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湖北美术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湖北省

专业名称： 艺术管理

专业代码： 130102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艺术学 艺术学理论类

学位授予门类： 艺术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19-07-12

专业负责人： 沈伟

联系电话： 13808679817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湖北美术学院 学校代码 10523

邮政编码 430205 学校网址 www.hifa.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现有本科专业数 24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174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1595 学校所在省市区 湖北武汉江夏区藏龙岛
科技园栗庙路6号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o经济学 o法学 þ教育学 o文学 o历史学

o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541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181

学校主管部门 湖北省 建校时间 1920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8年

曾用名 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湖北美术学院是我国中部地区唯一一所多学科门类与多学历层次的高等美
术学府，是教育部确定的31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之一，也是全国首
批32所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教育试点单位之一。
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920年的武昌美术学校，后定名为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
校，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艺术教育学堂，是我国最早开办的三所艺术专
科学校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重要发源地。1949年后
，办学历经不同阶段承续发展，1985年独立建院，定名为“湖北美术学院
”。在近百年的办学历史中，学校始终秉承“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和
“兼容互动”的教学理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崇德、笃学、敏行、致美
”服务社会的优秀人才。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学校近5年增设表演、陶瓷艺术设计2个专业，
停招专业：2017年停招工业设计专业，2019年停招影视摄影与制作
近5年学校无撤并专业

专业代码 130102T 专业名称 艺术管理

学位 艺术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艺术学理论类 专业类代码 1301

门类 艺术学 门类代码 13

所在院系名称 美术学系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美术馆、艺术博物馆、艺术展览与项目策划、艺术品投资、基金会、拍卖

行、画廊和博览会的经营等

人才需求情况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艺术管理专业方向是以美术学理论为依托，以文化
艺术市场需要为根据所设计的复合型专业。结合系统的艺术管理学基本理
论和基础知识及相关的艺术策划等实践课程，为学生将来从事艺术产业的
相关工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它以综合培养、全面开发的教学理念，通过大量与艺术管理相关的艺术理
论、艺术生产、艺术市场营销、艺术经济、文化法规、展览策划等课程
，全面了解视觉艺术门类的规律及特征。通过大量的艺术活动策划与经销
，学以致用，增加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从而为从事艺术事业和艺术产业
的相关工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艺术管理专业主要为社会培养文
化艺术管理者、艺术策划人和艺术经纪人等专门人才。
艺术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各个机构的艺术展览与项目策划、艺术品
投资咨询，基金会、拍卖行、画廊和博览会的经营等领域的相关工作，拟
计划每年输出毕业生25人左右。借助湖北美术学院的平台，本专业建设过
程中与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武汉美术馆、合美术馆等专业机构
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与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专业实习基地，人才需求
数据也是根据各机构发展现状及用人需求而评估得出的。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25

预计升学人数 10

预计就业人数 15

湖北美院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5

湖北佳和当代艺术博物
馆 2

武汉美术馆 3

湖北省美术馆 3

湖北省博物馆 2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

 

专任教师总数 16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2 比例 12.50%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9 比例 56.25%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16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7 比例 43.75%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6 比例 37.50%

36-55岁教师数 10 比例 62.50%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16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5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8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沈伟 男 1964-11-01 中国古代画论 教授 西安美术
学院 美术学 博士 中美史 专职

陈晶 女 1978-03-01 艺术概论 教授 湖北美术
学院 美术学 硕士 艺术史论 专职

许伟
东 男 1966-01-01 专业写作基础 副教授 中央美术

学院 美术学 博士 书法史 专职

李江
涛 男 1965-06-01 中国美术通史 副教授 湖北美术

学院 美术学 硕士 西美史 专职

石秀
芳 女 1963-12-01 西方美术史专题 副教授 湖北美术

学院 美术学 博士 西美史 专职

李珊 女 1982-01-01 中国美术史专题 副教授 武汉大学 哲学 博士 西美史 专职

左奇
志 女 1969-12-01 西方美术史专题 副教授 湖北美术

学院 美术学 硕士 西美史 专职

余其
彦 女 1975-01-01 美学原理 副教授 武汉大学 哲学 博士 美学 专职

肖世
孟 男 1975-05-01 中国美术通史 副教授 武汉大学 美术学 博士 中美史 专职

李建
春 男 1970-03-01 中国美术通史 讲师 湖北美术

学院 艺术理论 硕士 美术史 专职

任珊
珊 女 1984-01-01 艺术管理概论 讲师

英国斯塔
福德郡大

学
设计管理 硕士 艺术管理 专职

徐丹
丹 女 1988-01-01 艺术市场学概论 讲师 中央美术

学院 艺术管理 硕士 艺术管理 专职

刘晓
畅 女 1985-05-01 外国美术通史 讲师 湖北美术

学院 美术学 硕士 西美史 专职

李逦
菁 女 1986-11-01 艺术展览专题 讲师 中国美术

学院 艺术管理 硕士 艺术管理 专职

崔琳
琳 女 1985-01-01 文化遗产 讲师 湖北美术

学院 美术学 硕士 文化遗产 专职

刘文
文 女 1988-09-01 外国美术通史 讲师 北京大学 美术学 博士 西美史 专职



 

4.3 专业核心课程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中国美术通史 96 4 李江涛、李建春、肖世孟 第1学期
，第2学期

外国美术通史 100 4 任珊珊、刘晓畅 第3学期
，第4学期

美学原理 32 4 余其彦 第3学期

艺术管理概论 40 20 任珊珊 第3学期

艺术市场学概论 40 20 徐丹丹 第5学期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沈伟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系主任

拟承
担课程 中国古代画论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北美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5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美术考古与书画艺术史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19年获批湖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项目负责人）2015年湖北省普通
高等学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艺术管理专业建设
2016年论文《水墨的性质与观念：关于中国水墨艺术的一些思考》发表于
《近现代中国思想与绘画》（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著《汉子艺术
设计学》（湖北美术出版社）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8年著波士顿藏传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研究；
2018年著《纸墨趣：沈伟周颢文房书法作品》（湖北美术出版社）ISBN
978-7-5039-6335-3出版；
2018年著《西湖画会文丛沈伟》（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2018年著《武汉大雅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个案研究展作品集》（香港美术
出版社）出版；
2018年著《纸墨趣》出版；
2017年著《中国绘画史图鉴（9卷）》（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7年著《中国皮影造型图考（上、下卷）》（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7年著《中国年画史》（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7年著《江汉八家丛书》（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7年著《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ISBN 978-7-5039-6335-3（文化艺术出
版社北京）；
2017年著《石上清风：沈伟水墨作品》ISBN 978-7-5039-6357-5（文化艺
术出版社北京）；
2017年个人文集《隔路闻香》ISBN 978-7-5039-6236-3（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
2016年主编《青在堂翎毛草虫花卉谱》ISBN 978-7-5394-8672-7（湖北美
术出版社）；
2016年著《写意荷花》ISBN 978-7-5340-4792-3（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2018年 墨香记沈伟水墨艺术品鉴雅集 水墨漫谈（观香一舍）；
2017年“生态长江翰墨情书画作品展”（湖北美术馆）；
2017年“石上清风：沈伟水墨作品展”（武汉美术馆）；
2017年“湖上雅集：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杭州国画院美术馆）；
2017年“形迹：沈伟、管磊作品双个展”（上海安簃艺术空间）；
2017年“蒲香清趣：中国画名家蒲画展”（绍兴张桂铭艺术馆）；
2017年“蒲石雅韵：名家邀请展”（上海徐汇艺术馆）；
2016年《长江日报》第六版整版“水墨格调，古意新体：沈伟水墨画赏析
”；
2016年“水墨生灵：全国名家草虫题材邀请展（海上星象系列展）”（上
海徐汇艺术馆）；
2016年“别裁集”（上海安簃艺术空间）；
2016年“踏歌行半遮堂水墨艺术雅集2016夏”（南京半遮堂艺术机构）；
2016年“四时花雨沈伟水墨作品展（第二回）”（武汉市文联美术馆）；
2016年“看山看水：王涌、沈伟、查赛作品展”（武汉汤湖美术馆）；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中国古代画论课程学时36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6



 

6.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312707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48（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50万，财政拨款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4281 实践教学基地（个） 5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1. 建立科学的教学于科研资源供应保障体系。加强科学研究平台建设。根
据学科专业建设实际，及时调整教室及资料室布局，保障新增专业的教研
基本条件。继续加大对现有教学空间建设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其辐射和
带动作用。近年系部积极进行双一流学科建设工作，利用专项教学经费改
造教学空间，完善教学设备，为专业发展提供平台。
2. 进一步整合现有学科资源和科研力量，支持适合艺术管理专业特色的资
料室与研究中心建设，加强学科交叉、融合，重点配备完善实训设施、设
备，及时更新实践教学内容，努力建设产教结合、产学结合、产学研一体
化的实训基地。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建成一批稳定优质的
、能满足我校各专业实践教学需要的实习基地。
3. 积极推动产学研基地建设。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
依托，深化校社互动和产学研合作。加强与企业合作，制定优惠政策，吸
引和引进企业资金，为师生科技项目和创业项目提供孵化平台，为科研成
果提供转化平台。围绕区域经济规划与发展，建设校外社会服务平台。发
挥教师教育优势，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师教育理论和应用研究基地。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笔记本电脑 HPEliteBook840I78550
urx540

15 2019年 13.19

投影仪 索尼VPL-EW455 0 2005年 0.34

台式电脑 HP288pro G2 0 2002年 0.98

台式电脑 联想启天m4550 0 2005年 2.94

固定投影仪 固定讲台、投影仪、台
式电脑、音箱话筒等

0 2001年 1.9

教学课桌 实木 100*60*75CM 0 1969年 2.22

教学课椅 实木30*30*45CM 0 1969年 1.06

激光打印机 惠普1020 0 2005年 0.69

书架 钢木2000*2000*600MM 0 2015年 3.83

台式电脑 方正文祥 0 2004年 1.59

喷墨打印机 HP 7110 0 2001年 0.13

空调 柜式 3P 0 2004年 1.76

复印机 夏普 AR-2008D 0 2001年 0.64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学科基础概况 

艺术管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欧美国家兴起的，针对艺术管理专业的研究首先兴起

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主要理论框架也均来自于欧美国家。在英语语境下Arts 

Management或是Arts Administration，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行为又可以被称之为一门

学科。作为行为的艺术管理更多是指针对于艺术活动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管理策划

行为；而艺术管理作为学科体系就变得更为复杂，其是一门新型交叉学科，将艺术与

管理相结合，旨在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对艺术活动中所出现的现象和本质进行研究和

解决，融合了文化政策与法规、艺术社会学、艺术理论、经济学、博物馆学、艺术市

场学及现代管理学等于一身的艺术管理学，也逐渐在当今艺术市场体制下成为一个关

注度很高的新型学科。 

二、增设专业主要理由陈述 

作为近二十年我国兴起的新兴专业，艺术管理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培养创新

型人才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艺术管理还是一个成长中的产业，各种艺术机

构应运而生，他们为扩张业务之所需，创造了数万个管理职缺。每家机构都急需具备

特殊技能与知识的专才，以确保艺术品的产出或销售，能够切实实现组织的目的。但

是目前领域内从业人员大多是跨专业转行，教育背景多为艺术家或是工商管理方向，

还有少部分于国外接受艺术管理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很多业界专业人才或是对艺术

管理实践经验的缺乏，或是对本土化环境不适应，或是对行业战略发展判断不构准确，

都有可能对本领域的发展产生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学科体系化意识、进行系统研究来

推动专业建设。 

作为华中地区唯一一所专业性美术类院校，湖北美术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导向

对于中部地区的美术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湖北美术

学院于2006年开始筹备建设的艺术管理专业在华中地区乃至全国都是走在比较前沿的

位置。本专业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视觉艺术管理专业进行研究，旨在为本专业

在校生提供学科理论素材的同时，为本领域从业者提供实操性指导。 

三、专业发展规划 

本专业研究与建设过程中最核心的思考在于努力尝试建构系统化、整体化的视觉

艺术学科研究，探讨我国目前视觉艺术管理领域需要建构什么样的知识谱系，解决是

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基础概念性问题；努力摆脱一味的模仿性研究，尝



 

 

试提出新的问题引发学界同行的共鸣，而不是仅单纯对于西方学术模式及问题的尾随

式研究。另外，华中地区的美术发展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色，湖北美术学院艺术管理

专业的建设也充分考虑了本土化的艺术资源。 

（一）以西方为基础的本土化办学模式 

艺术管理专业在我国的发展至今不过二十年时间，最早在音乐学院中兴起，目前

视觉艺术方面的发展比较成熟的仅在于几所美术类专业院校中。大部分学校在课程建

设中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根据自身专业特色，沿用了西方的发展模式，制定适合

自身的专业课程体系。基于现状，湖北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在学科建设初期没有太

多的国内兄弟院校的资料可供参考借鉴，只能同样学习西方一些比较成熟的课程设置

体系。但是西方的课程体系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艺术本土化的特点，因此在湖北美术

学院的艺术管理学科设置中，相关领导专家学者们也考虑到了美院的本土特色,从而形

成了以美院优势学科为依托，以西方成熟体系为基础，适合国情的专业课程设置体系。 

（二）以艺术为中心的办学理念 

在湖北美术学院的艺术管理专业主要培养的是和艺术相关的博物馆、美术馆管理

人员、画廊和拍卖行的经营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展览和公共艺术的策划人以及包括艺

术出版在内的媒体策划人员。 

这种提法明确指出了美院对于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两大核心方向：一是与市场联

系比较紧密的画廊、拍卖等艺术商业人才；另外就是为公共机构（博物馆、美术馆）

等非营利文化机构服务的艺术行政人才。在这样的核心培养思路的指导之下，课程设

置也根据自身特点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对于学生来说本科四年的学习时间中同时掌握

艺术和管理的详细只是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艺术管理专业以艺术作为核心，以管

理课程作为辅助成为湖北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专业本土化的最大特色。在课程的开设中，

充分共享已成熟的视觉艺术类优势学科资源，以艺术实践及艺术史论、艺术批评等课

程作为基础学科，在此基础上开展艺术市场、艺术经济等艺术管理相关课程，这样可

以使学生掌握完整的艺术理论及实践知识及基础管理学知识，结合其未来工作中大量

的实操经验，为学生在行业内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跨专业合作以及递进式教学模式 

作为全国知名的美术类专业院校，湖北美术学院在美术类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

领域有着很大的优势，在专业设置中也充分利用了美院原有的教学资源，借鉴西方四

年本科的课程设置方式，从基础到专业，结合大量的实践课程。大学一年级，学生统



 

 

一在基础课部以及公共课部接受基础绘画技巧的训练以及基础理论课学习，以了解基

本的绘画门类及技法，了解领域内的基础知识。大二回归系部，学习专业的美术史、

美术评论知识，以及艺术管理主干课程中的一些基础的艺术管理概论、艺术市场调研

等内容。大学三年级主要是艺术管理的核心课程的学习，主要涵盖了艺术市场学、艺

术经济学、展览策划、博物馆行政、艺术文案写作、艺术法等领域。大四最后一年主

要是毕业创作（展览策划）及论文的完成。从基础到专业，培养学生对艺术管理专业

的全面认识。 

（四）实践课程的大力推广 

从大二开始，学生每学期都有60-120学时不等的实践课程，在这些课程中，学生

或进入学校的实践基地，一些本地美术馆、博物馆中参与实际项目；或被设定主题独

立完成相关武汉艺术市场的调研项目；或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去其他艺术发展特色地区

进行艺术考察。本科的实践课程更多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发现问题，这样今后如其从事

相关的工作领域或是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就可以以解决问题为主要的目标。另外学校

还经常聘请业界专家、知名策展人、艺术评论人、艺术市场工作者等相关行业从业专

家来校，通过课程或讲座的形式向同学们介绍他们在工作中的研究成果以及实战案例，

通过实践性极强的个案介绍让同学们了解实战操作层面中专业的运用。并将课程作业

孵化为实际项目或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等，真正意义上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探讨。 

艺术管理专业在我国目前还是很新的专业，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每个学校都面临着

极大地困难和挑战，尤其在艺术发展相对滞后的二线城市中，高校教学对当地艺术界

发展的导向性作用就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学习外界先进的经验是学科建立之基础，

而发展自己独具特色的专业体系才是立命之本。这就需要学院再进一步完善自身的专

业体系过程中，充分调研了解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并结合自身优势专业，充

分整合资源，建设更为完善的课程体系，这也符合艺术管理专业跨学科，多角度，资

源整合的核心学科特点。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艺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艺术管理专业方向是以美术学理论为依托，以文化艺术市场需要为根据所设

计的复合型专业。结合系统的艺术管理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及相关的艺术策划

等实践课程，为将来从事艺术产业的相关工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较全面掌握中外艺术学理论、中外艺术史和艺术管理方面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较高的美术审美修养和视觉艺术相关的管理与策划能力，

具有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和艺术管理的基本能力，具有关注生活、表现时代、服

务社会的自觉性，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复合型艺术人才。 

 

三、掌握技能： 

艺术管理学专业学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系统掌握艺术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2、熟悉各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掌握艺术学综合的研究方法与分析能力； 

3、有较强的文化艺术研究、鉴赏、批评、管理能力； 

4、与时俱进的了解党和国家有关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

法规； 

5、了解艺术管理学科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发展动态和行业要求； 

6、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四、毕业及学位要求 

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必修课程（含实践教学环

节），成绩全部合格；专业限选课修满 8学分，跨专业选修课修满 10学分（含创

新创业学分、集中研讨课程等），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 

毕业论文成绩达到 75分以上（含 75分），专业核心课程成绩达到 70分以上

（含 70 分），达到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五、专业核心课程 

艺术管理概论、艺术市场学概论、中国美术通史、外国美术通史、美学原理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艺术考察、专业实践、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与论证、毕业论文 

 

七、学制、学时、学分 

学制：基本学制 4年，最长 6年 

学时：3271 

学分：131.5 

 

八、授予学位： 

艺术学学士 

 

九、各类课程学时学分比例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占总学分百分比

(约) 

必修

课 

公共必修课程 46 979 

84.00% 

40.89% 

专业

必修

课程 

理论课程 

67.5 

48.5 

1672 

1672 43.11% 

独立设置实验课 0 不计入 不计入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19 不计入 不计入 

选修

课 

专业限选课 
18 

8 
620 

320 
16.00% 

7.11% 

跨专业任选课 10 300 8.89% 

合计 131.5 3271  



十、课程计划表 

艺术管理专业（方向）课程计划表  [总表]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时分配 考 
核 
方 
式 

开 
设 
学 
期 

备 注 理论 
教学 

实验
教学 

课内
实践 

公
共
必
修
课 

思 
想 
政 
治 
课 

11700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5 30  15 
考试、

考查 
1  

11700102 中国近代史纲要 2 36 32  4 
考试、

考查 
2  

11700103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6 96 66  30 

考试、

考查 
3、4  

117001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54 36  18 
考试、

考查 
4  

11700105 形势与政策 2 64 64   考查 
1、2、

3、4 
 

小  计 16 295 228  67    

综 
合 
素 
质 
课 

11200101 大学英语 1 3 60 45 15  
考试、

考查 
1  

11200102 大学英语 2 3 64 48 16  
考试、

考查 
2  

11200103 大学英语 3 3 60 45 15  
考试、

考查 
3  

11200104 大学英语 4 3 72 54 18  
考试、

考查 
4  

11200105 大学体育 1 1 34 4  30 考查 1  

11200106 大学体育 2 1 36 4  32 考查 2  

11200107 大学体育 3 1 34 4  30 考查 3  

11200108 大学体育 4 1 40 4  36 考查 4  

11200109-1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欣赏与写作（上） 2 30 30   考试 1  

11200109-2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欣赏与写作（下） 2 32 32   考试 2  

11200110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欣赏与写作 2 30 30   考试 3  

11200111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与写作 2 36 36   考试 4  

11200112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60 30 30  考试 1  

1120011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28 16  12 考查 1  

11200114 大学生国防教育 1 32 32   考查 1 含实践学分 0.5 

11200115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 1 36 36   考查 5  

小  计 30 684 450 94 140    

专
业
必
修 
课 

视 
觉 
基 
础 
课 

11600201 造型语言（素描 1） 2.5 100 20  80 考查 1  

11600202 造型语言（色彩 1） 2.5 100 20  80 考查 1  

11600203 平面图式语言 2.5 100 20  80 考查 1  

11600204 中国传统造型语言 2 80 20  60 考查 2  

11600205 造型语言（素描 2） 2.5 100 20  80 考查 2  

11600206 造型语言（色彩 2） 1.5 60 20  40 考查 2  

11600207 空间图式语言 2 80 20  60 考查 2  

小  计 15.5 620 140  480    



专 
业 
基 
础 
课 

11300206 透视学 2 32 32   考查 2  

11103201 艺术概论 2 32 32   考查 1  

11103202 中国美术通史 4 96 96   考查 1、2  

11103203 外国美术通史 4 100 100   考查 3、4  

11103204 美学原理 2 32 32   考查 3  

     小  计 14 292 292      

专 
业 
方 
向 
课 

11103205 艺术管理学概论 1 40 36  4 考查 3  

11103206 艺术市场调研方式与方法 1 40 32  8 考查 3  

11103207 西方文化概论 1.5 60 56  4 考查 3  

11103208 博物馆基础 1 40 36  4 考查 4  

11103209 20 世纪中国美术思想专题 1 40 40   考查 4  

11103210 美学专题 1 40 40   考查 4  

11103211 美术展览专题 1 40 32  8 考查 4  

11103212 
中国美术史专题 1 

（水墨材料技法与实践） 
1 40 40   考查 4  

11103213 中外美术批评与比较 1.5 60 60   考查 5  

11103214 
外国美术史专题 1 

（19 世纪欧洲艺术与视觉文化） 
1 40 40   考查 5  

11103215 艺术市场学概论 1 40 36  4 考查 5  

11103216 中国古代画论 3 120 120   考查 
5、6、

7 
 

11103217 美术心理学 1 40 40   考查 6  

11103218 
外国美术史专题 2 

（中世纪美术） 
1 40 40   考查 6  

11103219 毕业论文指导与注释规范 1 40 40   考查 7  

11103220 中国美术史专题 3（文人画） 1 40 40   考查 7  

小  计 19 760 728  32    

集中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1600208 艺术实践（写生） 2     考查 2  

11103221 艺术考察 1 2     考查 3  

11103222 艺术考察 2 2     考查 5  

11103223 专业实践 1（博物馆考察） 0.5     考查 4  

11103224 专业实践 2（展览调研） 0.5     考查 5  

11103225 专业实践 3（展览策划） 1     考查 6  

11103226 专业实践 4（文献编辑） 1     考查 7  

11103227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与论证 2     考查 7  

11103228 毕业论文 8     考查 8  

小  计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不计学时只计学分) 
19        

选
修
课 

专业 
限选课 

11103301 专业写作基础（学术论文专题） 1.5 60 60   考查 
3 

需修满 

8 学分 

11103302 专业写作基础（艺术应用文专题） 1.5 60 60   考查 

11103303 西方美术史学史概述（古典） 1 40 40   考查 
3 

11103304 西方美术史学史概述（现当代） 1 40 40   考查 

11103305 美术英语(阅读) 1 40 40   考查 
4 

11103306 美术馆与策展专业英语 1 40 32  8 考查 

11103307 抽象美术专题 1 40 40   考查 6 



11103308 摄影史 1 40 40   考查 

11103309 经典文献导读（西方） 1 40 40   考查 
6 

11103310 经典文献导读（中国） 1 40 40   考查 

11103311 全球化影响下的当代艺术 1 40 40   考查  

7 11103312 西方现代艺术思潮 1 40 40   考查 

11103313 文化艺术活动调研与策划 1.5 60 60   考查 
6 

11103314 艺术策划与文案写作 1.5 60 52  8 考查 

      小    计 8 320 304  16    

跨专业 
任选课 

见全校选修课表 10 300       

    合  计 131.5 3271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第一，作为新兴专业，艺术管理专业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培养创新型人才

都有着重大影响。这是基于我国发展中的文化产业需求而决定的，艺术管理人才的

急需，行业发展目前较为粗放等等都迫切需要加强学科体系化意识、进行系统研究

来推动专业建设。 

第二，作为华中地区唯一一所专业性美术类院校，湖北美术学院的学科建设和

学术导向对于中部地区的美术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院开设艺术管理专业也

具有先天优势：培养艺术行业中的管理者，帮助艺术品、艺术家和相关联的第三方

建立沟通渠道，这对未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意义深远。 

因此，会议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致力于培养艺术与管理能力皆备的复合型专门

人才是很有必要，我校开设艺术管理专业切实可行。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

否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