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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陶瓷设计与工艺作为

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
注和重视。我校陶瓷设计与工艺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
已具备了坚实的教学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本报告旨在
论证设置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推动
我校的专业建设与发展，并为陶瓷设计与工艺领域培养更
多高素质人才。 

一、专业设置的必要性 

（一）文化传承与发展： 

       陶瓷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瑰宝，承载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设置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有助于传
承和发扬陶瓷艺术，推动陶瓷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随着现
代科技的进步，陶瓷设计与工艺也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
展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面貌。 

（二）市场需求旺盛： 

        随着国内外陶瓷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消费者对陶瓷艺术品
需求的增加，瓷艺行业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2019 年瓷艺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 5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15%。

其中，高端瓷艺作品的销售额占比逐年增长，成为行业的重要增长点。，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品质的追求，瓷艺行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瓷器的原
料选择、造型设计、烧制工艺等方面都在不断改进，使得瓷器的品质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瓷艺行业也在探索将新技
术应用到瓷器制作中，如数字化设计和三维打印等，进一步提高了瓷器
的制造效率和创作灵活性。 



市场对具备陶瓷设计与工艺技能的人才需求日益旺盛。设
置该专业将满足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促进陶瓷产业的
健康发展。 

（三）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学习将使学生掌握陶瓷艺术的基
本理论和技能，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同时，
该专业的学习也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
为其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专业设置的可行性 

（一）教学资源丰富： 

       我校陶瓷设计与工艺已具备完善的教学资源和条件，包
括优秀的教师队伍、先进的教学设施、丰富的教学经验等。
这些资源为设置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师资力量雄厚： 

       我校陶瓷设计与工艺的教师队伍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
丰富的教学经验。通过进一步培训和引进优秀人才，可以
形成一支能够满足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教学需求的师资队
伍。 

（三）校企合作基础良好： 

       我校陶瓷设计与工艺已与多家陶瓷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校
企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和就业的机会。通过进一
步拓展合作领域和深化合作关系，可以为陶瓷设计与工艺
专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 

三、专业建设目标 

（一）建立完善的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课程体系，涵盖陶



瓷艺术理论、设计原理、制作技艺等方面的内容。 

（二）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
水平，推动陶瓷设计与工艺领域的创新发展。 

（三）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实现校企共育，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陶瓷设计与工
艺人才。 

四、教师队伍 

       通过引进优秀教师和企业导师、加强教师培训和学术交
流等方式，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本
专业群现有教师 30 人，其中专任教师 22 人、兼职教师 8

人，企业专业带头人 2 人，非遗传承大师 2 人，拥有多名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行业影响力的优秀教师。 
 
五、人才培养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扎实的陶瓷艺术理论基础、设计创
新能力和熟练制作技艺的并且熟悉互联网与电商线上平台
操作与发展的高素质陶瓷设计与工艺人才。毕业生将具备
从事陶瓷艺术创作、设计、制作以及陶瓷文化推广等方面
的能力，适应陶瓷设计与工艺行业的需求。 

（二）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方向，为适应实践教学的需要，
我系现已有五个专业实训室（基础实训室、陶瓷实训室、
电脑实训室、陶艺泥塑实训室、摄影实训室），与多家公
司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并成功举办 2023 年全国工业设计



职业技能大赛（陶瓷产品设计是赛项）广东省选拔赛。共
建“产、学、研、培、创、赛”深度合作的平台，并不断寻求
业内的优秀企业进行合作行业竞赛。目的是建设成集教学、
培训、职业技能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社会企业培训的桥梁、校企合作的载体、产学研结合
的平台。通过学院、企业的深度合作与教师的联合传授，
在坚持“校企合作、工学交替、学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完善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对学生实施以技
术技能培养为主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以职业岗位
为导向的高技术高技能复合型人才。 

（三）课程设置及要求： 

1、课程设置 

公共基础课程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
与法治、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英语、
计算机应用基础、体育、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规划、军训
和入学教育（含军事理论）、就业创业指导、应用文写作。 

2.专业（群）基本能力课程 

绘画基础、构成基础、设计导论、陶瓷概论、计算机辅助
图形设计（Photoshop）、中外工艺美术史、产品摄影、计
算机辅助三维设计 1（RHINO）、陶瓷成型工艺、陶瓷纹样。 

3.专业（专业方向）核心能力课程 
计算机辅助三维设计 2（北京精雕 JDPaint）、陶瓷材料与工艺、陶瓷装饰品设计、陶

瓷雕塑、陶瓷装饰、日用品陶瓷设计、建筑陶瓷设计、现代陶艺创作。 

4.专业综合性实践 



陶瓷艺术设计与竞赛、项目实训、毕业设计、顶岗实习。 

5.专业拓展课程 

手绘表现技法、人机工程学、展示设计、包装设计、视频
剪辑、3D 打印技术设计应用、flash 动画设计、艺术鉴赏、
广告设计、书法。 

六、教学资源 

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的课程设置应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
程两个方面。理论课程包括设计导论、陶瓷概论、材料等
方面的课程，以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理论。实践课程
包括实践、实习、实训等方式，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意识。同时，应设置一些选修课程，如视觉包装效果、
艺术鉴赏、3D 打印技术、市场营销等，以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和技能。在教学资源方面，应充分利用校内外教学资源，
如实训室、实训基地、企业实习等，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
和实战演练的机会。 

七、就业前景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瓷艺行业线上
销售的发展潜力巨大，利用互联网平台，可以更广泛地推
广陶瓷产品，对具备计算机操作技能与陶瓷设计工业技能
人才需求日益旺盛。同时，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和个性化需
求的增加，无论是设计型人才还是工匠型人才的就业领域
也在不断扩大。因此，新增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将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八、科研成果 



近几年本专业群的教师团队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包括省级教研教改项目 9 项、校级教研教改项目 11 项、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 2 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1

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3 门、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获得
专利项目 19 项，在各项设计类赛事上，教师含教师指导学
生获得 10 个国家级奖项，27 个省级奖项，23 个市级奖项。 

 
 
 九、质量管控与评估 

（一）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定期对教学质量进
行评估和反馈。 

（二）实施学生满意度调查，及时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
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三）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与合作，及时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和市场需求，调整专业方向和课程设置。 

（四）建立毕业生就业跟踪机制，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
行定期跟踪和调查，为专业建设和改进提供依据。 

十、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开设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该专业可以为陶瓷设计行业培养大量具备专业技能和知识



水平的高素质人才，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可以通过社会
服务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
义。因此，建议加强该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和实践能力培养水平；同时加强校企合作和国际交流合作
等方面的拓展；最后需要对该专业的市场需求和就业前景
进行持续关注和分析以便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执笔：何永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