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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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主管部门:

专业名称 :

专业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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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上海师范大学 学校代码 10270

学校主管部门 上海市 学校网址 wmⅢ  sllⅡ u odu 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上海上海徐汇区桂林路
100÷手

邮政编码 2002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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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直属院校 口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回地方院校

回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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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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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文学  回历史学

回管理学  回艺术学

z哲学

回理学

口经济学

回工学

回法学

回农学

z教 育学

□医学

学校性质
o师范

O民族

0综 合

⊙语言

o理工

0财经

O农业

o政法

o林业

o体育

0医药

o艺术

曾用名
上诲师范专科学校、上诲第一师范学院、上海第二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

院

建校时间 195在 +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6z|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奘利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6年 11月

专任教师总数 2θ3θ
专任教师 中副教授及 以

上职称教师数
1150

现有本科专业数 8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506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教

4912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7 34%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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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130405T 专业名称 书法学

学位授予门类 艺术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美术学类 专业类代码 1304

门类 艺未学 门类代码
Q
●

所在院系名称 美术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 业名称 中国画 开设年份 2013z_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美术学 开设年份 1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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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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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荞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

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 需要可加页)

1、  培荞目标

为适应当前社会总体发展需求,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广阔的艺术视野和敏锐

的学术思维,具备现代关术观念、掌握美术基本理论,特别是掌握中国书法的基

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同 时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素质全面的专门人才。重点培养

具备与书法相关的教学、研究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中小学书法教育、社会书

法传播的教育型人才;兼及培养能在文化艺术领域、教育、设计、研究、出版、

管理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出版、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  基本要求

要求具有扎实的书法理论基础,掌握各体书法的临摹与创作技法,熟悉中国

书法 (篆 刻)的历史和文献,具备相应的文、史、哲修养,具备相关的书法创作

能力,具备较全面的素质和艺术修养、职业道德修养,能够胜任基本的书法教学、

传播工作,在此基础上完戚相应的学分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

1.思政教育:思想道德上要求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品质 ,

具有坚定的思想政治信念。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担当精神,能够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艺术创造能力:充分发挥学生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书法创作上具

有个性和创造能力,贡献优秀的书法作品,对书法的风格、技艺、理论和它们之

间的关系具有独到的见解。

3.学科亲养:具备全面的书法专业素养,掌握书法学科的基本知识、原理和



技能,理解书法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探究方式;了 解书法教育的基本理论

以及基于书法学科核心素养的学科知识;具备扎实的书法专业理论基础、相应的

书法技法、文化素养、创作能力,了 解当代书法领域在教学、创作和研究的前沿

动向◇

4.敬学能力:具备在中小学进行书法教育的初步书法教学实践能力与书法教

学研究能力。能够以学生为中心,依据书法与美术课程标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和书法学科认知特点创设学习环境,运用适切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开展具有创新

特征的书法教学活动,有效传递书法知识和技能。

5.综合人文卡养:通过书法学科,对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较为全面、深刻的认

识和把握,能够理解书法学科的特征,理解书法作为修养身心手段的意义和它在

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以及它在教育上的功能。

6.反思与进步能力:具有反思与批判性思维能力,树立起终身学习与专业持

续发展意识。能够反思在学习、教学、研究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并运用恰当的

方式解决问题,具有书法自我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

7.沟通合作: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积极开展小组合

作学习,在 互相批评、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中进步。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与方法 ,

能够与学习伙伴分享交流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交流合作能力。

8,传播能力:能够对外正确地传播书法的知识、技法和理念,对书法在当代

社会中的作用有明晰的认识,具备大局观和国际视野,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求 ,

树立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责任和担当◇

3、  修业年限

本专业的标准学制为4年 ,有效学习年限为6学 年。



4、  授予学位

艺术学学士学位

5、  主要课程

书法专业的主要课程包括叫习教师教育课程,I2门 专业基础课,15门专业主

干课。四门教师教育课程包括心理学与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导论、德育与

课程管理,主要培养学生作为一般教师的基本素养。12门 专业基础课包括篆书基

础、隶书基础、行书基础、楷书基础、草书基础、篆刻基础、中国书法史、中国

美术史、古代汊语、古诗文鉴赏与写作、书法教育学,旨在塑造学生形成书法学

科的基础能力。专业主干课则涵盖了古文字学、书法关学、书法批评、古代书论、

书法文献学、现代书法理论著作导读等理论课程,与此同时,还涵盖行书创作实

践、草书创作实践、经典碑帖专题研究、晋唐行草书研究、书法教学研究与实践

等在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学习的专业必修课,塑造学生全面、扎

实的技能素养。这样的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该专业理论研究与书法篆刻创作相

结合,并强调书法教育能力培养的办学特色◇

除了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之外,还有涵盖中国教育史、中国书法与文化、

论大指导、碑学研究与实践等在内的专业方向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会根据学生具

体学习情况进行开设,既具有查漏补缺的作用,也有延伸的、进一步深入学习的

功能。而专业拓展课程则涵盖了相近专业所开设的一部分课程,旨在拓展学生的

能力,让学生形戚更加全面的艺术素养。

o、  主要实践性敬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



实践性环节包括写生考察、专业实习、社会调查、创作实践、普通话测试、

毕业创作、毕业论文等◇

写生考察:中 国书法几千年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本,其 中包括主要包

括碑刻和墨迹两大种类。而对书法专业的学生来说j尽可能地多接触这些历史流

传下来的作品,这—方面有助于扩大学生的视野,以 前从书本上学习得来的知识

得以在实践的过程中应用,成 为一种鲜活的知识;另 一方面,通过这种接触也可

以帮助学生提高专业的素养,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所帮助◇写生考察的

课程,将安排学生集中前往一些保存了大量书法历史文本的地方进行考察,譬如

博物馆、美术馆、名山石刻等地方。

专业实习:实 习是书法专业学生融入社会的必要措施。本专业的实习计划实

施
“三阶段

”
实习模式,使学生逐渐认识基础教育阶段实习的重要意义,深入了

解中小学书法教学的现状,了 解上海书法行业的发展变化和机遇,热 爱书法事业 ,

巩固专业思想,同 时形成从事书法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

创作实践:书 法创作是整个书法专业教育的目标之一。进入书法创作阶段就

意味着学生已经养咸了自已的风格,在专业技巧和独创性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虽然创作阶段是较晚才能够进入的状态,但学生的创作意识要在整个本科教学当

中不断地培养和强化。因此书法的创作实践课程首先需要培养的是学生的创作意

识。这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梳理书法实践的几个层次和创作在其中的位置,另 一

方面则需要通过创作作品的反复练习强化学生对作品的认知。

普通话测试:通过普通话测试是获得教师资格证的一个必备条件。为了获得

能够进入中小学成为书法教师的资格,需 要学生在四年的学业期间完成这项任务◇

毕业创作:毕业创作是对书法专业学生在接近四年的学习过程的一个检验 ,

学生的专业素养将从这个课程的成果展示中充分显示出来,因 此备受重视。成果

展示上的要求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专业性,即所创作作品需达到专业要求。



其次是创新性,作为一名书法专业的学生,应 当在最后的成杲中,在某种程度上

展示自已的创造能力。再次则是全面性,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学生习得了书法

这门专业范围内的多种技能,这些能力都应当在毕业创作中得到展示。

7、  嵌学计划 (附课程结构及计划表)

具体教学计划详见
“
上海师范大学书法专业教学计划表

”,包括通识教育课、

大关平台课、专业教育课,专业拓展课等及实践性教学环节等。我们将上述课程

分为通识教肓课程、教师教育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

程、专业拓展课和实践教学环节七个体系,这七个体系的课程结构详见图I。 表

⒉表8为 上海师范大学书法专业教学计划表。



图1:上海师范大学书法专业课程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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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课程名称

学分 建议估读学期
楚议总

学时
讲授 实践 含计 1 9 a 4 5 6 7 B 0 】!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

耍
2 0 2 √

2体育l 0 0 ! √

s人学英语预备级
"

0 4 √

‘思想逍钯修芥与

法律萃础
0 0 a V

6大学英语 级 刂 0 4 √ 娲亻

6马克思}义堆本

原理
3 0 3 V

7体育2 1 0 1 √

ε形势与政策 〈理

论〉
l 0 l √ √

0军⒋ 1 0 ! V

10大学英语二级 2 0 2 √

】l体仃3 1 0 l V

!2毛泽东思想和

中lll特色社会主义

珥论体系概论

4 0 ‘ √ 64

13大学英语
=级

2 0 2 √

u体 触 1 0 】 √

1丐 计箅机文化蓥

础
1 】 2 √ √ √ 冫

6形势与政策 (实

i廖亩)

◆ ! l √ √ V √ ∶6

!7师范生职亚发

展与就业指导
1 0 】 ˇ

1B毛泽东思想不Π

屮国特色社会}义

理论体系揿论 (实

跋 )

2 0 2 √



19秆序设计与仰
^

应用
1 】 2 V V √ √

20大学计箅机应

用技术
1 1 2 √ V √ V a2

21现代教仃技术 : 1 2 √ √ √ V a2

⒛ C语言程序设

"
苯础

1 ! 2 √ √ √ √ ↓2

⒔Python谛 言杆序

设计基础
2 0 2 √ √ V V

应修扌分 6 l 2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 2 2 ⒓

应修学分 10 6 l 4

表2: 书法专业敬学计划表——通识嵌市课程

表⒊ 书法专业敬学计划表——敬师敬市课程

分类

课程名称

学分 建议傣读学期

建议总学时

讲授 实践 合计 1 a 4 ; 6 7 8 9

教师教育

课程

2珏 心理学与教仃 2 0 2 V

⒛ 教苘导论 2 0 2 √

26课程与教学沦 1 ⒑ ! √

2?德 苜与班级筲

理
! 0 】 √

应修学分 6 4 2

分类

课程名称

学分 建议铬读学期
萤议燕

学时

讲授 实践 合计 l 2 $ 衽 6 6 氵 8 【!

专业基础

课程

z9篆 书蜘 lr 3 0 ; V

犭9中国美术史 ⒓ 0 2 √

〕0隶书*础 0 3 々

l楷书基础 4 0 4 V “

|



⒓ 策刻基础 0 2 √

la书法教苜学 0 2 ˇ

;4占代汊语
2 0 2 √

)5经典碑帖临募 2 o 2 ˇ

)6{!国书法史
2 2 √

)7行 书基础 ! 0 ! √

lg革 书基础
2 2 V

lO占 诗文鉴赏与与作

2 0 2 √

应修学分 7 2

表⒋ 书法专业敬学计划表——专业去础课程

分类

课程名称

学分 |.            琏议铵读学期
蛀 氵廿 苎

学时

讲授 卖践 合计 】 2 B 4 6 0

'

n

专

业主干课

lO经典碑砧专题

开允

0 2 V

!!晋辟行书研究 2 o 2 √

刂2书法芙学 o 2 V

|a萆书创作实践 2 0 2 √

‘4行书创作实践 ⒓ o 2 V

刂5帖学研究
0 2 √

女6Ⅱ 国画

a 0 刍 √

!`书 法攵献学
2 0 2 √

|8古 义宁学 2 o 2 V

!0大 革与狂革研

七

2 0 ⒓ √



程 lO书法创作
=

0 3 〃

;!书法拔学研宄

与实践 2 0 √

⒓ 古代书论
a 0 ˇ

;s书法批评 2 0 √

;4书法犭找 0 V Ξ

应替学分 !s 7 4

表⒌ 书法专业鼓学计划表——专业土亍讦程

钿
加
淝

旧矢川研宄 0 0 J V V V V V V

;6中西炎术理论比

睽研宄 3 0 V 守 V ˇ V ●r

;`艺术皙学 0 3 V 寸 V V ˇ V

;B论文扫导 臼 V V 冫 V V 〃

;9中日书法敬育史 ; V ˇ V ˇ √ V

;0书西比锒研允 J 3 √ ˇ V V V √

】l流派△荆临扌与

⒛作
3 V V V ˇ V V

⒓ 古文宇临艹与创

乍
3 V V V V V V

9臼 丨草拄0与包作
臼 3 V V V V 〃 V

泌古蜇临0与创作
3 V √ V V √ V

9吕 日本书法研宄
3 V V V V V ″

96衙牍临△与创作
0 o 饣 V ″ V V V √

;`古代字体研宄 0 0 V V V V V V

9ε 碑学研宄与实戤

0 0 ˇ V V V V V



” 绘雨基础 3 0 √ V V V √ √ 4(

m}画鉴赏
a 0 √ V √ ˇ √ ˇ

71书法小品
; 0 V √ V √ √ V

卩2行草书 Fn募 △α

隋
! 2 V V √ V ˇ √

卩s椠隶临蕞与创仵
! 2 √ √ √ V V √

74书法与中回文化
! 2 V V √ √ √ √

75现代书法理论丬

仵岢读
) 0 √ V √ V √ √

76商代书论要籍镏

酉
; 0 √ √ √ V √ √

77梧书临摹与创作
3 0 √ √ √ V √ ˇ

学分小

"
‘ 16 3 ; 3 3

应修学分 3 ; 3

应修学分 ?? 9 9 1rl 7

表6:书法专业敬学计划表——专业方向课程

分类

课程名称

学 分 建议修读学规
莳 W烛

学时

讲授 实践 合计 l ⒓ j 4 5 6 7 臼 9

专H'拓展

课稆

?8综合版画 2 ◆ 2 √ V √ V √

?9中国书法名作

赏析
2 ⒓ √ √ √ √ V

B0玺印贺析 2 0 2 V √ √ √ √

81书法与‘|j国社

会
2 0 2 √ V V V V

82未 l0家 研先 2 0 2 √ √ √ √ V

m炅 门书家研允 2 0 2 √ V √ √ √



B亻 论书诗研先 2 0 2 V V ˇ V ˇ

‘5明清条幅书法

研允
2 ll 2 V √ √ V √

ε6山水画技法 2 0 2 √ √ √ V √

ε7油画风崇 2 0 ⒓ √ ˇ V √ √

88古代书泫专题

研先
2 0 2 √ ˇ V V √ 32

BO中国书画鉴寂

史
2 0 2 V V ˇ √ V

90∷芏书法研先 2 0 2 √ V √ √ √

9!楷书临摹与创

作
2 0 2 √ V √ V V

02因画鱼虫走冉

技法
2 0 2 √ √ ˇ V √

93国画小品 2 0 2 √ V √ √ √

94△笔人物技法 2 0 2 V √ √ √ √

05工笔花岛技法 2 0 2 √ √ √ ˇ √

06表现性牡画 2 0 2 √ √ √ V √

07表现性素描 2 0 2 √ V √ √ √

08字体设计 2 0 2 √ √ √ V √ j2

学分小计 3 2 2 2 2

应修学分 2 2 2 2 2

表⒎ 书法专业教学计划表——专业拓展课程



分类

课罹名称

学分 建议饪读学期
茁 拙 ‘

学时

嘏 实践 合计 l ⒓ B 4 6 6
`

ε o

实践类课

程

09创作实践 0 1 ! √ L6

m0写牛考察 0 ! 1 √ ll

!0l创作实践 0 l 【 V

m2创作实践 0 】 1 √ 0

!03毕业实丬 0 6 6 !B用 0

10亻 毕业论义 0 6 6 V

106毕 H`创作 0 3 3 V

应修学分 1 2 1 ! 4

证 书

lO6普通话 0 0 0 √ ll

应修学分 0

表⒏ 书法专业敬学计划表——实践类课程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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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书基础
'
△ 王 方呈

隶书基础 丘新巧 1

书法教育学 徐耘春 2

古代汉语 邵琦 2

中国书法史 陈研 4

经典碑帖临蔡 64 16 丁政 4

行书创作实践 乔字 5

古诗文鉴赏与写作 2 彭莱 6

草书创作实践 16 王 方呈 5

中国画 48 16 邵仄炯 7

书法文献学 2 丁政 7

古代书论 2 丘新巧 8

52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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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
业

学
专

后
业

最
毕

历
位

学
学

后
业

最
毕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邵琦 男 1963—06 古代汉语 教授
华东师范

大学
中文 学士 中国书画 专职

彭莱 女 1971-08 古诗文鉴赏与写作 教授
上海师范

大学 历史学 博 士 中国书画 专职

陈研 男 1986-03 中国书法史 副教授
中国关术

学院 关术学 博士 关术臾 专职

鲰
炯

男 1975-12 中国画 副教授 上海大学 关术学 硕 士 书法 专职

蜥
巧

男 1985-10 古代书论 副教授
中央美术

学院 美术学 博士 书法 专职

王 方
男 1976-10 篆书巷础 副教授

中央关术
学院 美术学 博士 书法 专职

付威 女 1985-01 书法 美学 副教授 辽宁大学 哲学 博 士 书法 专职

丁政 男 1966-08 经典碑帖临搴 副教授 中山大学 文学 博 士 书 法 专职

乔 宇 男 1988-10 行书创作实践 讲 师 四川大学 美术学 博士 书法 专职

徘
春

男 1986-05 书法教育学 讲 师
华东师范
*学 教育学 博士 艺术教育 专职

6.3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10

具有教授 (含其他正高级 )职称教师数 ’
乙 比IFl 20 00%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 (含其他副高级 )职称教师数 8 比矽叫 80 00%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9 比饣列 90 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8 比矽呵 8θ θ0%

跆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5 比lFl 50 00%

3655岁 教师数 茌 比矽

`
40 00%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θ:1θ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9
乙



`心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邵琦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蹰醐
古代汉语、书法与中国文化

、书画比较研究
现在所在单

位
上海师范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 `专 业

19阢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主要研究方向 书法殚论 .中 国画

究
项

`

研
改
课

革
教
慕

改
含

`
)

学

Λ
`
灭

等

教
况
论
材

育
情
究
教

教
奖
研

事
获

`

从
及
目

:
既觫
》

,
⒋

《线、孵

展
真
疑
m
 
出

学
”
嫌

2
3
;
·

教
狼
的

’m
等

在

丿美
察
尬
人

·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口
法
傅
中

图
5
;
》

代
通

海
"
晚

历
项

上
2
今

《
立

,
 

’

《

 
`
目

”
院
道
》
项

展
画
频
芾
译

请
书
文
米
外

邀
海
人

一
术

春
上
术

~
学

迎

’艺
家
华

^

家
”
 

φ大
中
丈

名
展

⒗
法
金
外

上
品

⒛
书
基
为

海
小

’代
科
译

~
家

”
历
社
移

青
名
展
《
家
》

丹
上
大

`
国

略

情
海
际
》
年
吏

寄

~
国

之

⒑
想

“ 
~
术

羲

⒛
思

咖鳓拗⑾
o

得
经
)

获
究
元

年
研
万

三
学

Λ

近
科
费

θ

咖卿咖搠
书法与中国文化、中国画、古代沃
语、行书共⒛在θ学时

导
设
)

指
业
次

年
毕
人

三
科

Λ

近
本
计

28

姓名 丘新巧 `陛 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中国书画
系副主任

拟承
担课程

古代书论、书法创作、晋唐行书研
究

现在所在单
位

上海师范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书法理论 、书法实践

究
项

`

研
改
课

革
教
慕

改
含

丶)

学
Λ
文
等

教
况
论
材

育
情
究
教

教
奖
研

事
获

`

从
及
目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30篇 ,包括 《被重塑的颜真卿》, 《
中国书法》,20⒑ ; 《论意:话语结构 中的位置及其变异》, 《中国书法
》,201⒏  《论书法审丑的谱系》, 《中国书法》,2θ r; 《碑与帖:两种
传统及其逻辑——兼论白蕉的意火》, 《中国书法》,2017: 《论书法之
“
势

”
:时 间、身体与起源》, 《文艺理论研究》,2016; 《日常书写、自

觉意识与忘情;论 书法中个性之确立》, 《美苑》,⒛ 15; 《日常书写研究
绪论》, 《中国书法》,⒛ 14等 。出版学术专著2部 : 《姿势的诗学: 日常
书写与书法的起源》,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书法:⒙个关键词
》,现代出版社,2015。 开设网络慕课书法课程 《中国书法创造实践》1门

杏出版书法教材 《中国楷书史》1部 。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全

回
年

届
巡
青

一
品
学

十
作
大

第
士
范

;
博

师

奖

业
海

文

专
上

论

法

φ

选
书

”

入
代

展

会

当
品

论

~
作

讨
骨
法

学
风
书

书
院
事

市
学
理

海
“
届

⊥
加
七

;
参

笫

奖

;
会

·

等
奖
协
奖

三
文
家
等

奖
论
法

二

评
选
书
赛

批

入
市
大

》
会
海
索

坛
论
上
柃

论
讨
“
献

术
学

`
丈

艺
书
”
师

《
国
展
教



咖卿拗⑴
3

得
经
)

获
究
元

年
研
万

一亏
孑
Λ

近
科
费

0

咖卿咖猢
古代书论、书法评论、楷书、行书
共出2学 时

导
设
V

指
业
次

年
毕
入

三
科
Λ

近
本
计

6

姓名 王方呈 性另|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篆书基础、篆刻基础、草书创作实
践

现在所在单
位 上海师范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6毕 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书法理论、书法实践

究
项

`

研
改
课

革
教
慕

改
含

`
V

学
Λ
文
等

教
况
论
材

育
情
究
教

教
奖
研

事
获

`

从
及
目

明
风
九
教

《建构、吲御法》’

⒛
从
书

包括
:
法

》’岬艺未
.

碥
睇
用舫

共

中

》
《

文

《
法

’

论

’书
》

表

》
国
系

发
察
中

关

上
考

《
的

泐
橼
”
籽
虬

术
明
窥
门
》

学
允
管
吴
史

要
祝
法
与
书

重
的
取
其
篆

外
中
与
察
国

内
史
期
考
中

国
书
分
》
《

在
清
的
首
材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篆法
展

书
请

届
邀
楫

十
家
双

第
名
舟

国
学
艺

全
帖
“

;
代

;

奖
当
展

等

;
究

三
奖
研

展
银
刻

刻
展
篆

篆
大
意

届
法
写

六
书
国

第
浙
中

φ

国
全

;
展

全
届
展
请

;
六

刻
激

奖
第
篆
士

等

;
法

博

三
名
书
法

展
提
年
书

大
奖
青
届

书
国
届
首

行
全

三
国

届
获
第
谷

首
并
国

~

国
展
全

~

全
刻
;
”

咖鲫拗⑾
o

得
经
)

获
究
元

年
研
万

三
学

Λ

近
科
费

10

咖砷咖猢
篆刻、中国篆刻史共书行

时
书、畔

草
⒛

导
设
)

指
业
次

年
毕
人

三
科

Λ

近
本
计

6

姓 名 付威 `陛 另|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书法美学、书法批评、书法教育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上诲师范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书法理论 `书 法 实跋

究
项

`

研
改
课

革
教
慕

改
含

`
V

学

Λ
灾
等

教
况
论
材

育
情
究
教

教
奖
研

事
获

`

从
及
目

的

 
国
中
《

中
毅
中

《
;
》

”
延
谈

’
Μ
容

境
沈
浅

》

⒛
内

原
《
《
解

’与

“ 
;
;
新

》
式

史

⒙
⒙
法
法
形

历

⒛
⒛
书
书
的

《

’
’海
国
法

:
》

》
空

中

书

括
法
法

《
《

《

包
书
书

;
,
;

’国
国
r
》

Η

揣
仲
仲
抑耔
用虬

佃

’
’》
的
》
集

共
》
》
法
化
法
丈

文
析
义
书
文
书
论

论
探
意
国
统
国
版

表
术
其
中
传
中
出

发
艺
及
《
与
《

·

上
法
构

’法

’等

物
书
建
》
书
》
Η

刊
海
美
构
《
读
⒛

术
孟
审
建
;
解

·

学
沙
的
的

⒗
的
》

要

~
”

体

⒛
法
法

重

~
书

主

’书
书

外
构
行
评
》
毅
国

内
建
体
批
法
延
中

国
法
魏
法
书
沈
《

在
书
“
书
国
对

·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五
辽
奖
论
《
国

笫
度
等
奖
文
中

省
年

一
获
论
“

宁
r
文

坛

;
届

辽

⒛
论
论
文
首

获

`
秀

评
论
在

;
⒗

优
批
奖
》

奖

⒛
会
法
获
义

等
得
年
书
选
意

二
获
学
代
入
代

奖

·哲
当
坛
当

果
奖
省
为
论
其

成
等
宁
评
海
及

学

一
辽
被
孟
构

科
果
度
》
沙
建

会
成
年
构
届
法

社
秀

⒙
建

二
书

学
优

⒛
的
笫
的

φ

哲
科

’体
获
”
筝

省
社
奖
主
》
书
丈

宁
年
等

评
析
行
论

辽
青

二
批
探
体
奖

予
月
文
法
术
魏
获

授
动
论
书
艺
“
为

府
活
秀
国
海
毅
评

政
术
优
中
孟
延
被

民
学
会
谈
沙
沈

”

人
学
年
浅
《
下
上

省
科
学
《
文
识
坛

宁
会
哲
文
论
意
论

辽
社
省
论

;
美

法

获
届
宁

·文
审
书

咖锄槲⑾
o

得
经
V

获
究
元

年
研
万

一子
字
Λ

近
科
费

7

咖卿咖涮
艺术概论、书法鉴赏共%学时

导
设
)

指
业
次

年
毕
人

一号
科
Λ

近
本
计

6

姓名 丁政 `陛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谋程

古文字学、经典碑帖临莘、书法题
跋

现在所在单
位

上海师范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书法 丈献 学 `书 法 吏

究
项

`

研
改
课

革
教
茱

改
含

丶V

学

Λ̀
灭

等

教
况
论
材

育
情
究
教

教
奖
研

事
获

`

从
及
目

代

“
书

Λ

包括
:
嘟

岬鲫嘟

谎
衅
用》’柠
瓿

术
中

Λ
国
步
学

学
《
报
爱
初
版

要

,
学

张
的
出

重
》
院
读
设

·

外
题
学
~
建

隼

内
问
术
_
科

∝

国
干
艺
题
学
⒛

在
若
京
问
法

·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浙.

“
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作品巡回展

”
、 “

叩问经典——沪上书
法博士作品展”、 “笫一届慈宗青年丈化节书画展”。

咖鲫槲⑾
o

得
经
V

获
究
元

年
研
万

一号
罕

(

近
科
费

o

咖柳咖猢

陆书楷
共

`
作

评
创

批
与

法
莘

书
临

`
草

莘
章

临

`卿姗剃

经
丰

"

导
设
V

指
业
次

年
毕
人

三
科
<

近
本
计

6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 (万元)

52

实
上

学
以

教
元

的
千

业
Λ

专
量

)

该
数

于
备

用
设

可
验 268 (台 /件 )

开办经费及来源

款
设

j
学

’

用
建
费

’用

专
的
经
来
费

入
面
备
未
设

投
方
设
计
建

院
等
的
预
用

学
业
应

°专

·创
相
等
应

足
新
入
训
相

充
创
投
培
报

φ

费
生
并
资
申
设

经
学
室
师
业
建

设
及
教

`
专

业

建
以
裱
设
本
告

’入
装
建
障
新

下
引
与
件
保
樘

持
程
萃
条

’女

支
课
临
践
设
用

力
新
法
实
建
蒂

大

`
书

`
校

入

的
设
用
设
高
投

校
建
专
建

平
证

学
伍
有
程
水
倮

在
队
设
课
高

·

业
资
院
的
流
夸

专
师
学
应

一
配

本
法

’相
方
行

生均年教学 日常运行支
出 (元 )

6700

等
个
议

Λ
协

地
作

基
合

学
传

)

教
上

践
请

实

Λ

7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装
教
中

有
萃
践

还
临
实

’法
学

件
书
教

⒛
的
法

板
应
书

毡
相
于

毛
了
用

用
备
应

专
配
部

制
并
全

定

,
以

’器
可

件
仪

’
·

⒛
的
料
旒

桌
学
资
设

画
教
书
件

书
法
图
软

用
书
关
和

专
于
相
件

的
用
法
硬

业
门
书
善

专
专
册
完

法
等

⑾
步

书
墨

拢

一

于
磨
约
进

用

`
有

将

有
制
拥
还

共
复
另
柬

院
`
’

未

学
裱
室

·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壁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 (干元 )

书画装裱机 / 20】 8玄亭

书法临驻仪器 / 20I8年

松下投影仪 / 2013年

作品拍摄照相机 贞1屈眨D810 l 20⒗ 年

拍摄作品镜头 PC-E 24mn f/3 5 2016年

录制摄像机 sONΥ  AIC 2019年

专用 书画桌 70艹 120 80 20I5‘亭

高仿碑帖复制品 / 60 2019年 100

定制毛毡板 200中 200 80 2019年

自动磨墨机 墨运堂ΚT N 40 201θ
'手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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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是  口否

理由:

20⒛年7月 13日 下午,在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⒛5会议室,通过网络会议的形武

召开了书法专业申报专家认证会,专家组听取了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申报工作组的认证

报告书,审议了申报专业材料,最后形成意见如下 :

1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类专业具有较为悠久的办学历史和相当的办学

实力。其中国书画实践与理论研究团队结构完整,梯队完善,能够较好地满足新增书

法专业的需求。

2,拟新增的书法专业与原有的中国画、美术学师范专业具有较大的区分度,设置

书法专业不会产生相关专业同质发展的问题。

3新增专业的基础较好,理由充分,能够进—
步激活师资队伍的建设水平,满足

社会需求,发挥学科潜力,扩大学术影响。

4.拟新增专业的课程体系完善,设计精良,能够切实承担招生和人才培养的任务。

建议进—
步利用师范大学的优势,突出办学特色。

5.社会对书法专业的毕业生需求较大,新增此专业后,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存在漕

在的隐患,能够优化美术学类专业的整体就业情况。

综合上述意见,认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新增书法专业的规划具有充分可行

性。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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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是  □否

实践条件 回是  □否

经费保障 田是  □否

专家签字:

}锘
 彳J旦Ξ;互衤韩蒯 丝扣矾

⒈
 虍 艿吲⒉

  {饣彡’彡亏饧争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