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水学院《中国青瓷艺术》微专业

 项目背景

历史经典产业，作为承载悠久历史传承、汇聚民众智慧结晶与深植文化底蕴

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关键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时曾明确指出“龙泉青瓷是文化瑰宝，一定要好好保护和传承”；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再次强调浙江应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和国家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历史经典产业、

振兴传统工艺的系列指导思想与具体举措，为本微专业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并赋予了教学改革深远的实践价值。

丽水学院秉承“化区域资源为教学资源，紧密对接行业及产业需求”的办学

理念，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龙泉青瓷文化资源，于 2016 年 5 月成立了中国青瓷

学院。在青瓷人才培养上取得显著成效，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在新文科

背景下，学院加大高层次复合型青瓷人才培育力度，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与龙泉

地方政府、企业、协会、高校等多元合作，建立“五位一体”人才培养新模式；

由丽水学院牵头，联手中国美术学院、成都师范学院等高校，并聘请国家和省级

工艺美术大师为兼职教授，打造高层次师资团队；在传统青瓷手工艺基础上融入

多学科知识，力求全面实施传统工艺振兴发展战略。

 培养目标

1.守护非遗瑰宝，传承中华青瓷文化

2.掌握传统工艺，创新青瓷现代设计

3.强化交叉融合，青瓷创作多元发展

4.实战导向培育，满足青瓷产业需求

 项目特色

1. “学科交叉、艺技融合”的人才培养理念

2. “三课联动、双师同堂”的专业教学路径

3. “多元协同、五位一体”的实践育人机制



 课程安排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在线视频

（分钟数）
开设学期

中国青瓷艺术鉴赏 32 2 480 1

青瓷刻花装饰 16 1 240 1

青瓷器皿设计 16 1 240 1

中国陶瓷史 32 2 480 2

手工艺术创作方法研究 16 1 240 2

陶艺 34 2 480 2

 课程内容介绍

1. 中国青瓷艺术鉴赏

课程紧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经典遗产，从发展史、工艺史、文化史

等角度讲述青瓷理论与实践知识，并结合一系列经典青瓷作品放在相应的历史背

景中进行图说，使历史轨迹与作品生成有机融合、相互架构，让学生在历史与社

会、文化与民生的环境变化中，掌握中国青瓷工艺技术与创作艺术不断更迭的由

来。同时还增设青瓷的产业结构、艺术价值、文化影响等方面的教学内容，激发

起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乃至文化担当与文化使命。课程共建 54个教学

视频，配有知识图谱和新形态教材。

2. 青瓷刻花装饰

课程专注于中国传统陶瓷装饰艺术的探索与实践，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并掌

握刻花装饰技法，激发创新思维，创作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气息的作品。通过

深入学习各窑口的刻花装饰艺术特征，让学生掌握技术要领，学会根据不同作品

特点选择合适的刻花装饰手法，尤其注重阴刻和阳刻两种基本技法的熟练掌握与

应用。同时，课程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此外，

本课程还致力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体会陶瓷艺术的魅力，珍视并传承这一传

统技艺。



3.青瓷器皿设计

课程引领学子探索青瓷器皿的悠久历史与丰富内涵，通过融合知识解读、经

典案例、技法传授、作品鉴赏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创新融合，激发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培育其设计灵感与创作才能。在此过程中，学生将上手

劳作，感受经典，体验匠人精神与文化传承的力量，并在掌握传统技艺的基础上

创新发展，设计出既符合现代审美又富含深厚文化底蕴的作品，共同续写青瓷器

皿跨越千年的璀璨篇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4. 中国陶瓷史

课程是一门聚焦于中国陶瓷艺术的学科基础课程，旨在为陶瓷艺术爱好者的

学生提供专业历史视角。本课程围绕中国陶瓷的起源、发展、技术演进及文化艺

术成就展开，深入探讨其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地位。课程

内容跨越原始社会至近代社会，详细解析各历史时期陶瓷的风格变迁、制作工艺、

装饰艺术及社会功能。《中国陶瓷史》不仅是对过往艺术成就的回顾，也是启发

创新思维、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桥梁，为学生在陶瓷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及

学术研究等领域奠定坚实基础。

5.手工艺术创作方法研究

课程注重对手工艺术创作研究经典案例的解读，以个案剖析导引创作思维训

练，构建系统的、符合认知规律和创作逻辑的思想路线图，并通过手工艺术创作

方法的分类比较研究，挖掘手工艺术创作的人文价值，总结手工艺术创作的思想

理论。教程从定义与界定、思维与路径、教学与传授、观看与研读等角度展开分

析，构筑手工艺术创作研究的学术基础，搭建手工艺术创作研究在当代文化语境

下的理论模块。

6.陶艺

课程专注于传统陶艺文化传承与现代陶艺技能发展的融合，通过系统讲解陶

瓷艺术理论，使学生深刻理解传统陶瓷文化的精髓与现代艺术的多样性，提升其

陶瓷艺术鉴赏能力和人文素养；课程通过陶艺技法演示与实践，让学生熟悉陶瓷

工艺特征并熟练掌握制作技能，课程的一大特色在于将每种陶艺技法与具体产品

类型相匹配，结合市场需求，引导学生运用最合适的技能设计与制作文创产品。



 微专业总策划

季忠苑，丽水学院教授，丽水学院党委委员、统战部部长、教务处处长。主

要研究方向为青瓷文化研究和推广，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8

项，发表专著 2部。负责全国高校中华优秀传统青瓷文化传承基地，主编《龙泉

青瓷艺术赏析》获浙江省第一批新形态教材建设项目，负责国家一流课程《中国

青瓷艺术鉴赏》，省级一流课程《龙泉青瓷艺术赏析》等课程。主持“艺技融合、

三课联动、多元协同——青瓷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实践”获得了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微专业学术指导

周武，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文化

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美术学院龙泉研究院院长，手工艺术学院原院长、

公共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获国家教

学成果一等奖、省教学成果一等、二等奖。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会员、

中国美协工艺美术艺委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陶瓷分会副会长。

 微专业负责人

周莉，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获浙江省高校领

军青年人才、浙江省美术青年培养新峰计划人才、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优秀指导

教师、中国美术报网百杰优秀青年艺术家、丽水市人民政府“瓯江文化奖”突出

成就提名奖、丽水市优秀共产党员、丽水市优秀教师等荣誉。主持国家艺术基金

青年创作项目、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省级社科普及青瓷基地等。陶艺作品获第十

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进京奖、第十四届浙江省美术作品展铜奖、第十一届中国陶

瓷艺术大展金奖、首届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双年展评委特别奖、国际青瓷艺术双年

展最佳艺术创新奖、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创作金奖等。



 教师团队：

1. 中国青瓷艺术鉴赏

季忠苑，丽水学院教授，丽水学院党委委员、统战部

部长、教务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青瓷文化研究和

推广，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目 2项，省级项目 8项，

发表专著 2部。负责全国高校中华优秀传统青瓷文化

传承基地，主编《龙泉青瓷艺术赏析》获浙江省第一

批新形态教材建设项目，负责国家一流课程《中国青

瓷艺术鉴赏》，省级一流课程《龙泉青瓷艺术赏析》

等课程。主持“艺技融合、三课联动、多元协同——

青瓷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实践”获得了国

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王卉，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讲师，中国美术学院研

究生，专业方向为当代中国陶艺创作及其理论研究。

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2018年作品参加亚洲当代陶艺展；2018年作品

《止水》参加第十一届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

展；2018 年作品《止水》系列参加第十一届全国陶

瓷艺术大展并获银奖；2019年获丽水学院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一等奖。

2. 青瓷刻花装饰

竺娜亚，丽水学院教授、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丽水学院教授，浙江省龙泉青

瓷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省宣传文化系

统“五个一批”领军人才，浙江省“三八”红旗

手，浙江省劳动模范，从事龙泉青瓷创作及理论

研究，推进实践教学及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获

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获得 12 个国家级及省

级金奖，作品《透青》入选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

2件作品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及中国工艺美术馆，7
件作品被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作品在国内外具有

极高的影响力，在重要的国事活动中发挥作用，

《大吉象耳瓶》通过竞赛入选 G20峰会随手礼，

设计制作的《邀月套盏》作为彭丽媛接待 G20
峰会 20国夫人团下午茶的茶器。



吴明轩，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讲师，陶瓷艺术

设计专业教研室主任，韩国檀国大学博士，韩国

陶瓷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理论与实践

研究。主持和参与市重点项目 1项，省重大研发

项目 1项，横向课题 4项。举办 2次陶瓷个人展，

参与多次国际陶瓷展览。

3. 青瓷器皿设计

周莉，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副教授， 中国美术

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理论与实践研究。

获浙江省高校领军青年人才、浙江省美术青年培

养新峰计划人才、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优秀指导

教师、中国美术报网百杰优秀青年艺术家、丽水

市人民政府“瓯江文化奖”突出成就提名奖、丽水

市优秀教师、丽水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陶艺

作品获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进京奖、第十四

届浙江省美术作品展铜奖、第十一届中国陶瓷艺

术大展金奖、首届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双年展评委

特别奖等。主持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项目、省

级社科普及基地、省级一流课程，获国家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陈小俊，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副教授，中国美

术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理论与实践研

究。参与《龙泉青瓷工艺》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获浙江省首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并认定，省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作品参加全国美展、中

国当代陶瓷艺术大展、亚洲当代陶艺交流展、中

国当代青年陶艺双年展、浙江省美展、全国陶瓷

艺术与设计创新评比等。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目

2项，省级 4项；发表相关论文 5篇。



4. 中国陶瓷史

蓝岚，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副教授，浙江

大学文艺学博士。任教以来主要从事民族民

间文化艺术研究，负责中国工艺美术史、中

国陶瓷史、中外美术史等史论类课程的讲授

与课程建设。曾在《美术观察》、《文化艺

术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等各类专业学

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研究成果曾获丽水市

社会科学年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出版专著

一部，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

项，主持浙江省本科一流线下课程《中国陶

瓷史》。2017年获浙江大学陆氏基金资助赴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学；2019年
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美

术史系访学。

孙翰颖，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讲师，中国

传媒大学博士，研究方向视听艺术与科学，

致力于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在国家级出

版社公费出版著作《从零开始学中国画-写意

牡丹》，入选《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

录（文化类）》，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十余

篇，绘画作品多次入选省级展览；主持教育

部课题一项；参与日本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

办“写意立体牡丹画派展”，积极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国政府在日本官方刊物《人民

中国》及当地多家媒体进行宣传报道，画展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5.手工艺术创作方法研究

周武，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美术学院龙泉研究院院长，手工艺术学院原院

长、公共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省教学成果一等、二

等奖。

彭倩 ，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

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导，

传统热成型手工技艺与数字化设计文化和旅游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助理。主要从事当代陶瓷艺术、手工

艺术实践与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相关

研究。



6.陶艺

郑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成都师范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对于中国陶瓷、

金工传统工艺的研究与当代创作实践方面的探索。

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第十三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等，获第九届全国陶

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金奖、第四届中国西部陶艺双

年展特等奖等。论文、作品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等刊物。

 教学方式：

在线自主学习

 学习周期

 录取后，即可开始学习，自行完成各课程线上自主学习部分。 按照每门课

程线上教学时间安排，参加线上学习。

 以入班时间为起始，12个月内完成所有课程修读、并完成线上考试。

 修读证书

 通过全课程模块的学习，并完成课程考核、成绩合格的学生，被授予丽水学

院颁发的《中国青瓷艺术》微专业修读合格证书。

 每门课程考核通过可获得智慧树网的电子合格证书。

 学费标准

评估录用后免费学习。

 开课单位简介

中国青瓷学院于 2016年 5 月 25 日成立，前身为丽水学院艺术学院。学院现

有教职工 75 人，其中专任教师 60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21 人，浙江省宣传文

化系统“五个一批”领军人才 1人，浙江省高校领军青年人才 1 人，浙江省工艺

美术大师 1人，丽水市绿谷精英创新引领人才 1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8人。



学院现有美术系和设计系。下设美术学（师范）、摄影、视觉传达设计、环

境设计、陶瓷艺术设计五个本科专业。拥有一个丽水市重点学科——设计学，教

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中国青瓷传承基地，浙江省

“2011 计划”重点项目——龙泉青瓷协同创新中心。建有美术与设计实训中心

和龙泉青瓷教学与学生创业基地，大学生校内创新实践基地艺术设计工场，校外

教学研究基地龙泉君德瓷厂、古窑瓷厂、青瓷小镇等，校外写生基地古堰画乡在

水一方艺术村、沿坑岭头、岩下石头村等。

学院以学校总体办学目标为指引，以提升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

能力为主旨，深度对接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生态发展，积极推动设计学和美

术学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和设计绘画类专业群，坚持走“立足丽水、

面向山区、服务社会”的特色办学之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为目标，挖掘区域资源优势，使之成为具有深厚人文艺术素养和设计创新能力

的专业技术人才成长的理想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