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践行师德 学会教学 学会育人 学会发展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力 技术融合

班级

指导

综合

育人

自主

学习

国际

视野

反思

研究
交流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3-3 3-4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10-1 10-2 11-1 11-2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0.1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1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0.2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0.1

形势与政策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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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2
（web程序

设计基础）

0.

1

逻辑与批判

性思维
0.1 0.1

艺用解剖 0.1

美术教育导

论
0.4

艺术概论 0.1

透视学 0.1

美学概论 0.3

艺术哲学 0.2 0.1

外国美术史 0.2 0.2

中国美术史 0.3

美术教育经

典论著导读
0.2 0.1

造型基础

1(美术学)
0.0

5

造型基础

2(美术学)
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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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基础

3(美术学)
0.1

形式语言

1(美术学)
0.0

4

形式语言

2(美术学)
0.0

4

形式语言

3(美术学)
0.1

水彩语言

实践课

0.0

4
0.2

中国画语言

实践课

0.0

5

油画语言

实践课

0.0

5
0.1

设计基础 0.1

艺术考察 1

毕业论文 0.6 0.6 0.3

毕业创作 0.2 0.4 0.3

综合艺术体

验与创作

0.0

5
0.1

书法与篆刻
0.0

5

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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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与

鉴赏
0.6 0.6

版画语言

实践课 1
0.0

5
0.1

版画语言

实践课 2
0.0

5
0.2

设计与制作 0.1

雕塑语言实

践课

0.0

4
0.2

当代摄影
0.

15

美术心理学 0.2

学校教育基

础
0.1

0.0

5

教师职业道

德与专业发

展

0.2 0.3

青少年学习

与发展

0.0

5
0.4 0.4

现代教育技

术
0.2

教育研究方

法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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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与

法规
0.4

班级管理 0.6 0.3

中外教育思

想史
0.2 1

世界基础教

育改革
0.2 0.1 0.5

心理健康与

教育
0.2 0.6

教育社会学 0.05

教育哲学 0.2 0.05

课程与教学

基本原理

0.0

5
0.2

美术课程与

教学论
0.2 0.2

美术课程标

准及教材研

究

0.1 0.1

美术课程设

计与开发
0.1 0.1

美术微格教

学
0.1 0.1 0.3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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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学 0.1 0.1

中外美术教

育史专题
0.2 0.1

信息技术美

术教学应用
1 0.5

0.

3

美术教育研

究方法
0.1

学习科学 0.2 0.1

德育理论与

实践
0.3 0.2

中学生学习

与生涯指导
0.4 0.2

基础实践 0.1

应用实践
0.0

4
0.1

备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应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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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

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 25学分。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29学分的学生，颁发美

术学专业辅修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

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 40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辅修学士学位实施办法》规定的学生，授

予艺术学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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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美术学专业面向美术创作领域和相关行业，旨在培养具有求真向善的人文精神，高远的艺术理

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的国际视野，全面掌握美术学专业的基本知识、理论、技能和方法，具

有扎实造型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独立开展美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能力，兼具思想深度和创新

意识的高素质学者型美术创作人才。具体培养目标分解如下：

【培养目标 1】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远大的志向，深厚的爱国情怀，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

人文科学素养，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美术学科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审美鉴赏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较强的美术创作实践能力。具有跨文化、跨学科、跨维度文化研究的意识和基

本素养，将创新意识、时代精神、文化思考、社会关注和审美判断自觉融入美术创作当中，综合运

用理论、艺术与技术手段解决具体创作实践问题，具备独立开展系统的基础理论和绘画创作方法论

研究的能力。

【培养目标 3】学会学习，具有自我管理能力和自主发展意识，有积极的学习愿望和获取新知的

能力，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表达、交流和团队合作能力。

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专业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道德理想：理解、认同、践行社会主

义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

够自觉遵守个人、社会和职业道德规范。

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深厚的爱国主义

情怀，端正的人生态度，高远的艺术理

想和造福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具有与职

业发展相关的劳动素养。

1-1理解、认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1-2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高远的志向，深厚的家国情

怀，追求卓越的职业理想和造福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系

统建构职业认知和规范养成体系。

1-3具有尊重与崇尚劳动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情感态度

和伦理品德，掌握与职业发展相关的劳动科学知识、劳

动能力和素养。能够诚实劳动、科学劳动、健康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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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劳动。

2.人文素养：具有求真向善的人文精神，

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为完善的文史哲

相关知识体系。树立人文与科学相互融

合的文化观。

2-1具有求真向善的人文精神，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

为完善的文史哲相关知识体系。

2-2重视学科之间的联系，了解美术与人类，美术与生

活，美术与情感，美术与政治，美术与历史等方面的关

联。

3.专业知识：具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和较

强的审美判断能力。理解美术学科的基

本内涵，掌握美术创作的基本原理，对

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

有较充分的了解，善于梳理和形成知识

体系。

3-1具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和较强的审美判断能力。

3-2理解美术学科的基本内涵，掌握美术创作的基本原

理，对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有较充分

的了解，善于梳理和形成知识体系。

4.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熟

练掌握美术学相关专业的造型原理和技

术系统。能够综合运用理论、艺术与技

术手段解决具体创作实践问题。具备运

用绘画媒材充分表达创作意图，独立完

成美术创作的能力。具备运用信息技术

手段开展相关美术创作的能力。

4-1在美术实践中具有开拓精神和不断求新超越的信

念。能够在创新意识的引领下，主动提升自己在美术技

巧、媒介、手段等方面的创造力。

4-2熟练掌握美术学相关专业的造型原理和技术系统。

能够综合运用理论、艺术与技术手段解决具体实践问

题，具备运用绘画媒材充分表达创作意图，独立完成美

术创作的能力。

4-3能够综合相关领域的前沿科技手段，借鉴和运用新

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探索跨学科交叉融合。具备运

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相关美术创作的能力。

5.研究能力：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问

题意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掌握基本的

研究方法，初步建立独立开展系统的基

础理论和绘画创作方法论研究的能力。

能够将各个学科从知识背景、思维方法

等方面进行相互补充和贯通。

5-1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问题意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能够发现、质疑、辨析、评价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现象

和问题，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灵活运用美术专业

的理论、知识、方法解决相关问题，初步建立独立开展

系统的基础理论和绘画创作方法论研究的能力。

5-2初步构建起横向的“世界观”，纵向的“历史观”

和深度的“个人观”，具有跨文化、跨学科、跨维度文

化研究的意识，在个人学术研究中，能够将各个学科从

知识背景、思维方法等方面进行相互补充和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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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主学习：具有独立查阅、获取、收

集、处理美术学科相关信息的能力。具

有自主分析、自我管理、自我改进的思

想意识和能力。具有积极的学习愿望和

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具有终身学习与

发展的意识以及应对社会与时代需求的

专业发展适应力。

6-1具有独立运用信息技术查阅、获取、收集、处理美

术学科相关信息的能力。

6-2具有自主分析、自我管理、自我改进的思想意识和

能力。具有积极的学习愿望和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6-3具有终身学习意识与专业发展适应能力。能够依据

时代需求及职业愿景，调整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适应

社会和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7.国际视野：具有全球意识和开阔的眼

界，了解国外艺术领域的前沿发展动态。

能够将国际视角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具

备一定的中外美术比较的视野和能力。

7-1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性的视野，关注国际艺术发展

问题，了解国外艺术领域相关前沿发展动态。

7-2能够将国际视角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具备一定的中

外美术比较的视野和能力。

8.交流合作：具有合作共享意识和协作

精神，在学术交流中谋求共同进步和发

展，在团队合作中互帮互助，共同探讨

解决问题的办法。掌握有效沟通、表达

的方法和技巧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能

力。

8-1具有合作共享意识，在学术交流中谋求共同进步和

发展。

8-2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在合作中互帮互助，乐于分享

学习经验，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8-3掌握有效沟通、表达的方法和技巧，具备与他人及

社会沟通的良好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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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道德理想 √

人文素养 √ √ √

专业知识 √ √

实践能力 √ √

研究能力 √ √

自主学习 √ √

国际视野 √ √

交流合作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51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8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程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4学分；发展方向

课程最低修满 22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美术学专业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者，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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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见

下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42）

5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52）

体育与国

防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心理健康教育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

与信息素

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中文写作 2

数学与逻

辑

逻辑与批判

性思维
3

选
修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至少在自然
科学类课程中修满 4学分。）

人文与艺术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

课

共同基础课 15

49

74

专业基础课 20

专业主干课 14

综合实践课程
10

（毕业论文、毕业创作）

选
修 专业系列课 15

发展方向课程 22

总学分要求 151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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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2学分),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开课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

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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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
展指导中心

语言与信息
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1152522020007 信息技术 2（web程序设计基础）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2362004012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3 54 秋 3 马克思主义
学部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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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为选修课程。专业

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4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 35学分，专业主干课 14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分（毕业创作 6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专业系

列课最低修满 15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美术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荣

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共同

基础

课程

美术学（中国画、版画、油画、水彩画、综合材料绘画）

1151692004303 外国美术史 2 36 秋季 1 是

35
学

分

1151692011336 透视学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11315 艺用解剖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11327 美术学专业导论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04304 中国美术史▲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1995308 艺术概论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2011310 艺术哲学 2 36 秋季 3 是

1151691995311 美学概论 2 36 秋季 3 是

1151692020328 美术学经典文献导读▲ 2 36 春季 4 是

专

业

基

础

1151692011337 造型基础 1(美术学) 3 84 60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11339 造型基础 2(美术学) 3 84 60 1151692011306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11345 造型基础 3(美术学) 4 112 80 1151692011307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11346 形式语言 1(美术学) 3 84 60 1151692011308 春季 2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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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课

程

1151692015310 形式语言 2(美术学) 3 84 60 1151692011309 春季 2 是 是

1151692015311 形式语言 3(美术学) 4 112 80 1151692015310 春季 2 是 是

专

业

主

干

课

程

美术学（中国画）

1151692020329 工笔人物临摹 3 84 74 1151692020359 秋季 3 是 是

14
学

分

1151692011367 专业教学实践 1(中国画)▲ 2 56 4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20331 写意山水临摹 3 84 74 1151692011330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20332 写意人物临摹 2 56 4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20333 写意花鸟临摹 2 56 4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1995334 艺术考察(中国画) 2 56 48 春季 6 是 是

美术学（版画）

1151692011335 黑白木刻▲ 2 56 48 秋季 3 是 是

14
学

分

1151692015300 铜版技法 3 84 68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15301 石版技法 3 84 6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11338 专业教学实践 1(版画) 2 56 4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15302 丝网版技法 2 56 4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1995340 艺术考察(版画) 2 56 48 春季 6 是 是

美术学（油画）

1151692005341 油画半身像 3 84 68 秋季 3 是 是

14
学

分

1151692020343 素描全身像 2 56 48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15342 素描人体▲ 2 56 48 1151692020343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15344 油画全身像 3 84 6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15303 专业教学实践 1(油画) 2 56 4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04346 艺术考察(油画) 2 56 48 115169201402 春季 6 是 是

美术学（水彩画）

1151692011347 水彩技法实践 3 84 68 秋季 3 是 是 14
学1151692011348 经典水彩分析与实践 2 56 48 秋季 3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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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分1151692011349 水彩人物写生 1 3 84 68 1151692004420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11368 专业教学实践 1(水彩) 2 56 4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01351 水彩人体写生 1 2 56 4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1995352 艺术考察(水彩) 2 56 48 春季 6 是 是

美术学（综合材料绘画）

1151692020353 物态的解构与重构▲ 3 84 60 秋季 3 是 是

14
学

分

1151692020354 图像的解构与重构▲ 2 56 40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11369 专业教学实践 1
(综合材料绘画) 2 56 40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15407 图像经典解读 2 56 40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20356 物象的知觉实验▲ 3 84 60 春季 4 是 是

1151691995357 艺术考察(综合材料绘画) 2 56 40 春季 6 是 是

综合

实践

课程

1151691995431 毕业论文 4 144 128 春季 8 10
学分

1151691995432 毕业创作▲ 6 216 200
春季 8

专

业

系

列

课

程

美术学（中国画）

1151692011306 文学经典导读 2 36 春季 2

最低

修满
15
学分

1151692011343 白描 2 56 48 秋季 3
1151692020358 工笔山水临摹 3 84 74 秋季 3
1151692020359 工笔花鸟临摹 2 56 48 秋季 3
1151692020360 线描临摹 2 56 48 秋季 3
1151692020361 中国画论选读 2 36 春季 4
1151692020362 工笔语言实践 2 56 48 秋季 5
1151692011370 专业教学实践 2(中国画) ▲ 2 56 48 秋季 5
1151692020364 工笔材料技法▲ 3 84 74 1151692011363 秋季 5
1151692020365 山水画技法研究▲ 3 84 74 1151692020362 秋季 5
1151692020366 写意花鸟技法研究▲ 2 56 48 秋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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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20367 写意人物技法研究▲ 3 84 74 1151691995334 春季 6
1151692020368 工笔人体写生 3 84 74 春季 6
1151692020369 写意人体写生 2 56 48 春季 6
1151692020370 书法篆刻 2 56 48 春季 6
1151692020371 人物小品创作▲ 3 84 74 秋季 7
1151692020372 工笔人物写生 2 56 48 秋季 7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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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20392 版画综合媒介应用与创作▲ 3 84 68 秋季 7
1151692020393 版画插图创作 2 56 48 秋季 7
1151692011394 版画命题创作 1▲ 3 84 68 秋季 7
1151692020395 版画学科理解课 1 18 秋季 7
1151692011396 版画命题创作 2 2 56 48 秋季 7

美术学（油画）

1151692011306 文学经典导读 2 36 春季 2

最低

修满
15
学分

1151692015306 油画人体▲ 3 84 68 1151692005341 秋季 3
1151692020398 素描肖像 2 56 48 1151692011378 秋季 3
1151692011399 油画材料语言实践课 2 56 48 春季 4
1151692015307 油画创作课 3 84 68 春季 4
1151692020401 经典油画作品临摹 2 56 48 春季 4
115169201402 专业教学实践2(油画) 2 56 48 1151692015345 秋季 5
1151692015308 油画造型语言研究▲ 3 84 68 秋季 5
1151692015309 油画色彩语言研究▲ 2 56 48 秋季 5
1151692015405 油画空间结构语言研究▲ 3 84 68 秋季 5
1151692015312 油画单色语言训练课 2 56 48 秋季 5
1151692020407 油画节奏训练与表达实践课 2 56 48 春季 6
1151692020408 油画本体语言实践课 3 84 68 春季 6
1151692015409 经典油画作品分析与实践课 3 84 68 春季 6
1151692020410 油画质感表达训练课 2 56 48 春季 6
1151692020411 油画创作文本讨论训练课 2 56 48 秋季 7
1151692020412 视觉符号表征实践课 3 84 68 秋季 7
1151692020413 图像转喻思维实践课▲ 2 56 48 秋季 7
1151692015414 命题创作▲ 3 84 68 秋季 7
1151692020415 油画学科理解课 1 18 秋季 7
1151692020416 油画创作小稿训练课 2 56 48 秋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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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美术学（水彩）

1151692011306 文学经典导读 2 36 春季 2

最低

修满
15

学分

1151692011312 水性材料实践 3 84 68 秋季 3
1151692020418 泥塑肖像 2 56 48 秋季 3
1151692020419 水彩静物写生 2 56 48 1151692011347 秋季 3
1151692004420 水彩肖像写生 3 84 68 春季 4
1151692020421 油画静物 2 56 48 春季 4
1151692011422 专业教学实践 2(水彩) 2 56 48 1151692011350 秋季 5
1151692004423 素描人体 1 3 84 68 秋季 5
1151692011313 水彩画创作 1▲ 3 84 68 秋季 5
1151692020425 水墨实验 2 56 48 秋季 5
1151692020426 色粉画研究与实践 1 2 56 48 秋季 5
1151692020427 水性坦培拉绘画研究与实践 3 84 68 春季 6
1151692011321 水彩画创作 2▲ 2 56 48 1151692011424 春季 6
1151692011323 画面结构分析与实践▲ 3 84 68 1151692011348 春季 6
1151692020430 丙烯材料研究与实践▲ 2 56 48 春季 6
1151692020431 色粉画研究与实践 2▲ 2 56 48 1151692020426 秋季 7
1151692020432 水彩人物写生 2▲ 3 84 68 1151692011349 秋季 7
1151692020433 素描人体 2 2 56 48 1151692004423 秋季 7
1151692001434 水彩人体写生 2 3 84 68 1151692001351 秋季 7
1151692020435 水彩学科理解课 1 18 秋季 7
1151692011324 综合材料绘画▲ 2 56 48 秋季 7

美术学（综合材料绘画）

1151692011306 文学经典导读 2 36 春季 2 最低

修满
15
学分

1151692020437 综合媒材创作实践▲ 3 84 56 秋季 3
1151692020438 装置艺术实践 2 56 40 秋季 3
1151692015439 社会观察实践 3 84 56 春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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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20440 城市空间艺术实践 2 56 40 春季 4

1151692011441 专业教学实践 2(综合材料绘

画) 2 56 40 1151692011355 秋季 5

1151692015313 观念综合表现 1▲ 3 84 56 秋季 5
1151692015314 观念综合表现 2 2 56 40 1151692015442 秋季 5
1151692015315 观念综合表现 3 3 84 56 1151692015443 秋季 5
1151692020445 自然空间艺术实践 2 56 40 秋季 5
1151692015446 人文与艺术▲ 2 56 32 春季 6
1151692015316 自然科学与艺术 3 84 56 春季 6
1151692015317 艺术团队组合与创作实践 2 56 40 春季 6
1151692015318 技术与艺术 3 84 56 春季 6
1151692020450 身体艺术实践 2 56 40 春季 6
1151692015319 毕业创作方案与解读 2 56 40 秋季 7
1151692015496 综合视觉语言创作 3 84 56 秋季 7
1151692020452 观念影像 2 56 40 秋季 7
1151692020453 多媒体艺术与实践 3 84 56 秋季 7
1151692020454 综合材料艺术学科理解课 1 18 秋季 7
1151692020455 艺术与社会理论▲ 2 56 40 秋季 7

3.发展方向课程

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22学分。发展方向课程原则上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在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自主选择。建议学生选

修本专业的专业系列课程，但不能重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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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6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

理想

人文

素养

专业

知识

实践

能力

研究

能力

自主

学习

国际

视野

交流

合作

通识

教育

课程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H M M H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L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M M M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M L L H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M L L H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M L H M

形势与政策 H L L H

四史 H M M L M M H M

体育 M M L H L

军事理论 H M M H H M

军事训练 H M M H L L

劳动教育 M H

中文写作 M M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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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语 H M M

信息技术 1 L H M L

信息技术 2 L H M M

人文数学 M M H L L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M H H M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共同基础

课必修

外国美术史 M H M M H

透视学 M H M

艺用解剖 M H M

美术学专业导论 L H M M

美学概论 M H M M

美术学经典文献导读 M H H M M L

中国美术史 L M H M M

艺术概论 H M M M

艺术哲学 H M H M M

专业基础

课必修

造型基础 1（美术学） M H M L

造型基础 2（美术学） M H M L

造型基础 3（美术学） M H M L

形式语言 1（美术学） H M M L

形式语言 2（美术学） H M M L

形式语言 3（美术学） H M M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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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主

干

课

程

中国

画方

向主

干课

程

专业教学实践 1（中国画） H M L

艺术考察（中国画） M H L L

工笔人物临摹 M H L

写意山水临摹 M H L

写意人物临摹 M H L

写意花鸟临摹 M H L

版画

方向

主干

课程

专业教学实践 1（版画） M M H L M

黑白木刻 M H L

铜版技法 M H L

石版技法 M H L

丝网版技法 H H L

艺术考察（版画） H M H M M H

油画

方向

主干

课程

专业教学实践 1（油画） M H M

艺术考察（油画） H M M

油画半身像 M H

素描人体 M H

素描全身像 M H

油画全身像 M H

水彩

方向

主干

课程

专业教学实践 1 H M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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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考察 H M M H

水彩人体写生 1 M H L

水彩技法实践 M H L

经典水彩分析与实践 L H M

水彩人物写生 1 M H L

综 合

材 料

绘画

方 向

主 干

课

专业教学实践 1

（综合材料绘画）
M H L M

艺术考察

（综合材料绘画）
H M M M H

物态的解构与重构 H M H

图像的解构与重构 H M H

物象的知觉实验 M H M

图像经典解读 M M H

综合实践

课

毕业论文 H H M H

毕业创作 M H M M H

专

业

系

列

课

选

修

中国

画方

向系

列课

程

文学经典导读 M M

线描临摹 M M L

中国画论选读 L M L

工笔花鸟临摹 M M L

白描 H M L

专业教学实践 2（中国画） M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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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山水临摹 M M L

工笔材料与技法 M H L L

书法篆刻 M L L

山水画技法研究 H M L

写意人物技法研究 M L L

工笔人体写生 M L L

工笔人物写生 M L L

写意人体写生 M L L

写意人物写生 M L L

山水小品创作 L H M

工笔语言实践 M L L

写意花鸟技法研究 M L L

人物小品创作 L H M

花鸟小品创作 M L L

中国画学科理解课 M L L

版画

方向

系列

课程

文学经典导读 M M

素描人体 M M

专业教学实践 2（版画） M M L M

铜版语言实践 M M

综合材料版画 1 M M L

油印套色木刻版画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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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网综合表现与创作 M H M

水印套色木刻版画 M M

石版综合表现与创作 M H M

数码版画 M M M

铜版综合表现与创作 M H M

版画材料语言表现 M M M

版画综合媒介应用与创作 M M L

版画插图创作 M M

版画命题创作 1 M M L

色彩人体 M M

木版语言实践 M M

版画藏书票创作 M M

综合材料版画 2 M M L

版画命题创作 2 M M M

版画学科理解课 M L L

油画

方向

系列

课程

文学经典导读 M M

油画人体 M M

油画材料语言实践课 M M

油画造型语言研究 H M

油画色彩语言研究 H M

油画创作课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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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空间结构语言研究 M M

油画节奏训练与表达

实践课
M M L

油画本体语言实践课 M M

专业教学实践 2（油画） M M M

油画创作文本讨论训练课 M M M

经典油画作品

分析与实践课
M M M

视觉符号表征实践课 M M

图像转喻思维实践课 M H

命题创作 M H M

素描肖像 M M

经典油画作品临摹 M M

油画单色语言训练课 M M

油画质感表达训练课 M M

油画创作小稿训练课 M M

油画学科理解课 M L L

水彩

方向

系列

课程

文学经典导读 M M

水性材料实践 M M L

水彩静物写生 M M

水彩肖像写生 M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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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人体 1 M M L

专业教学实践 2 H M L

水彩画创作 1 H M H L

色粉画研究与实践 1 M M L

水性坦培拉绘画

研究与实践
M M L

水彩画创作 2 H M H L

画面结构分析与实践 M H H L

水彩学科理解课 M H L

色粉画研究与实践 2 M M L

水彩人物写生 2 M M L

素描人体 2 M M L

水彩人体写生 2 M M L

泥塑肖像 M M L

油画静物 M M L

水墨实验 M M L

丙烯材料研究与实践 M M L

综合材料绘画 M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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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材料

绘画

方向

系列

课程

文学经典导读 M M

综合媒材创作实践 H M M

专业教学实践 2

（综合材料绘画）
M M

社会观察实践 M M M

观念综合表现 1 M H L

观念综合表现 2 M M L

观念综合表现 3 M M

人文与艺术 H M M

自然科学与艺术 M M

艺术团队组合与创作实践 M M H

技术与艺术 M M M

毕业创作方案与解读 M M M

综合视觉语言创作 M M L

观念影像 M M

多媒体艺术与实践 M M

装置艺术实践 M

城市空间艺术实践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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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 0.1 0.5

体育 0.1

军事理论 0.1 0.4 0.1

军事训练 0.4 0.4

劳动教育 0.4

中文写作 0.3

大学外语 0.5

信息技术 1 0.05

信息技术 2 0.05

人文数学 0.2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05 0.2

外国美术史 0.1 0.4

透视学 0.1

艺用解剖 0.05

美术学专业导论 0.05

美学概论 0.05

美术学经典文献导读 0.1 0.6

中国美术史 0.1

艺术概论 0.5

艺术哲学 0.6

造型基础 1（美术学） 0.15

造型基础 2（美术学） 0.15

造型基础 3（美术学） 0.3



53

形式语言 1（美术学） 0.1

形式语言 2（美术学） 0.1

形式语言 3（美术学） 0.1

专业教学实践 1（中国
画）

0.2

艺术考察（中国画） 0.2

工笔人物临摹 0.15

写意山水临摹
0.15

写意人物临摹
0.15

写意花鸟临摹
0.15

白描 0.2

工笔材料与技法 0.2

山水画技法研究 0.2

山水小品创作 0.5

人物小品创作 0.5

毕业论文 0.5 0.6 0.3

毕业创作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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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课程对毕业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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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版技法 0.2

丝网版技法 0.2

丝网综合表现与创作 0.2

石版综合表现与创作 0.2

铜版综合表现与创作 0.2

毕业论文 0.2 0.4 0.5

毕业创作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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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油画专业方向)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

理想

人文

素养

专业

知识

实践

能力

研究

能力

自主

学习

国际

视野

交流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0.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2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0.3

形势与政策 0.1 0.3
四史 0.1 0.3
体育 0.1

军事理论 0.1 0.3 0.1
军事训练 0.4 0.4
劳动教育 0.4
中文写作 0.3
大学外语 0.3
信息技术 1 0.1
信息技术 2 0.1
人文数学 0.3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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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全身像 0.2

油画全身像 0.2

油画造型语言研究 0.2

油画色彩语言研究 0.2

命题创作 0.4

图像符号与表达实践

课
0.3

毕业论文 0.2 0.4 0.5

毕业创作 0.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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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水彩专业方向)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

理想

人文

素养

专业

知识

实践

能力

研究

能力

自主

学习

国际

视野

交流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2 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0.3

形势与政策 0.1 0.3
四史 0.1 0.3
体育 0.2

军事理论 0.1 0.2 0.2
军事训练 0.4 0.3
劳动教育 0.4
中文写作 0.3
大学外语 0.3
信息技术 1 0.1
信息技术 2 0.1
人文数学 0.2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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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史 0.1 0.5

透视学 0.6

艺用解剖 0.2

美术学专业导论 0.1

美学概论 0.1

美术学经典文献导读 0.2 0.2

中国美术史 0.2

艺术概论 0.3

艺术哲学 0.6

造型基础 1（美术学） 0.3

造型基础 2（美术学） 0.3

造型基础 3（美术学） 0.4

形式语言 1（美术学） 0.2

形式语言 2（美术学） 0.2

形式语言 3（美术学） 0.2

专业教学实践 1(水彩) 0.2 0.5

艺术考察(水彩) 0.4 0.5

水彩人体写生 1 0.4

水彩技法实践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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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水彩分析与实践 0.4

专业教学实践 2(水彩) 0.2

水彩画创作 1 0.1 0.2

水彩画创作 2 0.1 0.2

画面结构分析与实践 0.4 0.2

水彩学科理解课 0.1

毕业论文 0.1 0.4 0.5

毕业创作 0.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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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综合材料绘画专业方向)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

理想

人文

素养

专业

知识

实践

能力

研究

能力

自主

学习

国际

视野

交流

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4-3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0.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2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2 0.3

形势与政策 0.1 0.3
四史 0.1 0.3
体育 0.1

军事理论 0.1 0.3 0.1
军事训练 0.4 0.4
劳动教育 0.3
中文写作 0.3
大学外语 0.3
信息技术 1 0.1
信息技术 2 0.1
人文数学 0.3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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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史 0.2 0.5

透视学 0.2

艺用解剖 0.1

美术学专业导论 0.1

美学概论 0.1

美术学经典文献导读 0.1 0.4

中国美术史 0.1

艺术概论 0.3

艺术哲学 0.4

造型基础 1（美术学） 0.3

造型基础 2（美术学） 0.3

造型基础 3（美术学） 0.4

形式语言 1（美术学） 0.2

形式语言 2（美术学） 0.2

形式语言 3（美术学） 0.2

专业教学实践 1

（综合材料绘画）
0.4

艺术考察

（综合材料绘画）
0.4 0.5

物态的解构与重构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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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解构与重构 0.1 0.2

物象的知觉实验 0.4

图像经典解读 0.1

综合媒材创作实践 0.2

观念综合表现 1 0.3

人文与艺术 0.3

艺术团队组合与创作

实践
0.5

毕业论文 0.2 0.3 0.5

毕业创作 0.5 0.4

备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应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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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主

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34学分的学生，颁发美术学专业辅修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主

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不少于 49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的学

生，授予艺术学辅修学士学位。



67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有理想有信念，有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意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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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整合：理解环境设计学科的基本

内涵，掌握环境设计的基本方法，善于

运用室内设计基本原理、景观设计学原

理、建筑视觉原理等专业知识。具有较

好的艺术素养。具有运用建筑、风景园

林、视觉传达等专业领域知识完善环境

设计专业知识框架体系的能力，实现跨

学科交叉学习与研究。了解国家对文化

艺术领域方面的方针、政策、法规及环

境设计专业相关规范，具有较好的艺术

素养。

2-1理解环境设计学科的基本内涵，掌握环境设计的基本

方法，善于运用室内设计基本原理、景观设计学原理、

建筑视觉原理等专业知识。

2-2具有运用建筑、风景园林、视觉传达等专业领域知识

完善环境设计专业知识框架体系的能力，实现跨学科交

叉学习与研究。

2-3了解国家对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方针、政策、法规及

环境设计专业相关规范，具有较好的艺术素养。

3.实践能力：能够读懂环境设计及相关

专业图纸，并能够通过软件完成修改与

制作任务。具有一定程度的通过手绘表

达设计思维，以及运用软件具体深入表

达设计意图的能力。具备综合运用室内

设计、景观设计、建筑视觉等原理知识

及艺术与技术手段解决建筑室内外不

同空间类型中的具体设计问题的能力。

了解环境设计专业相关的技术及各类

常见材料的施工工艺。

3-1能够读懂环境设计及相关专业图纸，并能够通过软件

完成修改与制作任务。

3-2具有一定程度的通过手绘表达设计思维，以及运用软

件具体深入表达设计意图的能力。

3-3具备综合运用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建筑视觉等原理

知识及艺术与技术手段解决建筑室内外不同空间类型中

的具体设计问题的能力。

3-4了解环境设计专业相关的技术及各类常见材料的施

工工艺。

4.研究能力：能够透过设计形式解读其

设计理念，探索设计理念产生的社会及

专业背景，把握其中人文、经济、自然

等因素与功能的关系。具有问题意识，

能够从某些社会现象中发现环境设计

领域的实际问题，并能分析问题以及展

开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设计。

4-1能够透过设计形式解读其设计理念，探索设计理念产

生的社会及专业背景，把握其中人文、经济、自然等因

素与功能的关系。

4-2具有问题意识，能够从某些社会现象中发现环境设计

领域的实际问题，并能分析问题以及展开有针对性的解

决问题的对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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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主学习：具有终身学习意识与专业

发展适应能力。能够依据工作需求及就

业愿景，调整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适

应社会和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

的专业敏感性，能够接受并理解环境设

计领域前沿知识，与时俱进，主动结合

环境设计领域前沿发展动态，具备独立

完成创意设计的能力。具有独立运用信

息技术查阅、获取、收集与专业相关信

息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具备分析、判

断、解决问题及自我管理能力。

5-1具有终身学习意识与专业发展适应能力。能够依据工

作需求及就业愿景，调整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适应社

会和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5-2具有较强的专业敏感性，能够接受并理解环境设计领

域前沿知识，与时俱进，主动结合环境设计领域前沿发

展动态，具备独立完成创意设计的能力。

5-3具有独立运用信息技术查阅、获取、收集与专业相关

信息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具备分析、判断、解决问题

及自我管理能力。

6.国际视野：善于追踪国际环境设计及

相关设计领域发展态势，并能将国际设

计领域的前沿信息应用于设计实践中。

6-1善于追踪国际环境设计及相关设计领域发展态势，并

能将国际设计领域的前沿信息应用于设计实践中。

6-2能够思考并分析国际环境设计领域的问题，能够对国

际优秀设计案例的设计理念进行解读。

7.创新思维：具备将批判性思维渗透到

环境设计中的意识，学会在实践中自我

改进思想，敢于摒弃陈旧的设计观念，

具有较强审美判断能力及创新意识。能

够在创新意识的引领下，借鉴和运用新

知识、新技术、新方法，适应时代发展

需求，及时调整创作方向。

7-1具备将批判性思维渗透到环境设计中的意识，学会在

实践中自我改进思想，敢于摒弃陈旧的设计观念，具有

较强审美判断能力及创新意识。

7-2能够在创新意识的引领下，借鉴和运用新知识、新技

术、新方法，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及时调整创作方向。

8.交流合作：具有交流合作意识，能够

在团队中互帮互助，交流学习经验，探

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探讨中谋求共同

进步和发展。能够运用环境设计专业话

语表达设计理念与设计方法，并具备与

设计项目委托方沟通的能力。

8-1具有交流合作意识，能够在团队中互帮互助，交流学

习经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探讨中谋求共同进步

和发展。

8-2能够运用环境设计专业话语表达设计理念与设计方

法，并具备与设计项目委托方沟通的能力。



70

二、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道德理想 √

知识整合 √ √ √

实践能力 √ √ √

研究能力 √ √ √

自主学习 √ √ √

国际视野 √

创新思维 √

交流合作 √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49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6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

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5学分；发展方向课程

最低修满 19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环境设计专业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者，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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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见下

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42）

5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52）

体育与国

防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心理健康教育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

与信息素

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中文写作 2

数学与逻

辑

逻辑与批判

性思维
3

选

修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至少在自然

科学类课程中修满 4学分。）
人文与艺术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

课

共同基础课 13

50

75

专业基础课 20

专业主干课 17

综合实践课程
10

（毕业论文、毕业创作）

选

修
专业系列课 15

发展方向课程 19

总学分要求 149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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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2学分）,通

识教育选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开课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
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73

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

展指导中心

语言与信息

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1152522020007 信息技术 2（web程序设计基础）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2362004012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3 54 秋 3 马克思主义

学部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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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承诺、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程为选修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5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3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17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分（毕业创作 6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

专业系列课最低修满 15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美术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荣

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 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共同

基础

课程

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1151692004510 设计概论▲ 2 36 秋季 1 是

13
学

分

1151692011336 透视学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20512 设计学专业导论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11497 外国设计简史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2011381 中国设计简史▲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2020513 设计原理 1 18 秋季 3 是

1151692011385 艺术哲学 2 36 秋季 3 是

1151692020515 设计学文献经典导读 2 36 春季春季

是

程专程

基

基础
课

课程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程1151692011336

计课科概论

0;学饰设计23���U �“

秋季

季

是

�_10 学分1151692010597

计课科概论

�Å学饰设计23���U �“1151692115春季

秋季

季

是�_

11516920105

计课科概论

�–

学饰设计2
����

���U �“

115169211597

秋

季

季

是�_

1151692551术、学概论�–学饰设计23���U �“1151692105课程春季

2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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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15365 形式语言 2（设计学） 3 84 60 1151692015519 春季 2 是 是

1151692015366 形式语言 3（设计学） 4 112 80 1151692015520 春季 2 是 是

专

业

主

干

课

环境设计

1151692015367 建筑制图基础 2 56 44 秋季 3 是 是

17
学

分

1151692004523 空间构成与设计表达▲ 3 84 68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15424 人体工程学与设计应用 2 56 44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15368 室内设计基础与实践 2 56 44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15369 居住空间设计▲ 3 84 6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11527 景观设计基础与实践 3 84 68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11528 陈设设计 2 56 44 秋季 5 是 是

综合

实践

课程

1151691995562 毕业论文 4 144 128 春季 8 10
学分1151691995563 毕业创作▲ 6 216 200 春季 8

专

业

系

列

课

环境设计

1151692011529 环境设计原理▲ 3 84 68 秋季 3

最低

修满
15

学分

1151692015370 中外园林史 2 56 44 春季 4

1151692011531 公共空间设计▲ 3 84 68 秋季 5

1151692015371 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 2 56 44 秋季 5

1151692015372 公共艺术与景观设施 3 84 68 秋季 5

1151692015534 展示设计 2 56 44 春季 6

1151692015535 建筑景观设计▲ 3 84 68 春季 6

1151692014536 专业考察与实践 2 56 44 春季 6

1151692015537 设计规范与专题创作▲ 3 84 68 春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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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11538 商业空间设计 2 56 44 秋季 7

1151692015373 现代景观设计理论与实践 3 84 68 秋季 7

1151692011540 工程运作与管理 2 56 44 秋季 7

1151692015374 设计扩初与专题创作▲ 3 84 68 秋季 7

1151692020542 环境设计学科理解课 1 18 秋季 7

1151692011543 建筑写生 2 56 44 秋季 3

1151692015375 光与空间设计 2 84 44 春季 4

1151692015376 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基础 2 56 44 秋季 5

1151692011546 餐饮酒店空间设计 2 56 44 春季 6

1151692020547 空间观念与设计细部 2 56 44 秋季 7

3.发展方向课程

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19学分。发展方向课程原则上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在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自主选择。建议学生选

修本专业专业系列课，但不能重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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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6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

理想

知识

整合

实践

能力

研究

能力

自主

学习

国际

视野

创新

思维

交流

合作

通识

教育

课程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H M M H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L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M M�0

H

�+�+

�Ô �±6 �� 
"Š• +O ����@�BY�@�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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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O�� �+ �0�0�W�–+O���+�0�0�W �– +O �5 �0�0�W �– +O ��» �+ �0�+�+
�+�+�+�+�+�+�+�+



78

人文数学 M M M L L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M H L

专业

教育

课程

共同基础

课程

必修

设计概论 H M
透视学 M H M

设计学专业导论 L H M M
外国设计简史 H M
中国设计简史 H M
设计原理 H M L
艺术哲学 M H M M

设计学文献经典导读 M H M M L

专业

教育

课程

学科基础

课程

必修

造型基础 1（设计学） H M L M
造型基础 2（设计学） H M L M
造型基础 3（设计学） H M L M
形式语言 1（设计学） M H L M
形式语言 2（设计学） M H L M
形式语言 3（设计学） M H L M M

环境设计

方向主干

课程

必修

建筑制图基础 M H L
空间构成与设计表达 L H M
人体工程学与设计应用 H M L
室内设计基础与实践 H M L

居住空间设计 M H L L
景观设计基础与实践 H M L L

陈设设计 M L H L

综合实践

课程必修
毕业论文 M L H H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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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创作 H H L L M H

环境设计

专业系列

课程

选修

环境设计原理 M L M
中外园林史 M L L M
公共空间设计 L H M M

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 L M L
公共艺术与景观设施 L M L M

展示设计 L M M M
建筑景观设计 M L M M
专业考察与实践 L M L L

设计规范与专题创作 M H H M
商业空间设计 L M M M

现代景观设计理论与实践 L M H L
工程运作与管理 L M M

设计扩初与专题创作 M H L H M
环境设计学科理解课 M L L M

建筑写生 L M L
光与空间设计 L M L M

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基础 M M
餐饮酒店空间设计 L M M
空间观念与细部设计 L M M L

备注：该矩阵中 H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高支撑，M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中支撑，L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低支撑。可加注*标记

课程为与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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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表 7-1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

理想

知识

整合

实践

能力

研究

能力

自主

学习

国际

视野

创新

思维

交流

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0.2

形势与政策 0.5

四史 0.1 0.5

体育 1

军事理论 0.1

军事训练 1

劳动教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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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写作 0.2

大学外语 0.1

信息技术 1 0.1

信息技术 2 0.1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3

设计概论 0.1
透视学 0.2

设计学专业导论 0.5

外国设计简史 0.2

中国设计简史 0.2
设计原理 0.5

艺术哲学 0.5

设计学文献经典

导读
0.2

造型基础 1
（设计学） 0.1

造型基础 2
（设计学） 0.2

造型基础 3
（设计学） 0.2

形式语言 1
（设计学） 0.3

形式语言 2
（设计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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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语言 3
（设计学） 0.2

建筑制图基础 1

空间构成与

设计表达 0.5

人体工程学 0.3

室内设计基础

与实践 0.2

居住空间设计 0.3

景观设计基础

与实践 0.2

陈设设计 0.4

毕业论文 0.8 1 1

毕业设计 0.2 0.4 0.4

公共空间设计 0.3

设计规范与专

题创作 0.2 0.3

现代景观设计理论

与实践
0.6

设计扩初与

专题创作 0.2 0.3

备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应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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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

主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27学分的学生，颁发环境设计专业辅修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

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不少于 50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

的学生，授予艺术学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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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面向艺术设计领域和相关行业，旨在培养掌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有比较完善艺术设计理论体系支撑，科学理性的艺术设计研究方法，

较高的人文与审美素养，能够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及开拓创

新的精神与创新创业能力；掌握与数字媒介艺术设计、数字动画艺术设计，数字交互媒体艺术设计

理论和实践技能，兼备文化底蕴和国际设计视野，能够适应文化创意产业和时代需求，具有较高的

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自我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知行合一、学思结

合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设计专业人才。具体培养目标分解如下：

【培养目标 1】具备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高尚的职业操守

与专业精神，具备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

【培养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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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道德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能够做到思想认同、政治认同、

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具有中华

传统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职业

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系统建构设

计相关职业认知和视觉传达设

计行业规范养成体系。具有与职

业发展相关的劳动素养。

1-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

义。全面贯彻国家各项方针，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准确把握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以教师、视觉传达设计从业者职

业标准和角色定位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具有中华传统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

感，系统建构设计相关职业认知和视觉传达设计行业规范养成

体系。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拓宽知识视野，更

新知识结构。

1-3具有尊重与崇尚劳动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情感态度和伦理

品德，掌握与职业发展相关的劳动科学知识、劳动能力和素养。

能够诚实劳动、科学劳动、健康劳动和创造性劳动。

2. 知识整合：理解视觉传达设计

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

法。掌握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基

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

理解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核心

素养构成，能够认识到视觉传达

设计学科与其它学科共同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重要性。

2-1了解国家对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方针、政策与法规，具有

较好的文化素养及艺术修养。具备一定的哲学、文学、历史学、

艺术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与认知。具有形象思维能力，并能够

充分运用抽象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以及直觉思维去从事

具体的创意设计。

2-2了解设计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性和国内外设计学界最重要

的理论前沿、研究动态，以及设计学基本研究方法；熟悉设计

学方向的历史、理论、分类、框架及基本内容，了解设计学各

领域的基本内涵，能主动运用多种艺术设计语言和媒介阐释艺

术观念和思考，能通过多种设计工具、计算机图形软件及数字

媒材表达和呈现设计内容。

2-3掌握艺术设计的基本方法，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重视

学科之间联系，具有独立创作与研究能力。

3.实践能力：能够践行“创造的

教育”理念，依据视觉传达设计

学科设计实践标准，基于艺术设

计前沿方向与社会需求，从“学

科素养”、“创新创造”、“技

理并重”三个维度进行视觉传

达设计学科实践技能的教学设

计、实施和评价。具有初步的视

觉传达设计实践能力和一定的

视觉传达设计理论研究能力。

3-1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原理，善于运用教育学、历史学、

文艺美学等学科研究方法，梳理和形成较为全面与完备的视觉

传达设计方向知识体系，并能够灵活运用，解决平面设计与数

字媒体设计相关领域的具体设计问题。

3-2具有较强的手绘创作能力与表达设计思维的能力，以及运

用多媒体平台具体深入表达设计意图的能力。以专业知识和专

业技能为核心、以生活能力为基础、以创造性思维为关键而形

成的一种综合性能力素质。

3-3了解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设计行业的通

识惯例与设计的社会服务流程等相关知识。能基本胜任本专业

领域内一定设计项目的策划、创意、组织及实施。





87

8.交流合作：掌握视觉传达设计

实践环节团队协作模式与运作

规律，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

对团队协作与跨专业、跨平台合

作互助有充分体验。掌握沟通合

作的基本技能，具有团队协作意

识与能力。

8-1关注学术发展动向，了解视觉传达设计与广告、包装、新

媒体等相关产业现状，具有交流合作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具

备设计项目流程所需的基本沟通、协调与创意表达能力。

8-2在设计项目团队中互帮互助，通过多种跨平台、跨专业、

跨区域的交流形式，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设计产业相关经

验，尝试解决设计服务环节相关的各类问题。

8-3掌握一门外语，具备初步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相关外语阅

读与基本交流能力，能够阅读设计专业外文文献，熟练运用外

语进行专业相关的国际交流、沟通与合作。

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道德理想 √

知识整合 √ √

实践能力 √ √

研究能力 √ √

自主学习 √ √

国际视野 √ √

创新能力 √ √

交流合作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49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6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程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4学分；发展方向

课程最低修满 20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者，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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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见

下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42）

5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52）

体育与国

防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心理健康教育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

与信息素

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中文写作 2

数学与逻

辑

逻辑与批判

性思维
3

选
修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至少在自然
科学类课程中修满 4学分。）

人文与艺术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

课

共同基础课 13

49

74

专业基础课 20

专业主干课 16

综合实践课程
10

（毕业论文、毕业创作）

选

修 专业系列课 15

发展方向课程 20

总学分要求 149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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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2学分）,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开课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
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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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
展指导中心

语言与信息
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1152522020007 信息技术 2（web

�Z

�H

�E

技术学院

（

春

秋

1

�ó *6 �• �°�� �� �� �� �� �� �� �� �� �� �� �� �� �– +O �ó1�° �Q

361

学生心理学院
�–

+O

�ó

*6

"

�°�– +O

院
（

AÑ 1Ç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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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程为选修课程。专业教育

课程最低修满 74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3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16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分（毕业创作 6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专业系列课程

最低修满 15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美术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荣誉学位

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 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共同

基础

课程

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1151692004510 设计概论▲ 2 36 秋季 1 是

13
学

分

1151692011336 透视学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20512 设计学专业导论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11497 外国设计简史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2011381 中国设计简史▲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2020513 设计原理 1 18 秋季 3 是

1151692011385 艺术哲学 2 36 秋季 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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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20515 设计学文献经典导读 2 36 春季 4 是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学开专经专春名辅 修名开21113691011136
程 业础234程季

是
2学分

�� �� ���� �� �� �� ���� �� ���� �J

程 业础2341151692011134程季
是

�� �� ���� �� �� �� ���� �� ����0; 程 业础24 1
1
2

115169201113程季是 �� �� �� �� �� �� �� ���� ���� ����程 经 位础234115169201110

春季2是

是
�� �� �� �� �� �� �� ���� ���� �� ��

程 经 位础234111360200156

春季2
是

是
�� �� �� �� �� �� �� ���� ���� �� ��实名辅称
4
112111360200152

春季

2
是

是

专基

总
总 课程学开修学 码111369101113业2552程季是是3学分�� �� �� �� �� �� �� �� �� �� �� ��0;

程文 业修

34

6

1151692011164程季是是�� �� �� �� �� �� �� �� �� �� �� �� �“设计修设 52 552程季是是�� �� �� �� �� �� �� ���� ���� �� �J 经设开分2

552

春季是是 �� �� �� �� �� �� �� �� �� �� �� ����学开设5346 春季是 是
�� �� �� �� �� �� �� �� ���� �� ���6建设 2552 春季是 是

�� �� �� �� �� �� �� ���� ���� ��0;春辅设2552程季是是开文文程修学 码1151692020515程文 专 位修程业534 6程季是
是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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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分

1151692015556 数字媒介插画艺术▲ 2 56 40 1151692020555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15379 综合材料动画与数字影像 2 56 40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20558 数字图像艺术基础▲ 2 56 40 1151692015556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20559 数字影像艺术与技术▲ 3 84 60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20560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艺术 2 56 40 春季 4 是 是

1151692020561 数字交互媒体艺术▲ 2 56 40 秋季 5 是 是

综合

实践

课程

1151691995358 毕业论文 4 144 128 春季 8 10
学分1151691995359 毕业创作▲ 6 216 200 春季 8

专

业

系

列

课

程

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1151692011564 书法基础 3 84 68 秋季 3

最低

修满

15
学分

1151692015380 插图设计 3 84 68 春季 4

1151692020566 民族艺术考察▲ 3 84 76 秋季 5

1151692020567 纸媒出版物设计 2 56 48 1151692015565 秋季 5

1151692020568 数字出版物设计▲ 3 84 68 秋季 5

1151692011669 印刷工艺 2 56 48 春季 6

1151692015415 商业摄影 3 84 68 1151692011548 春季 6

1151692020571 交互设计 2 56 48 春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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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20572 文化创意策略与产品设计▲ 3 84 68 春季 6

1151692020573 信息可视化设计 2 56 48 1151692020571 秋季 7

1151692020574 文献阅读与研究方法 3 84 68 秋季 7

1151692015575 观念摄影 2 56 48 1151692015570 秋季 7

1151692020576 区域经济与设计服务▲ 3 84 68 秋季 7

1151692020577 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解课 1 18 秋季 7

1151692015416 笔墨实验 2 56 48 秋季 3

1151692011579 装饰设计 2 56 48 春季 4

1151692020580 非遗艺术考察▲ 2 56 48 秋季 5

1151692020581 影像编辑 2 56 48 春季 6

1151692020582 视觉与空间设计 2 56 48 秋季 7

数字媒介设计方向

1151692011583 数字媒介设计概论 3 54 40 秋季 3

最低

修满

15
学分

1151692020584 数字媒介设计研究方法 3 84 60 春季 4

1151692020585 数字媒介设计观念与呈现▲ 3 84 60 秋季 5

1151692020586 数字媒介动态图形设计 2 56 40 1151692020558 秋季 5

1151692015587 数字媒介动态影像设计 3 84 60 1151692020559 秋季 5

1151692020588 数字实验动画观念与呈现▲ 2 56 40 春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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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11589 数字媒介与三维造型基础 3 84 60 春季 6

1151692015590 数字虚拟材质与映像设计 2 56 40 春季 6

1151692011591 数字三维动画基础 3 84 60 春季 6

1151692020592 数字媒介设计专业学科理解课 1 18 秋季 7

1151692015417 数字三维动画高级制作 2 56 40 1151692011591 秋季 7

1151692011388 数字三维特效制作 3 56 40 秋季 7

1151692015595 数字媒体动画制作 2 56 40 秋季 7

1151692020596 数字影视创意与呈现 3 84 60 1151692015587 秋季 7

1151692015597 数字影视特效与合成 2 56 40 1151692020596 秋季 3

1151692015418 数字角色造型设计 2 56 40 1151692020555 春季 4

1151692011391 数字场景造型设计 2 56 40 秋季 5

1151692015560 数字媒介设计创作 一 2 56 40 春季 6

1151692015419 数字媒介设计创作 二 2 56 40 秋季 7

3．发展方向课程

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20学分。发展方向课程原则上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在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自主选择。建议学生选修本专

业专业系列课，但不能重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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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6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

理想

知识

整合

实践

能力

研究

能力

自主

学习

国际

视野

创新

能力

交流

合作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H M M H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L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M M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L L H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L L H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H M L H M M

形势与政策 H L L H

四史 H M L M M H L M

体育 M M L H L

军事理论 H M H H M

军事训练 H M H H L

劳动教育 M H

中文写作 M M H



97

大学外语 H M M

信息技术 1 L H M L

信息技术 2 L H M M

人文数学 M M H L L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M H M

专

业

教

育

课

共同基础课

必修

设计概论 H M

透视学 M H M

设计学专业导论 L H M M

外国设计简史 H M

中国设计简史 H M

设计原理 H M L

艺术哲学 M H M M

设计学文献经典导读 M H M M L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学科基础课

必修

造型基础 1 H M L M

造型基础 2 H M L M

造型基础 3 H M L M

形式语言 1 M H L M

形式语言 2 M H L M

形式语言 3 M H L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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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主干

课程

必修

视觉

传达

设计

方向

主干

课程

摄影基础
H M H

文字与版式设计 M H H

设计综合实践 H M H H

传统纹饰研究 H M H

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H M

广告设计 M H M H

包装设计 H H

数 字

媒 介

设 计

方 向

主 干

课程

数字媒体复合造型艺术 L M H

数字媒介插画艺术 L M L

综合材料动画与数字影像 M M L H

数字图像艺术基础 H L M

数字影像艺术与技术 H L M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艺术 L H L L

数字交互媒体艺术 L H L M

综合实践

课程

毕业论文 M M H

毕业创作 M M H H

专业

系列

课程

选修

视觉

传达

设计

系列

课程

书法基础 M L

插图设计 M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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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考察 M M

纸媒出版物设计 H M M

数字出版物设计 M M

印刷工艺 M M

商业摄影 M M L

交互设计 M M L

文化创意策略与产品设计 M H M

信息可视化设计 M M

文献阅读与研究方法 M L

观念摄影 M L M

区域经济与设计服务 L M L

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解课 M M M

笔墨实验 M L

装饰设计 M M

非遗艺术考察 M L

影像编辑 M M

视觉与空间设计 M M

数字

媒介

设计

方向

系列

课程

数字媒介设计概论 L M L

数字媒介设计研究方法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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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设计观念与呈现 M L M

数字媒介动态图形设计 M L

数字媒介动态影像设计 M L

数字实验动画观念与呈现 H L M

数字媒介与三维造型基础 M L L

数字虚拟材质与映像设计 M L

数字三维动画基础 M

数字媒介设计专业学科理解课 L M M L M

数字三维动画高级制作 M

数字三维特效制作 L M L

数字媒体动画制作 M L L

数字影视创意与呈现 M M L L

数字影视特效与合成 M L

数字角色造型设计 L M L

数字场景造型设计 M

数字媒介设计创作一 L H M

数字媒介设计创作二 M L L

备注：该矩阵中 H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高支撑，M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中支撑，L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低支撑。可加注*标记课程为与

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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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表 7-1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视觉传达方向）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理想 知识整合 实践能力 研究能力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0.3

形势与政策 0.1

四史 0.2

体育

军事理论 0.1 0.2

军事训练 0.3 0.3

劳动教育 0.1 0.2

中文写作 0.2

大学外语 0.1

信息技术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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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2 0.2

人文数学 0.2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1

设计概论 0.1
透视学 0.2

设计学专业导论 0.1

外国设计简史 0.2

中国设计简史 0.2

设计原理 0.2

艺术哲学 0.2 0.3

设计学文献经典导读 0.2 0.4

造型基础 1 0.2

造型基础 2 0.2

造型基础 3 0.2

形式语言 1 0.2

形式语言 2 0.2

形式语言 3 0.2

摄影基础 0.3

设计综合实践 0.3

传统纹饰研究 0.3

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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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 0.4

纸媒出版物设计 0.2

文化创意策略与产品设计 0.2

表 7-2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视觉传达方向）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创新能力 交流合作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0.4

形势与政策 0.2

四史 0.1

体育 0.3

军事理论 0.3

军事训练 0.3

摄影基础 0.3

文字与版式设计 0.3 0.2

设计综合实践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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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纹饰研究 0.2

广告设计 0.3 0.3

包装设计 0.3

毕业论文 0.2

毕业创作 0.2 0.2

表 7-3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数字媒介设计方向）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理想 知识整合 实践能力 研究能力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0.1

形势与政策 0.1

四史 0.1

军事理论 0.1 0.05

军事训练 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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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 0.1

中文写作 0.1

大学外语 0.1

信息技术 1 0.4

信息技术 2 0.4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2

设计概论 0.2
透视学 0.2

设计学专业导论 0.2

外国设计简史 0.2

中国设计简史 0.15

设计原理 0.15

艺术哲学 0.3

设计学文献经典导读 0.3

数字图像艺术基础 0.2

数字影像艺术与技术 0.2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艺术 0.5

数字交互媒体艺术 0.5

数字影像艺术与技术 0.2

数字实验动画观念与呈现 0.1

数字媒介设计创作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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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数字媒介设计方向）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创新能力 交流合作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0.15

形势与政策 0.1

四史 0.1

体育 0.15

军事理论 0.15

军事训练 0.1

外国设计简史 0.2

数字媒体复合造型艺术 0.3

综合材料动画与数字影像 0.3

毕业论文 0.3

毕业创作 0.3 0.4

备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应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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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

主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26学分的学生，颁发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辅修证

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

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 49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辅修学士学位实施办法》规定的学生，授

予艺术学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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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有理想、有信念，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审

美能力和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系统掌握设计学基础理论和较全面的服装与服饰设计领域专业知

识；具备主动创新精神、交叉知识结构、实践应用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熟

练运用服装与服饰设计的方法、技能，独立承担服装与服饰设计及相关领域设计任务，适应我国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设计人才。

【培养目标 1】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求真务实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责任意识，热爱服装与

服饰设计及相关领域设计事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设计学的基础核心及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核心知识，成为服装设计、

服饰品设计以及服装品牌策划的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 3】具有较强的专业研究和实践能力，可实现知识的更新和能力的提升，具备创新

设计思维、产品研发与自主创业能力。

【培养目标 4】掌握设计表达、沟通的基本方法，能积极地进行团队协作，高效完成设计项目

管理工作，同时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培养目标 5】具有国际视野，能够积极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市场环境，并以终

身学习的态度去适应服装与服饰设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专业毕业要求考核标准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道德理想：理解、认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

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端正的人生态

度。能够自觉遵守法律、社会和职业

规范，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社会责任

感。

1-1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拥有优良的

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在

本职工作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有明确

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树立脚踏实地、不畏挫折、勇于奋斗

的务实精神，为社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知识整合：能够系统掌握艺术设计

专业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知识，掌握设

计学的知识体系与审美方法，注重文、

2-1系统掌握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知识，能够

将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融会贯通，具备较强的审美能力，

以及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与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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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哲综合素养的形成。能够有效获

取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相关领域的前

沿信息，善于梳理和构建设计专业的

综合知识体系。

2-2能够整合服装与服饰设计周边专业领域的数据信息，

挖掘本专业受益的关联知识，并将其组织为快捷有效的专

业综合知识体系。

3.实践能力：具备熟练的专业技能，

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能够根据设计

方案完成服装或服饰的实物作品。具

备较强的表达和动手能力，能够综合

运用理论、艺术与技术手段解决服装

与服饰设计实操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3-1熟练掌握服装与服饰设计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设计

方案完成实物制作。能够将科学思维方法和实际动手能力

相结合，应用所学的专业技能与理论完成设计方案与产品

设计。

3-2具备较强的专业表达，综合运用理论、艺术与技术手

段解决实践创作中具体问题的能力。具备劳动精神，养成

劳动习惯，提高动手能力。

4.研究能力：能够根据服装行业的前

沿趋势，实现服装结构与工艺方面的

技术研发，以及各种纺织服装材料的

系统研究。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问

题意识，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初步

建立独立开展基础性学术研究的能

力。

4-1具备服装结构与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研发能力，并将新

技术转化为服装产品。能够对各种纺织材料、印染工艺进

行系统研究。具备求新的探索精神，能够洞察市场规律、

研究国际服饰流行趋势。

4-2具有问题意识，能够发现、质疑、辨析、评价本专业

及相关领域的现象和问题，能够独立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基础性学术研究。

5.自主学习：具备自我管理和自我改

进的能力，树立积极的学习愿望，养

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能以终身学

习的意识应对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

求。具有独立查阅、获取、收集设计

学科相关信息的能力，并以此解决本

专业的相关问题。

5-1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改进，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不

断提高思考和构建知识的能力，具有积极的学习愿望和自

主学习的良好习惯，根据行业需求及人生愿景，随时调整

学习和发展规划。

5-2具有运用信息技术查阅、获取、收集设计学科相关信

息的能力，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独立分析、判断、解决本

专业的相关问题。

6.国际视野：具有全球意识和开阔的

眼界，了解国外时尚领域的发展态势，

可以在国内外继续深造及自主创业。

能够将国际视角与地域文化相结合，

具备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可与业界

同行及社会公众探讨该领域的相关问

题。

6-1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追踪国际服装行业的发展

态势，将前沿信息应用于本专业的创作，并可以在国内外

继续深造及自主创业。

6-2能够将国际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可以跨越文化界

限，评述服装与服饰设计领域的国内外潮流发展趋势, 与
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探讨该领域的相关问题。

7.创新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

识、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能够

摆脱固有思维模式，坚持创造性思维

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创造力，能在

服装与服饰设计的创作过程中突破自

我。

7-1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实践能力，

在服装与服饰设计的创作中，敢于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大

胆创新。

7-2能够在创新意识的引领下，坚持创造性思维训练与实

践，不断提高自己在艺术观念、技术、媒介、手段等方面

的创造力。

8.交流合作：具有清晰、合理的逻辑

思维能力，掌握有效沟通、表达的方

法和技巧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能

力。具有合作共享意识和协作精神，

在学术交流中谋求共同进步和发展，

在团队合作中互帮互助，共同探讨解

决问题的办法。

8-1能够逻辑合理、条理清晰的通过口头、书面或数字化

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就服装相关问题与业界同行及

客户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具备与他人合作、与社会沟通

交流的知识与能力。

8-2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价值，明确团队中每个角色的定位

及对于整个团队的意义，具备团队合作精神与大局意识。

能够在团队中与其他成员协同合作，共同探讨、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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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道德理想 √ √ √

知识整合 √ √

实践能力 √ √

研究能力 √ √

自主学习 √ √

国际视野 √ √

创新能力 √ √

交流合作 √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最低修满 149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6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程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4学分；发展方向

课程最低修满 20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者，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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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见

下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42）

5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52）

体育与国

防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心理健康教育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

与信息素

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中文写作 2

数学与逻

辑

逻辑与批判

性思维
3

选
修

人文与艺术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至少在自然
科学类课程中修满 4学分。）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

课

共同基础课 13

49

74

专业基础课 20

专业主干课 16

综合实践课程
10

（毕业论文、毕业创作）

选
修 专业系列课 15

发展方向课程 20

总学分要求 149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4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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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2学分）,通
识教育选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开课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

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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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

展指导中心

语言与信息

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1152522020007 信息技术 2（web程序设计基础）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2362004012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3 54 秋 3 马克思主义

学部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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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程为选修课程。专

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74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3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16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分（毕业创作 6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

专业系列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美术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荣

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 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共同

基础

课程

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1151692004510 设计概论▲ 2 36 秋季 1 是

13
学

分

1151692011336 透视学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20512 设计学专业导论 1 18 秋季 1 是

1151692011497 外国设计简史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2011381 中国设计简史▲ 2 36 春季 2 是

1151692020513 设计原理 1 18 秋季 3 是

1151692011385 艺术哲学 2 36 秋季 3 是

1151692020515 设计学文献经典导读 2 36 春季 4 是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1151692011386 造型基础 1(设计学) 3 84 秋季 1 是

20
学

分

1151692011517 造型基础 2(设计学) 3 84 秋季 1 是

1151692011518 造型基础 3(设计学) 4 112 秋季 1 是

1151692015364 形式语言 1(设计学) 3 84 春季 2 是 是

1151692015365 形式语言 2(设计学) 3 84 春季 2 是 是

1151692015366 形式语言 3(设计学) 4 112 春季 2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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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15423 服饰陈列与橱窗设计▲ 3 84 52 1151692020568 秋季 7
1151692020579 服装与服饰设计学科理解课 1 18 4 1151692015565 秋季 7
1151692015633 流行趋势分析 2 36 36 1151692011562 秋季 3

1151692015637 服装纸样设计

（服装特殊版型设计）
2 56 40 1151692011563 春季 4

1151692015642 面料再造 2 56 50 1151692015573 秋季 5
1151692011580 针织服装生产技术实习 2 56 50 1151692015622 春季 6
1151692015640 男装设计 2 36 8 1151692015565 秋季 7

3.发展方向课程

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20学分。发展方向课程原则上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在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自主选择。建议学生选

修本专业专业系列课，但不能重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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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6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理想 知识整合 实践能力 研究能力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创新能力 交流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H M M H L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H M M M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H M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H H M M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M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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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H+ M M H H

形势与政策Ⅰ M M M H L

形势与政策Ⅱ M M M H L

四史 H M L M M H L M

体育 M M H+

军事理论 H M H L

军事训练 H H L M

劳动教育 H H+ M M

中文写作 M M L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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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语 1 M H M M

大学外语 2 M H M M

信息技术 1 M H H M L

信息技术 2 M H H M L

人文数学 M H L L

逻辑与批判性思

维
M H+ M H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共

同

基

础

课

设计概论 M M H H+

透视学 M H M

设计学专业导论 M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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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设计简史 H M H M

必

修

中国设计简史 M H M M

设计原理 H M H M

艺术哲学 H M H

设计学文献经典

导读
M H M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造型基础 1 H M L M L

造型基础 2 M M L H L

必

修

造型基础 3 M H L M L

形式语言 1 H M L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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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语言 2 M M L H L

形式语言 3 M H L M L

服

装

与

服

饰

设

计

方

向

主

干

课

程

中西方服装史 M M H+ M

服装设计方法与

实践
M H+ H M

手绘服装效果图 H M H

必

修

服装立体裁剪 H M M H

女装结构设计 H M H+ M

服饰美学 H M H+ M

服装材料学 M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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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实

践

课

必

修

毕业论文 M H+ M M

毕业创作 M H M M H+

服

装

与

服

饰

设

计

专

业

系

列

课

程

女装设计 M M M M

女装工艺 M M M

服装工艺基础 M M M

服装 CAD M M M

选

修

民族传统手工艺 M M M

服饰陈列与橱窗

设计
M M M

服饰品设计与工

艺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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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服饰 M M M L

数码服装效果图 M M M

服装专业英语 M M M M

创意立体裁剪 L M M M

针织服装设计 M M M

品牌策划 M M M

服装纸样设计

（服装特殊版型

设计）

M M

服装与服饰设计

学科理解课
M M M

面料再造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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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服装生产技

术实习
M M M

男装设计 M L M M

流行趋势分析 M M M M
、

备注：该矩阵中 H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高支撑，M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中支撑，L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低支撑。可加注*标记

课程为与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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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表 7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理想 知识整合 实践能力 研究能力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创新能力 交流合作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通识

教育

课程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0.3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0.15 0.2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0.15 0.20 0.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0.15 0.15 0.25

四史 0.10 0.20

形势与政策Ⅰ 0.20

形势与政策Ⅱ 0.20

体育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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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 0.15 0.30

军事训练 0.33 0.16

劳动教育 0.33 0.30

中文写作 0.50

大学外语 1 0.35

大学外语 2 0.35

信息技术 1 0.25 0.25

信息技术 2 0.25 0.25

人文数学 0.21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50 0.25

专业

教育

课程

共同

基础

课

设计概论 0.20 0.30

透视学 0.21

设计学专业导论 0.20 0.20

外国设计简史 0.25 0.20

必修 中国设计简史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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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理 0.25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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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材料学 0.20 0.20

综合

实践

课

必修

毕业论文 0.30

毕业创作 0.25 0.50

备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应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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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

主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25学分的学生，颁发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辅修

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

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不少于 40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规定

的学生，授予艺术学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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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

雕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雕塑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高远的理想，开放的文化视野和较为深厚的人文底蕴，

熟练掌握雕塑专业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具备运用多样化的媒介和材料独立完成雕塑创作，以

及开展系统的基础理论和雕塑创作方法论研究的能力，并能够契合城市文化空间打造的需求，发挥

东师具象雕塑和主题性雕塑创作之所长，参与大型公共艺术和主题性雕塑等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将

创新精神、人文思考和跨界融合意识自觉融入艺术实践当中的高素质雕塑创作人才。

毕业 5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

【培养目标 1】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家国情怀、优良品质和追

求卓越的艺术理想，传承东师人文精神，具有较为宽厚的文史哲综合素养。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雕塑专业的基础知识、技能、方法，具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和较强的创

新意识，关注学术发展前沿问题，探索跨学科交叉融合的雕塑艺术表达。能够深入钻研雕塑艺术本

体问题，并适应社会需求，独立开展较为系统的主题性创作研究，将问题意识和开拓精神融入具有

时代脉动、中国气质和地域特色的雕塑创作当中。

【培养目标 3】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自主学习能力、专业发展适应能力以及良好的交流、表

达及合作能力。

二、毕业要求

表 1 毕业要求与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专业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1.道德理想：理解、认同、践行社会

主义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能够自觉遵守个人、社会和职业

道德规范。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深

厚的爱国主义情怀，端正的人生态

度，高远的艺术理想和造福人民的社

会责任感。具有与职业发展相关的劳

动素养。

1-1理解、认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

1-2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高远的志向，深厚的家国情怀，

追求卓越的职业理想和造福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系统建构职

业认知和规范养成体系。

1-3具有尊重与崇尚劳动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情感态度和伦

理品德，掌握与职业发展相关的劳动科学知识、劳动能力和

素养。能够诚实劳动、科学劳动、健康劳动和创造性劳动。

2.人文素养：具有求真向善的人文精

神，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为完善的

2-1具有求真向善的人文精神，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为完

善的文史哲相关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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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相关知识体系。树立人文与科

学相互融合的文化观。

2-2重视学科之间的联系，了解雕塑与人类，雕塑与生活，

雕塑与情感，雕塑与政治，雕塑与历史等方面的关联。

3.专业知识：具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和

较强的审美判断能力。理解雕塑专业

的基本内涵，掌握雕塑创作的基本原

理，对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状况和

学术动态有较充分的了解，善于梳理

和形成知识体系。

3-1具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和较强的审美判断能力。

3-2理解雕塑专业的基本内涵，掌握雕塑创作的基本原理，

对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有较充分的了解，

善于梳理和形成知识体系。

4.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熟练掌握雕塑专业的造型原理和技

术系统。能够综合运用理论、艺术与

技术手段解决具体创作实践问题。具

备运用多样化的媒介和材料充分表

达创作意图，独立完成雕塑创作的能

力。具备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雕塑

创作的能力。

4-1在雕塑艺术实践中具有开拓精神和不断求新超越的信念。

能够在创新意识的引领下，主动提升自己在技巧、媒介、手

段等方面的创造力。

4-2熟练掌握雕塑专业的造型原理和技术系统。能够综合运

用理论、艺术与技术手段解决具体实践问题，具备运用多样

化的媒介和材料充分表达创作意图，独立完成创作的能力。

4-3能够综合相关领域的前沿科技手段，借鉴和运用新知识、

新技术、新方法，探索跨学科交叉融合。具备运用信息技术

手段开展雕塑创作的能力。

5.研究能力：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

问题意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掌握基

本的研究方法，初步建立独立开展系

统的基础理论和雕塑创作方法论研

究的能力。能够将各个学科从知识背

景、思维方法等方面进行相互补充和

贯通。

5-1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问题意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能

够发现、质疑、辨析、评价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现象和问题，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灵活运用雕塑专业理论、知识、方法

解决相关问题，能够阐释雕塑创作的观念。初步建立独立开

展系统的基础理论和雕塑创作方法论研究的能力。

5-2初步构建起横向的“世界观”，纵向的“历史观”和深度

的“个人观”，具有跨文化、跨学科、跨维度文化研究的意

识，在个人学术研究中，能够将各个学科从知识背景、思维

方法等方面进行相互补充和贯通。

6.自主学习：具有独立查阅、获取、

收集、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具有自

主分析、自我管理、自我改进的思想

意识和能力。具有积极的学习愿望和

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具有终身学习

与发展的意识以及应对社会与时代

需求的专业发展适应力。

6-1具有独立运用信息技术查阅、获取、收集、处理相关信

息的能力。

6-2具有自主分析、自我管理、自我改进的思想意识和能力。

具有积极的学习愿望和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6-3具有终身学习意识与专业发展适应能力。能够依据时代

需求及职业愿景，调整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适应社会和个

人的可持续发展。

7.国际视野：具有全球意识和开阔的

眼界，了解国外艺术领域的前沿发展

动态。能够将国际视角与地域文化相

结合，具备一定的中外美术比较的视

野和能力。

7-1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性的视野，关注国际艺术发展问题，

了解国外艺术领域相关前沿发展动态。

7-2能够将国际视角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具备一定的中外美

术比较的视野和能力。

8.交流合作：具有合作共享意识和协 8-1具有合作共享意识，在学术交流中谋求共同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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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精神，在学术交流中谋求共同进步

和发展，在团队合作中互帮互助，共

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掌握有效沟

通、表达的方法和技巧以及跨文化交

流的基本能力。

8-2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在合作中互帮互助，乐于分享学习

经验，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8-3掌握有效沟通、表达的方法和技巧，具备与他人及社会

沟通的良好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能力。

三、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表 2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道德理想 √

人文素养 √ √ √

专业知识 √ √

实践能力 √ √

研究能力 √ √

自主学习 √ √

国际视野 √ √

交流合作 √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5年，修业年限 4-7年。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81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78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程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111学分,发展方向课

程最低修满 15学分；毕业论文与毕业创作 10学分。符合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雕塑专业毕

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的规定

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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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本专业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发展方向课程构成。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见

下表。

表 3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思想政治教育 19

4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42）

55
（2021级
开始，

2020级
52）

体育与国

防教育

体育 4
国防教育 2

劳动教育
2（2021级开始，其中 1学分依

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心理健康教育 2（2021级开始）

交流表达

与信息素

养

信息技术 4
大学外语 8
中文写作 2

数学与逻

辑

逻辑与批判

性思维
3

选

修

思想政治与社会科学 10
（每一类课程至少选修 2学分；至少在自然

科学类课程中修满 4学分。）
人文与艺术

自然科学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学科基础

课程

共同基础课

程
14

48

111

专业基础课

程
16

专业主干课程 18

综合实践课程
10

（毕业论文、毕业创作）

选

修
专业系列课程 53

发展方向课程 15

总学分要求 181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17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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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5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52学分),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修满 45学分(2021级开始，2020级 42学分),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最低修满 10学分。

表 4 通识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时间 开课单位实验
学时

其他
学时

思想政治教育

1152361982013
1152361982009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级开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级）

3 54 秋 1

马克思主义
学部

115179195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春 2

1151791953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秋 3

1152361953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90 36 春 4

115179201900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6 秋 5

1151791987005 形势与政策Ⅰ 1 18 秋 1

1151791987006 形势与政策Ⅱ 1 18 春秋 1-8

1152362020016 中共党史

四选一

1 18 秋 3

1152362020017 新中国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8 改革开放史 1 18 秋 3

1152362020019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8 秋 3

体育与国防
教育

体育
1151772020007 体育 1 0.5 24 20 秋 1

体育学院
1151772020008 体育 2 0.5 24 24 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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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772020009 体育 3 0.5 24 20 秋 3

1151772020010 体育 4 0.5 24 24 春 4

1151772020011 体育 5 0.5 24 24 秋 5

1151772020012 体育 6 0.5 24 24 春 6

1151772020013 体育 7 0.5 0 秋 7

1151772020014 体育 8 0.5 0 春 8

国防教育
1151772015005 军事理论 1 18 春秋 1-2

1151772015006 军事训练 1 120 120 秋 1

劳动教育 1152322020001 劳动教育（2021级开始） 1 18 8 春秋 1-8 教育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 1150012020105 大学生心理健康（2021级开始） 2 36 秋 1 学生心理发

展指导中心

语言与信息
素养

中文写作 1151642015001 中文写作 2 36 春秋 1-2 文学院

大学外语
大学外语 1 4 72 秋 1

外国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 72 春 2

信息技术
1151712015001 信息技术 1（计算机基础） 2 54 36 秋 1 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1152522020007 信息技术 2（web程序设计基础） 2 54 36 春 2

数学与逻辑 1152362004012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3 54 秋 3 马克思主义
学部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此部分课程参见学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目录 10 春秋 1-8

注：劳动教育课程共 2学分，其中 1学分依托相关课程，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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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专业系列课程组成。前三类课程为必修课程，专业系列课程为选修课程。专

业教育课程最低修满 111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程 30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18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10学份（应用实践 6学分，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4学分），专业系列课程最低修满 53学分。

课程名称后标记“▲”表示荣誉课程。符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本科荣誉课程建设和荣誉学位管理的指导意见》《美术学院本科荣誉课程和荣

誉学位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证书。

表 5专业教育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共同

基础

课程

雕塑（一工作室、二工作室）

1151692004303 外国美术史 2 36 秋季 1 是 是

30
学

分

1151692011336 透视学 1 18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11315 艺用解剖 1 18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04304 中国美术史▲ 2 36 春季 2 是 是

1151691995308 艺术概论 2 36 春季 2 是 是

1151692011310 艺术哲学 2 36 秋季 3 是 是

1151691995311 美学概论 2 36 秋季 3 是 是

1151692020328 美术学经典文献导读▲ 2 36 春季 4 是 是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151692020456 雕塑专业导论 1 18 春季 2 是 是

1151692015320 素描石膏头像 2 56 42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15458 泥塑石膏像临摹 2 56 42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04459 泥塑头像 4 112 90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15460 素描石膏大头像 2 56 42 秋季 1 是 是

1151692015461 素描石膏半身像 2 56 42 春季 2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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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其中：实践学时

预修课程编码
开课

学期

建议修

读学期

辅修专业或

辅修学位课程 备注实验

学时

其它

学时 辅修专业 辅修学位

1151692015500 素描双人体▲ 3 84 60 秋季 5

1151692015501 超大肖像泥塑▲ 3 84 58 秋季 7

1151692015502 等大人体着衣 4 112 90 春季 6

1151692015323 超大人体泥塑 5 140 100 秋季 7

1151692020504 实践：锻造表现 2 56 42 秋季 7

1151692015324
具象创作方案（草图及小稿）

训练
2 56 42 春季 8

1151692015363 泥塑创作▲ 2 56 42 春季 6

1151692020507 主题性雕塑创作▲ 5 140 100 春季 8

1151692020497 创作考察 2 56 42 秋季 9

1151692020498 雕塑学科理解课 1 18 秋季 9

1151692020499 综合材料创作研究 4 112 70 秋季 9

3.发展方向课程

发展方向课程最低修满 15学分。发展方向课程原则上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在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自主选择。建议学生选

修本专业专业系列课，但不能重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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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表 6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道德理想 人文素养 专业知识 实践技能 研究能力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交流合作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H M M H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L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M M M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M L L H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M L L H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M L H M

形势与政策 H L L H

四史 H M M L M M H M

体育 M M L H L

军事理论 H M M H H M

军事训练 H M M H L L

劳动教育 M H

中文写作 M M L H

大学外语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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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1 L H M L

信息技术 2 L H M M

人文数学 M M H L L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M H H M

共

同

基

础

课

必

修

外国美术史 M H M M H

透视学 M H M

艺用解剖 M H M

美术学专业导论 L H M M

美学概论 M H M M

美术学经典文献导读 M H H M M L

中国美术史 L M H M M

艺术概论 H M M M

艺术哲学 M M

专

业

基

础

课

必

修

雕塑专业导论 H H M

素描石膏头像 H M M

泥塑石膏像临摹 H M M

泥塑头像 H M M

素描石膏大头像 H M M L

素描石膏半身像 H M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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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人体 H M M L

专

业

主

干

课

必

修

实践（石雕综合技法） M H M H

材料创作方案（草图及小
稿）训练

M H M M

木雕综合技法 M H M H

金属材料创作研究 M H M L

陶艺综合实验 M M H M L

软材料雕塑研究 M H M

素描石膏奴隶像 H M M L

泥塑 2/3男/女人体 H H M L

等大男/女人体 H H M L

综

合

实

践

课

必

修

毕业创作 M H H M L M

毕业论文 M H M H M

专

业

系

列

课

选

修

文学经典导读 M M

综合材料素描（素描表现） M M M L

公共雕塑基础 M M M M L

实践：锻造表现 M M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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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材料（解构与重构）

表现创作
H M L

数字雕塑创作 H M M M

综合材料创作基础 M M M

装置艺术研究与创作 M M M M

综合材料（拾来材料）

创作
M M M M

公共雕塑创作 M M M M

素描双人体 L M M

超大肖像泥塑 L M M

等大人体着衣 L M M

超大人体泥塑 L M M

具象创作方案

（草图及小稿）训练
H M M L

泥塑创作 M M M L

主题性雕塑创作 M M H M L

世界雕塑简史 M L M

西方现代雕塑史 M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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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形态转换研究 M M M L

浮雕创作研究 L M M M

创作考察 M M M L

创作引导与实践 M M M

综合材料创作研究 M H H M L

人体速写 M M L

泥塑石膏艺用解剖人体 M M M L

泥塑 1/2男女人体 M M L

艺术（传统视觉文化形态）

考察
M M M M H

胸像（临摹、写生） L M

速塑人体 L M

二维构成 M M

数字雕塑基础 M M M L

立体构成 M M

浮雕（中国传统浮雕临摹） M M L

陶艺基础（材料语言认知） M M L

雕塑学科理解课 M M L

备注：该矩阵中 H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高支撑，M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中支撑，L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低支撑。可加注*标记

课程为与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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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史 0.1

透视学 0.5

艺用解剖 0.5

美术学专业导论 0.15

美学概论 0.15

美术学经典文献导读 0.2

中国美术史 0.2

艺术概论 0.4

雕塑专业导论 0.6 0.05

素描石膏头像 0.05

泥塑石膏像临摹 0.05

泥塑头像 0.05

素描石膏大头像 0.05

素描石膏半身像 0.05

素描人体 0.1

实践（石雕综合技法） 0.1

材料创作方案（草图及小稿）训练 0.1

木雕综合技法 0.1

金属材料创作研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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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综合试验 0.1

软材料雕塑研究 0.1

泥塑 2/3男/女人体 0.1 0.2

等大男/女人体 0.1 0.2

毕业创作 0.1 0.3

毕业论文 0.1

综合材料（解构与重构）表现创作 0.1

数字雕塑创作 0.05

具象创作方案

（草图及小稿）训练 0.05

主题性雕塑创作 0.3

综合材料创作研究 0.4

表 7-2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课程

名称

毕业要求

研究能力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交流合作

5-1 5-2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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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0.5

四史 0.5

体育 0.1

军事理论 0.1 0.1

军事训练 0.1

中文写作 0.2

人文数学 0.1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0.1

外国美术史 1

美术学经典文献导读 0.4

实践（石雕综合技法） 0.3

木雕综合技法 0.3

毕业创作 0.4

毕业论文 0.4

综合材料创作研究 0.2

艺术（传统视觉文化形态）考察 0.4
备注：对“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中的高支撑（H）课程进行权重分配，同一个指标点下的多门高支撑课程的权重之和应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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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修课程说明

辅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是为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而提供的选择。

1.辅修专业课程

辅修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专业”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并修满不少于 34学分的学生，颁发雕塑专业辅

修证书。

2.辅修学位课程

辅修学位课程包括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辅修学位”一栏标注为“是”的学科基础课程

和专业主干课程。学生必须修满不少于 50学分。符合《东北师范大学辅修学士学位实施办

法》规定的学生，授予艺术学辅修学士学位。


	美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师范）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1.师德规范：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投身社会主义教
	2.教育情怀：热爱美术教师职业，有唯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有甘于奉献的教育理想，对待教师
	5.技术融合：了解一般性信息技术常识，能够独立运用信息技术查阅、获取美术学科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平台进
	三、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九、辅修课程说明

	美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九、辅修课程说明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1.道德理想：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
	2.知识整合：理解环境设计学科的基本内涵，掌握环境设计的基本方法，善于运用室内设计基本原理、景观设计
	5.自主学习：具有终身学习意识与专业发展适应能力。能够依据工作需求及就业愿景，调整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
	6.国际视野：善于追踪国际环境设计及相关设计领域发展态势，并能将国际设计领域的前沿信息应用于设计实践
	7.创新思维：具备将批判性思维渗透到环境设计中的意识，学会在实践中自我改进思想，敢于摒弃陈旧的设计观
	8.交流合作：具有交流合作意识，能够在团队中互帮互助，交流学习经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探讨中谋求
	四、学制与修业年限
	五、最低毕业学分和授予学位
	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七、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八、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权重
	九、辅修课程说明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1.道德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够做到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
	2. 知识整合：理解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掌握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原
	4.研究能力：初步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理论研究方法和创新设计技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够学
	5.自主学习：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具有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能够有意识地利用最新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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