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资队伍
	整体情况
	制度完善及执行情况
	1、 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在新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更加细化了本专业学位申请条件。为强化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能力的培养，除增加设计实践课程的课时量之外，还增加了设计考察和设计理论类多门课程。在毕业和学位申请环节，除了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外，还将学术成果要求设定为学位申请的必要条件，并扩大了选择范围，增加了可选择性，将学术成果类型设定为“六选四”，增强研究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和学习兴趣的多样性。
	（艺术设计专业硕士成果要求）     2、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创造艺术实践条件，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加大实践环节的学分比例，将强化专业实践能力作为本专业的重点培养方式并贯穿整个培养过程。由校内外导师团队密切配合指导，通过案例教学、工作室制、项目制、工作坊、训练营等进行实践环节的学习。阶段性实践要与社会实际设计项目实践和专业设计竞赛等活动相结合，其中集中专业实践不少于半年，专业实践的内容应与学位论文选题相结合。
	3、督促导师坚持“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原则，导师要按培养方案为学生制定学习及研究计划，学生按计划完成并撰写周志，导师定期审阅，同时填写导师指导记录表。    4、持续坚持“为家乡而设计”的教学理念，并紧跟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适时调整了“为家乡而设计”教学理念的具体内容。将三个专业方向深入融通，立足京津冀，深耕燕赵文化。积极拓展艺术与科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发展路径，将“为家乡而设计”教学理念拓展为“设计服务地方经济”、“设计传承本土文化”和“设计关注当前社会”三大类设计选题方向。    5、提高对学生...
	2022年度，学生获得了包括“白金创意国际大学生平面设计大赛”全国金奖、“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国家级一等奖、“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国家级一等奖、“学院奖”全国二等奖在内的340项专业赛事奖项。
	（2022年度部分专业硕士研究生获奖作品）
	1、受到地域环境、资金、场地等多种元素的影响，距离达到“以培养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设计人才做为设计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造成人才输出与社会需求的衔接不够顺畅，学生综合操作能力不够全面的的现实情况。
	2、师资年龄层次相对单一，教学与科研的后劲不足。环境设计专业的教师年龄绝大多数处于45岁左右，仅有两名专业教师年龄在35岁以下。缺乏老中青合理组合的师资梯队，导致专业知识结构的固化，缺乏新设计思维和新教学理念的融入。
	3、 由于新冠疫情原因，教学、学术交流活动受到明显影响，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在教学方面，鉴于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性强的特征，很多操作环节需要导师的耳濡目染、口传心授等传统互动方式来完成。教学方式改变后，新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调整适应。但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对教学方式的不适应，经常会出现沟通交流不准确、信息不能及时共享等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在学术交流方面，在疫情影响之下，很多传统的线下学术会议被线上会议替代，由于缺乏互动环节，导致学生参加学术交流的积极性不高；在毕业展览环节，由于疫情的...
	1、加强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实验室建设。在2022年度本专业投资300万元购进专业相机、苹果电脑、电脑工作站、3D打印机等专业设备，在2023年度将结合学科目录和专业方向的调整，打造3-4个高标准、专业性强的设计实验室，用以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
	2、针对师资队伍不完善的现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鼓励现有教师进修学习，建立常态化的教师进修制度，不断提高现有师资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邀请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开阔教师眼界，培养教师的进取心；开展各类教研活动，同行集体备课，观摩授课，相互交流，不断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优化教学团队，建立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将核心课程打造为本学院的金牌课程，完成核心课程的人才储备、课程传承，使更多的专业教师了解并贯彻本专业的教学目标和方向。使核心课程高度契合“为家乡而设计”的教学改革宗旨，打造完善的“为家乡而设计”...
	3、 继续坚持执行和完善“联合评价及节点会审制度”，作为毕业设计和核心课程的质量保障制度，并将其在其它课程中推广。“联合评价及节点会审制度”无论在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都是可行性强的教学保障方式，一方面，可以集中导师们更加多元的教学经验与方法，集思广益、互通有无，在教学中发挥集群力量的作用，即使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规避信息沟通不畅、缺乏互动性等典型问题，提高教师、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常规时期可以有效的保证学生设计实践的进度和质量，提高实践教学的有效性。
	4、继续拓展设计参赛平台，鼓励教师、学生参加专业赛事，扩大艺术设计专业的影响力。继续紧跟时代潮流和社会需求，将“为家乡而设计”的设计选题方向细化，重点着力打造“与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设计关注当前社会”两个选题方向。将“为家乡而设计”教学项目与实践项目结合，打造在全国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教学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