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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公共任选课信息一览表》

序

号

课

程

类

型

课

程

名

称

课

时

学

分

周

课

时

考

核

方

式

面向

专业

面向

年级

限

选

人

数

开课

单位

任课教

师
教师简介 课程简介

自备

材料

1. 2

美

学

与

艺

术

扬

琴

演

奏

24 1.5 3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40

音乐

学院
胡曦雯

青年扬琴演奏家、安徽艺术学院扬琴讲

师、教坛新秀、亚洲扬琴协会理事、世界

扬琴协会会员、安徽省民族管弦乐学会扬

琴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社会考级考官，弦语如曦扬琴乐团艺

术总监。

扬琴是中国传统乐器之一，也是唯一

一件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乐器，表

演形式有独奏、合奏和伴奏，在民族

乐队中是不可或缺的乐器。本课程将

从扬琴的理论知识和基础实践入手，

掌握扬琴的基本演奏方法，提升艺术

审美。

琴竹

2. 3

美

学

与

艺

术

大

提

琴

演

奏

24 1.5 3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40

音乐

学院
汪伊珺

安徽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大提琴教师，副教

授，音乐教育学博士。管弦教研室主任。

安徽省青少年儿童音乐学会弦乐专业委

员会常务副会长，上海音乐家协会大提琴

专委会会员，安徽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大提琴声音柔美，其音域宽广，音色

热烈，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

力，是弦乐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大

提琴即可用于独奏，又可用于合奏。

因其独特的低沉而略带忧伤的音色而

受到众多音乐家的钟爱,在乐团中拥

有广泛的应用。

防滑

垫

3.

美

学

与

艺

术

红

歌

欣

赏

与

演

唱

16 1 2
考

查

全校

各专

业

2022

级
40

音乐

学院
黄凤霞

硕士，副教授，安徽省政协委员，民进安

徽艺术学院支部主委，中国音乐家协会会

员、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主持省教育厅重大科研和省级质量工程

项目各1项；安徽艺术学院教学名师称号；

参与国家级和省级教科研项目 6项。

本课程主要是围绕红色歌曲欣赏，展

开对红色文化的学习与探索，通过演

唱，体会歌曲的情感与精神内涵，从

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培

养爱国情怀。

无

4. 4

美

学

与

艺

术

小

提

琴

演

奏

24 1.5 3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40

音乐

学院
杨阳冰

安徽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小提琴讲师，波兰

格但斯克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硕士，合肥

爱乐乐团首席，安徽省音协考级评委，安

徽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课程从对乐器构造的了解，对五线谱

的认知，到如何演奏简单的乐曲，在

潜移默化中使学生理解和表现音乐，

进而促进综合素养的提高，通过学习

小提琴启发对于音乐艺术的欣赏。

小提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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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美

学

与

艺

术

形

体
24 1.5 2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30

舞蹈

学院
张钰浩

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参与

录制《中国昆舞本科教材》、《中国昆舞

少儿教材》；国家艺术基金“昆舞创作表

演人才培养”项目获结业证书；全国美育

成果展演剧目《笔墨》获表演二等奖。

形体训练是融体操、舞蹈、音乐于一

体，以“美”为特征的身体练习。通

过合理的、科学的身体练习，达到增

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用肢体语言

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形体训练课程

的设置，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学

生能系统的学习和掌握形体训练的基

础理论和训练方法，让身体充分享受

自由、舒缓、伸屈的动作，修塑高贵、

纤美的身体形态，提高体育文化素养

和审美情趣。

练功

服、舞

鞋

6. 6

美

学

与

艺

术

现

代

舞

24 1.5 2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30

舞蹈

学院
张楠

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舞

蹈编导专业，硕士毕业于英国奇切斯特大

学，编舞与专业实践方向。主要负责舞蹈

学院舞蹈编导与现代舞等课程。

现代舞，是 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一

种与古典芭蕾相对立的舞蹈派别。其

主要美学观点是反对古典芭蕾的因循

守旧、脱离现实生活和单纯追求技巧

的形式主义倾向。本课程以现代舞基

础训练为辅助练习，配合即兴与舞蹈

片段的配合练习，尝试去探索发现身

体更多的可能性。

7. 7

美

学

与

艺

术

舞

蹈

剧

目

24 1.5 2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30

舞蹈

学院
陈萌

讲师，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安徽省舞蹈

家协会会员。山东大学（威海）音乐与舞

蹈学—中国舞表演与教育方向硕士研究

生，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院访学生，韩国

国民大学舞蹈学—现代舞方向博士。

舞蹈剧目是对舞蹈理论、舞蹈表演、

舞蹈基本功等多项舞蹈科目的集中体

现，旨在培养学生综合、全面发展的

表演能力和创造能力。本课程通过学

习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

等剧目片段，锻炼学生模仿、塑造及

二度创作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对舞蹈

剧目进行个人的情感表达。

桃李

杯、荷

花杯

舞蹈

视频

资料

8. 8

美

学

与

艺

术

创

意

舞

蹈

24 1.5 2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30

舞蹈

学院
李彬

讲师，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博

士；硕士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本科毕业

于上海戏剧学院。曾在杭州师范大学授课

舞蹈公共课：《创意舞蹈》、《舞蹈鉴赏》

舞蹈专业课：《舞蹈编导》、《芭蕾基训》；

本课程旨在通过舞蹈作品的创编，使

学生们对于舞蹈艺术能够有一个切身

的体会与认知。作品以小组为单位，

以群舞为形式，舞种不限，主题积极、

乐观、向上。在排练过程中，调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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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市厅级课题两项，在 AHCI 收入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创编作品获得过省大

学生艺术节一等奖。

身心，训练其机能、发挥其想象，增

强学生们的艺术表现力和团队合作精

神；培养他们对于舞蹈艺术的兴趣，

尤其是锻炼其形象思维能力与审美能

力、增强学生们的艺术修养与人文情

怀。作品属原创性质，由师生共同完

成，教学方法为引导启发为主。

9. 9

语

言

与

文

化

新

媒

体

文

化

24 1.5 3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50

传媒

学院
何梦婷 传媒学院新闻学专业教师。

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

兴媒介技术的发展，正在重构我们的

生活方式。当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和形

式是新媒体文化，而要了解和认识当

代文化，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新媒体

生活，掌握和学习“新媒体文化”便

成为一门绕不开的“必修课”。

无

10. 1

0

语

言

与

文

化

新

媒

体

写

作

32 2 2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40

传媒

学院
王莉

新媒体专业副教授、省级教坛新秀；曾教

授《新媒体实务》、《新闻写作》、《全

媒体写作》、《网络与新媒体概论》等相

关课程；教学曾获国家级、省级、院级一

等奖

本课程是适应基于移动互联网出现的

新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特征所开设的课

程，主要培养学生新媒体写作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技巧，提升新媒体平台的

写作能力，加深对新媒体发展规律的

认知。

11. 1

1

美

学

与

艺

术

分

镜

头

设

计

32 2 2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40

✖2

传媒

学院
钱振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专业教师，本硕毕

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影视动画系影视摄影

专业，博士毕业于韩国清州大学电影理论

与实践方向。2020 年省级教学新秀，曾连

续三年教学考核优秀。

本课程是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专业

课程，在学生具备一定美术功底的前

提下，将美术与影视相结合，主要学

习分镜头设计（故事板绘制）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具有时间和空间运动特性

的动态影像的镜头画面造型设计规律

与技巧，学会创作分镜头脚本，为影

视作品创作奠定坚实基础。

速写

本及

画笔

12. 1

2

美

学

与

经

典

影

24 1.5 4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40

传媒

学院
汪瑜

2007 年毕业于北师大电影学专业，曾教授

《艺术概论》《广告学》《广播电视节目

赏析》等相关课程。

本课程向同学们介绍中外电影发展历

史，以及优秀电影艺术家和代表性作

品，梳理出中外电影历史的发展脉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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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片

赏

析

和优秀的艺术传统。赏析经典的电影

作品，理解电影创作规律，提高审美

趣味。

13. 1

3

美

学

与

艺

术

篆

刻

基

础

24 1.5 4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30

美术

学院
郭刚举

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专

业——书法方向（师从汪军先生）硕士学

位，中国国家画院曾翔书法工作室——书

法高研班。国家二级美术师，安徽艺术学

院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篆刻的艺术生命植根于书法，又独成

一类，二者相互滋养。篆刻与书法、

绘画鼎立，也成为兼具实用与欣赏的

艺术。本课程将对篆刻艺术进行系统

讲解与实际演示操作。旨在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艺术创造力。

14. 1

4

美

学

与

艺

术

中

国

古

代

绘

画

名

作

鉴

赏

16 1 2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60

✖2

美术

学院
黄永飞

副教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长期从事美术史及美术考古研究工作。

通过细读和欣赏中国古代经典传世绘

画作品，达到提高学生审美鉴赏能力、

能对经典作品进行专业鉴赏；拓展学

生的艺术思维，培养艺术创新能力；

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

自信。

15. 1

5

美

学

与

艺

术

艺

术

治

疗

24 1.5 6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40

美术

学院
韩丽丽

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油画专业硕士研究

生；中央美术学院访问学者。

艺术治疗作为极具跨学科属性的专业

领域，融合了艺术学、心理学、认知

与神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创造

力研究和康复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与行

动策略，兼具学术性与应用性。从艺

术的角度来看，艺术治疗为普遍性心

理问题(如焦虑症、抑郁症、阿尔兹海

默症等)提供评估与干预策略;艺术治

疗还具有增强社群凝聚力、提升社会

福祉和深化教育的功能。



5

16. 1

6

语

言

与

文

化

家

国

情

怀

与

古

典

诗

词

观

16 1 4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60

美术

学院
张典友

书法博士，古典文献学博士后，博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书法、文体方面的教学科研

工作，曾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等。

家国情怀是大学生应具有的社会责任

和人文追求，体现了对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的情感，以及对国家的高度认

同感、归属感、及使命感。家国情怀

是历代古典诗词歌咏和追求的永恒主

题。古典诗词充当了家国意识的建构

与导向，成为凝聚家庭与家族精神、

国家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大学生

应该掌握古典诗词的鉴赏方法与格律

写作，厚植家国情怀，报效家国。

喻守

真.唐

诗三

百首

详析

17. 1

7

科

学

与

技

术

电

子

竞

技

与

网

络

运

营

24 1.5 4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40

设计

学院
孙鑫

艺术设计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

平面设计、影视广告、漆画，擅长创意设

计。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多项省

级项目。

课程系统阐述国内外电竞赛事的发

展，介绍赛事运营要素，分析典型赛

事运营的案例等，使学生掌握具体电

竞赛事运营的策划等工作。

18. 1

8

美

学

与

艺

术

中

国

绘

画

作

品

赏

析

24 1.5 4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60

✖4

设计

学院
何亦邨

艺术学理论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

统文化、非遗保护、艺术文献等。撰写学

术著作 1本，参编教材 2本，发表学术论

文 30 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

项目2项，主持安徽省省级科研项目1项。

课程以历朝历代中国绘画作品为授课

线索，旨在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中国

绘画作品赏析能力，对于提升学生审

美素养，巩固专业思维，全面提高学

生的艺术修养，拓展文化视野。

19. 1

9

美

学

与

艺

术

虚

拟

现

实

技

24 1.5 4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30

设计

学院
陈娟

副教授，同济大学访问学者，环境设计教

研室主任，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

目 10 余项；发表论文多篇；指导赛事获

奖 30 余项；主编规划教材两本；获得安

徽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立项、省教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课程通过 Unity3d、

3dmax 等软件平台进行辅助实现，让学

生得以用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表现创

造数字化世界。

笔记

本电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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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应

用

学成果三等奖等荣誉。

20. 2

0

美

学

与

艺

术

陶

艺
24 1.5 4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20

✖2

设计

学院
沈平

讲师，籍贯江苏淮安，鲁迅美术学院硕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纤维艺术、新民族图案

研究、工艺美术、设计学。发表学术论文

多篇，主持省级大创项目多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

悠久的陶瓷文化历史，对陶瓷艺术产

生浓厚学习兴趣。学生通过简单的陶

瓷艺术品的制作，对陶瓷制作流程有

充分的了解。

陶土、

陶艺

小工

具

21. 2

1

经

济

与

社

会

学

点

逻

辑

24 1.5 3
考

查

所有

专业

2022

级
60

公共

教学

部

樊嘉禄

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二级教授，

安徽省第三批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安徽省

政府特殊津贴奖获得者，曾讲授自然辩证

法、普通逻辑等多门课程。作为主编出版

过《普通逻辑简明教程》等 2种教材和 5

部专著、1 部译著，发表过多篇与逻辑学

相关的学术论文。

逻辑思维能力是素质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面向大学生开设普通逻辑课程，

有助于提高学生思维的条理性、思辨

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无

22. 2

2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

心

理

学

24 1.5 3
考

查

所有

专业

2022

级
60

公共

教学

部

柳友荣

教育学博士，二级教授，南京大学、安徽

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安

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安徽省高校“教

学名师”、安徽省模范教师。兼任中国高

教学会劳动教育专委会副理事长、高等教

育管理专委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

现代大学制度、应用型高等教育、劳动教

育等。

本课程意在通过教学使学生从生命全

程的角度全面、系统地掌握个体心理

发生、发展的规律及毕生心理发展的

年龄特征，深入地理解关于个体心理

发展的动因、年龄阶段性、普遍性与

特殊性等基本理论问题，使他们了解

个体各种心理能力随着年龄增长，均

不同程度地呈现适应性发展的趋势，

从而树立起关于生命全程的辩证发展

观，全面了解个体发展的纵向图景。

23. 2

3

语

言

与

文

化

申

论

写

作

24 1.5 2
考

查

所有

专业

2022

级

40

✖2

公共

教学

部

李卫国

中文本科，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

学和文艺美学，先后承担大学语文、应用

文写作、新闻评论、新闻采访与写作等课

程，主持省级教科研项目 5项；参与国家

社科基金、省级教科研项目 10 项；获得

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参

与）；发表各类论文 10 余篇。

申论是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考等

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申论者更容易

上岸”，可见申论的重要性和难掌握

性。本课程以普及化教学为主，帮助

其快速提升材料理解能力和公文写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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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

4

美

学

与

艺

术

啦

啦

操

高

水

平

班

24 1.5 4
考

查

所有

专业

2022

级

40

✖2

公共

教学

部

徐丽

体育训练学副教授，啦啦操国家级裁判

员，国家一级教练员，国家级银牌导师，

国家健美操一级教练员，裁判员，多次指

导学生参加全省及全国啦啦操比赛获得

一等奖 11 个，二等奖十余个。主持省人

文重点项目 1个，校级课题 3项目。

音乐啦啦操运动起源于美国，最初作

为美式足球比赛呐喊助威的活动，至

今已有 10多年的历史，目前已发展成

为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一项体育运

动。在口号的衬托下，借助标语、道

具等表达手段，以徒手或手持轻器械

的技巧动作或舞蹈动作为基本载体，

以团队表演为主要呈现形式，通过展

示各种具有强烈鼓动性、感染性的身

体动作，体现团队意识与集体主义精

神，反映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具有

竞技性、观赏性与表演性的一项体育

运动。

无

25. 2

5

经

济

与

社

会

犯

罪

与

刑

罚

24 1.5 3
考

查

所有

专业

2022

级

60

✖2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贺思源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

方向为生态法治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

先后承担《犯罪与刑法》《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法律与

生活》《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一门法

律类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具有较强

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本课程主要运用

刑法案例进行教学，重点讲授刑法概

述、犯罪构成、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犯罪形态、共同犯罪以及刑罚各项制

度，使学生初步掌握我国刑事立法的

主要内容和精神，认识到犯罪的危害

性，提高预防、识别和抵制犯罪的能

力。

无

26. 2

6

经

济

与

社

会

婚

姻

家

庭

继

承

法

24 1.5 3
考

查

所有

专业

2022

级

60

✖2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贺思源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

方向为生态法治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

先后承担《犯罪与刑法》《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法律与

生活》《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一门法

律类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课程内容

涵盖《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

承编”两大块，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是司法实践中应用非常广泛的部门法

之一。主要介绍结婚制度、离婚制度、

夫妻关系、收养关系、监护制度、法

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与遗赠扶养

协议、遗产的处理等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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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

7

经

济

与

社

会

当

代

中

国

法

律

与

社

会

24 1.5 2
考

查

所有

专业

2022

级

60

✖2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朱哲恒

副教授，2009 年同济大学法政学院法学硕

士毕业，2012 年同济大学法学博士毕业，

2017 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访问学者。

2019 年获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近年主

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

为适应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课

程围绕当代大学生身边常见法律问

题，以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和法治意

识为目的，引导学生运用法律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内容涵盖法的一般理论

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法律体系

与科学立法、法治政府与依法行政、

行政管理、证据制度、法治与社会以

及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基本的法律

问题。

无

28. 2

8

科

学

与

技

术

实

用

电

子

小

制

作

16 1 2
考

查

所有

专业

2022

级
40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韩大国
教授、省级教学名师、省级优秀教师，教

务处处长。

项目化教学，通过制作一个实用小电

路，教授学生简单电子电路知识和用

电常识。

万用

表

29. 2

9

美

学

与

艺

术

戏

剧

小

品

写

作

24 1.5 4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60

戏剧

学院
邹荣学

副教授，戏剧戏曲学硕士。毕业于云南艺

术学院。公开发表剧作 13 部（部分剧作

在校内外公演），论文 24 篇。获省教科

研奖 4项。省级人才及科研及质量工程项

目共 3项。参与省级﹑校级教科研项目 10

项。

本课程以提升学生戏剧小品写作的创

意、选材及写作能力为宗旨，要求学

生通过学习及有关训练建构戏剧小品

写作的基础理论储备，并具备一定的

戏剧小品剧本创作能力。

无

30. 3

0

美

学

与

艺

术

东

西

方

服

装

史

与

当

代

16 1 2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60

戏剧

学院
姜楠

北京服装学院硕士，服饰文化与设计专

业。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

服装，以及中国传统服装结构与传统文化

的关联。探究传统服装在“整一性”思维

与“十字型”结构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内涵。

通过东西方服装史的讲述，让学生们

领略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服

装呈现的差异性，感受文化在服装上

的烙印，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

在探究了东西方服装史的前提下，了

解当代服装设计的设计手法和表现形

式，领略当代服装的功能性与艺术性。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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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装

设

计

31. 3

1

美

学

与

艺

术

戏

曲

旦

角

身

段

体

验

课

16 1 4
考

查

非本

专业

学生

2022

级

35

人

（

女

生）

戏剧

学院
李丽娟

担任戏曲教研室身段课、戏曲声乐的教学

工作。并在 2022 年立项省级精品课程线

下课程《身段》和校级一流课程线下课程

《身段》。

身段课是戏曲行当“做功”表演艺术

中一门主要课程，是一门肢体语言训

练课程。其作用是练习身体四肢动作

的协调性，连贯性，表现力等外部技

巧的配合与运用及身体素质和精神气

质等内部技巧的训练。通过身段课训

练使学生不断领会和掌握戏曲“做功”

表演技巧，为塑造鲜明生动的舞台艺

术角色，准确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刻

画人物性格扎下牢固基础。

练功

鞋

32.

美

学

与

艺

术

音

乐

鉴

赏

16 1 4
考

查

非 本

专 业

学生

2022

级
30

公共

教学

部

孙 四

化、叶

士贤、

闫奇、

王玏

授课教师均为音乐学院专职教师。孙四

化，副教授，主讲课程：曲式分析、数字

音频与音效等；叶士贤，博士，主授课程：

钢琴；闫奇，博士，乐队指挥；王玏，讲

师，主讲课程：中国音乐史

本课程是一门以提升大学生人文艺术

素养、音乐鉴赏能力为目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以审美为基础，以音乐作品鉴

赏为核心，以中外优秀音乐作品鉴赏

为主体，以音乐鉴赏基本知识为铺垫，

透过各时代音乐的表现形式，鉴赏不

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等各音

乐体裁的作品，旨在提高学生感性和

理性认识相统一的审美素质。

33.

美

学

与

艺

术

戏

剧

艺

术

鉴

赏

16 1 4
考

查

非 本

专 业

学生

2022

级
50

公共

教学

部

张静、

蔡 正

兰、茆

建琳、

于松洁

张静，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田汉研

究会委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戏剧导演专

业委员会会员；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戏

剧与影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戏剧家

协会理事。

蔡正兰，安徽省首位播音主持专业教授，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级教学名师，国

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省朗诵艺术学会

副会长。

系统介绍戏剧、朗诵、戏曲、电影艺

术的基本知识及鉴赏技巧，并通过对

经典作品的鉴赏和讨论，开阔学生的

视野，提升艺术修养。让学生了解和

吸收国内外优秀的艺术成果；发展形

象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

美情趣，提高人文素质；提高感受美、

表达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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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建琳：一级演员，安徽省委宣传部“六

个一批”青年拔尖人材，享受省政府特殊

津贴、第二届黄梅戏“严凤英”奖大赛“金

奖”，教育部教指委《高等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项目负责人。

于松洁，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硕士，安徽

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

34.

美

学

与

艺

术

工

艺

美

术

24 1.5 3
考

查

所 有

专业

2022

级

60

✖2

公共

教学

部

何亦邨

安徽艺术学院讲师，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

理论博士。主要研究传统文化、艺术文献、

非遗保护。出版专著 1本，参编教材 2本，

发表论文 30 篇，参与国社科艺术学重大

项目 2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 2项，指导

国家级大创 1项。

本课程以各个门类的工艺美术为授课

线索，旨在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工艺

美术作品赏析能力，对于提升学生审

美素养，巩固专业思维具有重要辅助

意义。为进一步拓展艺术美育打下坚

实基础，对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有

助于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增强民族自豪感，提升传统文化

素养，拓展文化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