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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简 介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是山西省历史最悠久、专

业方向最齐全、办学层次最完善的美术高等教育

单位。六十多年的办学历程形成了“笔墨随时代、

艺术传精神”的文化传统、“融会中西艺术精华、

弘扬三晋文化特色”的学术定位和“含英咀华、

开拓创新”的优良学风。山西大学美术学院依托

山西大学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

势，适应山西文化强省战略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发展需要，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与文化个性的

专业人才，成为我省培养高层次艺术人才的重要

基地，为地方文化繁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人 才 培 养

我学院现拥有艺术学理论博士点、艺术学

理论硕士点以及美术、艺术设计 2 个艺术硕士

（MFA）专业学位点。学院下设美术学、绘画（国

家级一流专业）（含国画、油画、版画、实验艺

术方向）、书法学、雕塑、环境设计（国家一流

专业）（含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公共艺术方向）、

视觉传达设计（国家级一流专业）、数字媒体艺

术 7 个专业；4 个研究所（艺术学研究所、设计

艺术研究所、书法艺术研究所、风景科学研究所）

以及 9 个社会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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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介 绍

 设计学类

视觉传达设计 / 环境设计 / 数字媒体艺术

培养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科学的理性精神、

领先的审美判断、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

设计思维、表达、沟通和管理技能，能从事设计

研发、推动专业发展、承担设计教育，具备自主

创业能力，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主要课程

视觉传达设计方法（图形与文字、排版与版式、

印刷与制作）、视觉传达设计创意（象征与符号、

装饰与图案、图形与影像）、视觉传达设计应用（出

版与包装、展示与陈设、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

视觉传达设计传播（标志与色彩、品牌与形象、

传播与策划）等。专业就业方向有艺术院校、设

计机构、文化管理机构、广告设计公司及设计院等。

环境设计专业主要课程 

建筑与景观设计、空间与环境设计、环境设

计技术与方法（设计表现技法、人机工程学、设

计制图、模型制作、照明技术）、环境与社会（数

字化环境及数字建筑、建筑设计及工程软件）等。

专业就业方向有艺术院校、环境设计管理机构、

室内设计公司及城市规划设计院等单位。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主要课程

数字媒体艺术基本原理模块（包括影视基本

创作原理、故事创作、导演基础、设计基础、网

络原理与应用、交互设计原理等）；影视特效创

作模块（包括非线性剪辑、三维动画、数字合成、

影视特效、动态图形设计、数字声音处理等）；

交互设计模块（包括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多媒体

信息处理与技术基础、信息可视化设计）；创新

创业技能模块等。专业就业方向有传播媒体领域、

专业设计机构、企业、传播机构、院校、研究单位。

 美术学类

美术学 / 绘画 / 雕塑

以美术为对象、集创作与研究为一体的人文

学科，包含了造型、艺术、美术史论和跨媒体艺

术等领域，是艺术学的支柱学科之一，形成多层

次、多分支的学科专业体系，注重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美术学类专业培养具备艺术

创作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当代文化艺术研究、

创造与传播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美术学专业主要课程

艺术学理论、中国美术通史、外国美术通史、

中外国近现代艺术思潮、艺术概论、美学概论、

美术评论与写作、博物馆学概论、艺术管理学。

专业就业方向有美术教育机构、研究所、文化艺

术公司、新闻出版、博物馆、美术馆等单位。   

绘画专业主要课程

中外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概论、造型基

础、透视、解剖、各专业方向课及专业创作等。

专业就业方向有艺术院校、文化管理机构、出版社、

创作部门、策展策划等单位。

雕塑专业主要课程

泥塑、形态生成研究、综合材料表现、雕塑

与公共空间、传统雕塑语言、线造型、文物修复

技术、金属锻造、木雕、石雕、城市雕塑工程、

城市雕塑设计等。专业就业方向有艺术院校、文

化管理机构、创作部门、城市规划设计院等单位。

 书法学专业

以书法为对象，以“重基础、重传统、重人文、

重交叉、重特色、重创新”为建设目标，秉承“以

学带术，艺学双修”的建设理念，依托山西大学

强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底蕴，培养热爱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系统地掌握书法专业理论知识，掌握书

法艺术训练的基本方法，富有创新精神，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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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中国书法鉴赏能力以及较强的书法创作能力，

能立足书法理论研究的前沿进行学术研究的高级

专门人才。

书法学专业主要课程

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临摹与创作、

篆刻技法、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理论、文字学等。

专业就业方向有教育部门、行政部门、编辑出版

部门、文博部门、管理部门等企事业从事书法艺

术研究、创作、教学、编辑、管理等方面工作。。

毕业去向

近年来，学院报送和考取研究生势态良好，

2021 届本科毕业生中保送校内外硕士研究生 18

人，考研率达 19.55% 左右，其中半数以上考入

重点院校或赴国外继续深造。美术类和设计类的

本科毕业生就业途径较广，2021 届本科毕业生

一次性就业率达到 82.12% 以上，自主创业约占

到 60.33%，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院 友 风 采

● 米家山

1975 级校友，峨眉电影厂，导演。

● 张铁锁

1977 级校友，山西省史志院，原院长。

● 刘建平

1977 级校友，中国油画院，教授。

● 邢晨声

1978 级校友，国家健康产业规划设计研究

院，院长。

● 王学辉

1979 级校友，山西省书画院，原院长，山

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 周建宏

1982 级校友，海南师范大学，原副院长、

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 皮　三（王波）

1996 级校友，北京互象动画有限公司艺术

总监，新媒体艺术家。

● 傅昌瑞

2002 级校友，MAD 建筑事务所副合伙人。

● 李　玲

2002 级校友，北京昱盛宏方景观建筑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总裁，贵州小城故事商旅公司联合

创始人。

学 院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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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师 寄 语

“欢迎有志青年的倾情选择，在山西大学美

术学院，你会赢得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让我们

共同携手、创造未来！”

“人们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五千年文明的

长河里有一颗最璀璨的明珠‘山西古典雕塑’。

里尔克曾在‘罗丹论’中提出，雕塑是物，如果

我们定义雕塑是具有精神意义的‘物’，那么雕

塑家就是造物主！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承前启

后成为新时代的造物主。”

“科学和艺术是同步发展的，不同的时代需

要有不同的艺术发展观。环境艺术是一门实用性

很强的艺术设计学科，同样也要有发展观，新的

需求，新的技术，新的材料等等是决定我们设计

是否能引领生活的根本。”

“珍惜青春可贵的光阴。请肆意飞扬你的激

情。在这里，加深你对绘画语言的理解，体味绘

画艺术的绝赞精美。在风华正茂的年华，我们陪

你一起成长。”

“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

之徐生。从汲取到消化，再从实践到思考，构建

螺旋式上升的学习生态。”

“学艺之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

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步入大学，惟有

集众家之所长，才能将自身应世观物的态度通过

创造力升华为艺术哲思。”

“新时代，新气息，新视域。在山西大学，

你将以新的艺术感悟及艺术思维投射为新的艺术

形态，通过学习培养美学思想、气质修养，以新

的艺术维度、新的观念承载及价值追求，成为有

所作为的艺术与设计创新实践者。”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授、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版画系讲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维东

张卫东

王怀宇

郭　菲

王永生

冯任军

王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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