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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科到研究生的成长体系

艺术学4个一级学科均为重庆市重点学科

美术学、设计学为重庆市一流学科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4个一级学科均上榜，其中美术学获评A-，设计学获评B+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高素质、创新性、实践型”艺术人才

“思政人文”“专业教育”“实践教学”和“信
息化教学”四大平台，保障本科教育整体质量

“拔尖人才培养”“特色工作室培养”“青年
艺术家驻留”“创新创业教育”等多通道培养，
扶持有潜力的优秀学生成长成才

办 学 定 位 ：

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模式： 大平台

多通道

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伦敦艺术大学、邓迪大学、伯恩茅斯艺术大学、
金斯顿大学、爱尔兰国立艺术设计学院、美国帕森斯设计艺术学院、韩国中央
大学、综合艺术学院、瑞士卢塞恩大学应用美术与设计学院、俄罗斯列宾美术
学院、乌克兰利沃夫美术学院、波兰华沙艺术学院、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台
湾中原大学、亚洲大学等27所国际院校。

国际合作



开设专业

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类、戏剧与影视学类、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工学：工业设计、建筑学、风景园林

教育学：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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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下设中国画系、书法系与教学基础部。学院以“弘
扬国艺，法古铸今”为建设目标，以“传承经典，博雅通达”为发展理念，以
“培根铸魂，开拓创新”为时代使命。

学院具有结构完善的中国画与书法艺术的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凭借川美
丰厚的历史积淀、人文环境和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机遇，以先进的学术理念，真
诚的治艺精神和图强的师生团队成为当代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
学术重镇和教育高地。学院注重人文修养，强调“诗、书、画、印”实践与古
今中外理论的通会，构建学院背景下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创建一流专业的教
学体系并培养新时代的艺术创新人才。

在继承优秀经典的同时，充分激活中国传统艺术的本体规律和精神内核，
倡导“极深研几、推陈出新”的探索精神，辅以特色工作室、拔尖人才和研究
所等形式的共同努力来落实“民族艺术人才”的建设方略，构筑具有川美特色
的国艺构架，营造“品学兼优、艺文兼通”的川美育人场域。　

中国画

中国画专业（130406T）属于艺术学学科门类，美术学一级学科下的特设
专业，以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传承与创造为主要教学内容。中国画专业已有近
80年办学历史，学术积淀深厚、师资力量雄厚。近年来被评为“重庆市一流专
业”、“重庆市特色专业”、“重庆市优秀教学团队”。继承“画学引领，实
践真知”优良学统，坚持“厚基础，宽口径，续传统，开生面”教学理念，建
构“创构·并重·蜕变”当代教学体系。致力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以建构“中国画新形态”教学与创作体系而独树一帜，成为西部地区高
等艺术教育和科研创作的学术高地，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具有鲜明特色和重
要影响。

本专业培养“品学兼优”“知行合一”“传承创新”，掌握中国画艺术的
基本理论、基本技法等方面的知识，具备创作、教学、研究等方面的能力，具
有较高的综合素养，具备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力的复合型、创
新型、高素质艺术人才。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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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色彩|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

基本学制4年，修业年限3-8年

以课程制为主要培养模式，以创造力培养为主轴，二、三、四年级学生可通过自
主报名和选拔进入“拔尖人才实验班”和“灵泉诗音个性化特色工作室”学习。

核心课程

修业年限

培养方式

书法与篆刻

书法专业（130405T）是隶属于艺术学学科门类、美术学一级学科下的特
设专业。目前书法系包括两个专业方向：一是书法与篆刻，以创作实践为主；
二是书法与理论，以理论研究为主。

四川美术学院自建校以来，由老一辈专家冯建吴、黄原等开创书法篆刻教
学，迄今已有60余年历史。目前在校本科生150人，在职教师有教授2位、副教
授3位、博士3位、讲师1位及外聘专家多名。本专业植根传统、关注当代，秉
承以创带教、以教推创、理论与创作并重的教学理念，近年来被评为“重庆市
教学成果一等奖”。

核心课程包括书法史、印学史、美术史及相关理论，书法与篆刻的临摹与
创作、诗文与中国画基础等。本专业注重人文修养，强调“诗、书、画、印”
与理论的融通，构建学院背景下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创造一流专业教学体系
和新时代创新精神的培育基地。培养的学生能在教育系统、艺术机构、科研机
构、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创作、研究、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
艺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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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艺术学院

2019年，四川美术学院开展学院制改革，实施强强融合战略，整合油画
系、版画系、雕塑系三个院系组建造型艺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致力培养德艺双馨高素质实践型艺术英才，开启建设
“双一流”新征程。

造型艺术学院现有教职工近百人，在校生1033人（本科生780人，研究生
253人）。拥有教师和学生党支部6个，教师党员28人，学生党员58人，是重庆
市优秀基层党组织和重庆市“三全育人”示范院系。

油画

油画专业创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81年本专业成为全国首批获学士学
位授予权的专业，1992年成为本院首批省级重点学科，2007年被评为“国家级
特色专业”，2008年被教育部授予“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称号等。每
年招收四年制学士学位本科生、三年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具有一批在国内外有
重大影响的学术骨干和一支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现有“全国名师”1人，
“全国优秀教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设津贴专家”3人，“新世纪首批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人选”1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重庆市名
师”2人，省级“中青年骨干教师”6名。

油画系强调“包容、自由、实验”的人才培养方法，强调艺术创作实践的多元
化，从2020年开始，实行“创作带动教学、展览促进创作”教学理念下的工作室制教
学体系。教学体系结构为一个基础部与三个工作室的“1+3”模式，三个工作室分别
为：具象油画工作室、绘画语言工作室、观念与媒介工作室。

1. 基础部：油画系基础部教育以中西方传统造型艺术理论为依据，遵循艺术常识
与规律，构建学生对艺术常识性理论的正确理解，切实提升相关基础实践能力，为培
养具有一流艺术家潜质的创新型人才塑造基础。基础部课程设置为：素描基础、油画
基础、创作理论基础三个部分。全系教师均参与基础部课程教学。

2. 具象油画工作室简介：具象油画工作室秉持中西传统人文精神，强调社会体验
与新语境下的现实主义，拓展全球化大时代具象油画的新格局，培养具有开阔国际视
野与本土人文情怀的艺术人才。围绕直观具象视觉形态，探寻具象油画理论与方法，
提升具象油画造型能力，切入当下具象油画创作，完成对现实的人文关怀，讲述中国
故事。

专业课程



雕塑

雕塑专业始建于1953年，是四川美术学院最早的学科专业之一。在专业的
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改革，2003年起实行雕塑艺术与景观雕塑两大专业
方向并行的人才培养模式，2016年起至今实行的是工作室制教学，即从基础部
到跨媒介雕塑、具象雕塑、景观雕塑和器物雕塑四个方向的“2+3”工作室教
学模式，形成了富有特点的当代雕塑教学理念及办学特色。

当前，雕塑系为国家级一流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重庆市优秀教学团队、
重庆市级特色专业、重庆市一流专业、重庆市级一流学科方向建设点，美术学学
术硕士和美术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拥有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研究所。

3. 绘画语言工作室简介：绘画语言工作室立足四川美术学院油画学科学术传统，
结合国内外现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成果，注重开放性的研究与视觉呈现，通过思维训
练、语言学习、创新实验等多重手段，实现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语言拓展与观念创新。

4. 观念与媒介工作室简介：观念与媒介工作室立足油画学科核心优势与当代艺术
教育前瞻性思维，结合当代文化艺术新知，通过绘画语言的个性化研究和艺术创作媒
介的多样性探索，促进学生艺术知识的系统搭建，以艺术理论谱系为个人创作的结构
性内核，在图像、视觉与观念等方面展开研究与表达，实现创作思维与当代艺术现场
的对接，锻炼绘画与实验性艺术创作的双重能力，为世界当代艺术发展贡献中国经验。

6

素描|泥塑|肖像雕塑|场景雕塑|跨媒介创作|综合材料|抽象引导|公共艺术创作|综合
构成|金属器物|木雕器物|石雕器物等

核心课程

以“当代雕塑+当代艺术+现代科技”构建跨媒介雕塑方向课程框架，以“当代雕
塑+纪念碑艺术+肖像艺术”深化具象雕塑方向课程体系，以“当代雕塑+公共艺术+
景观设计”凝练景观雕塑方向课程内容，以“当代雕塑+传统工艺+现代设计”建构器
物雕塑方向课程骨架，从而形成了“和而不同”多元创新发展的面貌。

培养模式

职业艺术家、艺术机构从业人员、高校教师、
艺术教育与传播、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工作。

就业去向

拥有国家级艺术类实验教学中心、省级新媒介美术创作实验室。拥有两大国内外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雕塑学术品牌，即：全国雕塑领域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品牌“明
天雕塑奖”，以及当代雕塑重要的现场项目“羊磴艺术合作社”等学术平台。

专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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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

版画专业方向已有60多年办学历史。发展中，专业植根于四川版画的传
统，贴近重庆本土文化的发展，紧跟中国当代艺术的潮流，服务西南经济文化
建设。

版画专业方向为绘画（国家一流专业）方向之一，拥有重庆市优秀教学团
队和重庆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成了木版、铜版、石版、丝网版、版画与印
刷五个工作室，确立了“夯实基础、传承传统、立足当代、跨界创新”的教学
理念，构建了“教室+工作室+实训基地”的培养模式。师生作品获得过全国版
展和全国美展的金、银、铜奖。

素描|色彩|黑白画|黑白木刻|铜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套色木刻|活字与印刷术|图形
与文字|插图|版画与艺术家手制书等

核心课程

2.5+1.5基础课程+工作室培养方式（2.5即大一上、下学期，大二上、下学期，
大三上学期；1.5即大三下学期，大四上、下学期），即学生大一到大三上期进入基
础部学习，大三下期到大四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选择填报工作室，在双向选择的基础
上进入工作室学习。

培养模式

培养青年艺术家和艺术创新型人才。掌握造型基础知识，具备版画创作和艺术创
新的能力，能在文艺、教育、研究、出版等领域从事艺术创作、专业教学、学术研
究、出版传播等工作。

培养目标

职业艺术家、专业教师、设计师、艺术机构和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等。

就业去向

培养坚持现实主义雕塑传统，
探索跨媒介雕塑前沿，融合雕塑
与公共艺术、雕塑与生活美学的
一流创新型人才。

培养方向



艺术教育学院

艺术教育学院源起于1981年成立的美术师范专修科，是全国专业艺术院校
中第一批设立的师范系科。2019年7月，正式成立艺术教育学院，可授予艺术
学、教育学学位。2011年综合型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教学团队获批重庆市教学团
队，2017年承担重庆市高校美育改革和发展实验学校建设任务，2019年艺术
教育专业获批重庆市一流专业。

艺术教育学院致力于以美育人，以跨学科教学模式，艺术技能为优势，教
育素养为支撑，拓展当代美育社会价值，通过跨域合作、“师生从游”的工作
室制改革，推动学生深度参与基础艺术教育、博物馆美育、社区美育、乡村美
育等实践活动，提供艺术教育理论研究、艺术教育课程研发、艺术研学、教师
教学技能提升等优质内容服务支撑，着力培养学生“多样性艺术技能+创造力+
教育素养”的复合能力。

艺术教育学院下设美术教育系、设计教育系、水彩画系、综合艺术系。

美术教育

美术鉴赏与批评|美术课程设计|当代美术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国画|综合媒材

核心课程

各美术馆、艺术机构、中、高等艺术院校。

就业去向᪆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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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教育

图案与几何设计|设计思维|包容性设计|叙事性设计|可持续设计与教具开发|学习机
构课程开发|博物馆公共美育

核心课程

综合艺术

装置与材料|媒介方法与观念表达|视觉训练|当代艺术课题调研|数码影像|综合绘画

核心课程

注重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理论与实践并重，培养学生更全面的和可持续发
展的素质，学生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是本专业方向的优势和特色。

具有良好思想道德品质、扎实的设计教育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技能，能在基础教育
学校和社会机构从事设计教育、管理、交流和科研等方面工作的复合性人才。基于全
民教育下的设计教育工作者，设计教育的架构师、组织者和执行人，设计统整者。

专业特色与培养方向

在基础教育学校和社会机构从事设计教育、管理、交流和科研工作。基于全民教育
下的设计教育工作者，设计教育的架构师、组织者和执行人，设计统整者。

主要就业：学校、社会美育机构、博物馆、展览馆、社区美育及网络教育推广平台、
新闻出版等单位，从事艺术教育教学培训、信息传达的创意设计、研究和信息设计传播的
管理等工作岗位。

就业去向



职业艺术家、艺术行业及相关领域从业者。包括各类学校及社会艺术教育教学机构
师资、各类行艺术文化服务推广机构、艺术展览公司、各类艺术刊物及媒体平台等。

就业去向

专业设立初衷即立足于艺术学科的转型转向与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以培养高
水平的文化创意型、创作与社会实践型艺术人才为目标。综合艺术专业秉持实验创
新、融通多元的艺术教育理念，广泛吸纳国际国内高等艺术院校前沿的教育理念与丰
富的教学资源，凭借专业自身特点以及学科特质，提倡以综合素养培育为前提，实行
独具艺术创新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围绕跨门类学科、跨专业技
能，具有开放型与体系化的教学模式。

本专业坚持以培养高水平艺术实践型和文化创意型人才为目标。根植于当下时代
与社会的发展转型，培养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和艺术人文素养，具备坚实的艺术
基础理论知识和多种艺术形式语言技能，具有集创作实践、教学实践、文化研究实践
以及组织管理等多重能力的复合型艺术人才。

专业特色与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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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

色彩基础|水彩人物|水性材料制作与表现|水彩画创作等

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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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教育、研究、出版、艺术机构等领域从事艺术创作、专业教学、专业
研究等工作。

将教学的指向从知识技能的传授转向对学生创造潜能的激发；既注重传统水彩画
表现语言与技法和经典性研究，又重视水性材料绘画表现的当代性、实验性的特征，
即以水彩当代绘画语言研究、水性材料绘画表现及当代性介入、当代视觉艺术语言及
观念探索相结合的系统性定位，使学生有可能在不同的绘画表达方式上体现个性化审
美和对专业前沿的认知。

培养德艺双馨的高素质、创新性、实践型水彩画艺术人才。
高素质：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艺术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
创新性：发展艺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以及积极的价值取向和探索

精神；
实践型：建立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价值观念，树立创新实践的目标取向，掌握以技

入道的方法体系，具有高超务实能力；具备水彩画艺术创作、教学、研究等方面的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

专业特色与培养方向

就业去向

艺术人文学院

艺术人文学院有三个本科专业方向，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使命感拥有全面
人文学养与艺术经验的专才，毕业生能够从事艺术研究、策划、管理及艺术文
化遗产保护等相关领域专业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美术史论

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艺术史方法论|美学史|艺术批评学|艺术社会学|中国画论|
古代汉语|专业英语|艺术考察|专业写作|美术技法等

核心课程

教学与课程安排以中外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为核心，融汇古今，打通中外，强化学
术基础能力训练，拓展艺术人文通识基础，培养扎实的艺术史研究基本功，具备初步
的艺术史研究能力。

培养模式



美术馆、博物馆、艺术媒体、出版社、文化管理单位、教学培训机构等。

就业去向

就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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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策划与管理

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美学史|艺术批评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管理|博物馆学|艺术
市场|艺术考察|论文写作|专业英ហ物馆学|



13

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于2019年7月20日正式挂牌，整合了原建筑艺术系特
色工科教育和原环境艺术系空间艺术创作优势。现有专任教师31人。其中，教
授8人，副教授9人，具有博士学位的8人。

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中，现有国家级一流专业一
项，重庆市级“双一流”学科一项，重庆市一流专业三项。学院致力于建设以
专业教学为主、城乡空间艺术研究与创作并重的教学研创型系科，立足本土、
植根西南、服务城乡、聚焦亚洲，形成了基于“人文艺术”、“地域文化”、
“社会需求”为导向的“1235多维立体倒金字塔”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有
当代艺术视野和空间艺术素养的建筑学、风景园林和环境设计创新型人才。

在“新时代、新学院、新起点、新希望”这个梦想与奋斗的美好时代，建
筑与环境艺术学院顺应时代需求，瞄准未来发展需要，突出特色，着力为国家
和地方发展做出贡献。

建筑学

基础与理论课程：建筑初步|渲染与草图|中外建筑史等
技术课程：建筑力学|设备等|设计课程|休闲建筑|办公建筑|城市设计等

核心课程

在传统工科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与综合，训练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建筑技术基
本能力，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造型特质和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以满足社会发展对
新型建筑设计人才的需求。

培养特色

建筑系“建筑学”专业于2000年招生，2002年申报获教育部批准，成为在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率先正式设立的五年制建筑学本科专业。经过近20年的发
展，建筑学专业先后于2007年建成校级特色专业，2009年成为重庆市级特色专
业，2016年获批重庆市“三特”专业，2019年获批重庆市一流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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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

基础与理论课程：中外风景园林史|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原理等
技术课程：园林植物应用|风景园林工程与管理等
设计课程：园林与景观设计|风景游憩地规划等

核心课程

以风景园林一级学科的知识领域
为教育本底，以艺术创造能力和技术
实现能力的复合培养为教育特色，培
养具有艺术家素养、行业急需的风景
园林设计创作人才。

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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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掌握环境设计的基础理论和
技术方法，具备设计实践能力、独立思考
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能够从
事景观设计、室内设计等领域工作的创新
型、实践型设计人才。

实验艺术学院

面对新的艺术思潮和新时期人才培养需求，2010年四川美术学院设立新
媒体艺术系，2011年新媒体艺术系作为独立系科开始招生。2019年，根据学
院制改革精神，学校将原新媒体艺术系各专业正式组建为实验艺术学院。实验
艺术学院现有在校本科学生345人，硕士研究生35人，教职工38人。

实验艺术学院在专业建设与教学中强调“广基础、跨媒介”，注重当代艺
术理论研究，探索通向社会性、公共性有效途径的方法论实践；注重科学技术
与艺术媒介之间的语言融合，强调新视觉经验的研究与运用；注重中国传统文
化资源在今天与未来世界文化语境中的深度开掘。

实验艺术学院包含两个本科专业：实验艺术与摄影艺术。设置有：跨媒体
艺术系与摄影艺术系。从艺术呈现的形式上来看，当代艺术中的影像、装置、
互动媒介、现场艺术等都是实验艺术与摄影两个专业艺术创作探索与教学的领
域，交叉且互动频繁。

实验艺术

培养特色

注重新视觉经验的研究发现与运用，体验新科技与传统媒介形式语言当代
艺术表达的可能性；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下世界文化语境中的深度开
掘，探索艺术独立表达立场通向社会性、公众性目标的有效途径，以国际化与
开放性为基本特色，植根国际艺术语境；注重观念与技术手段的创新与融合，
形成与国际艺术现场对接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

培养拥有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媒体技术、具有实验精神的当代艺术创新人
才。注重不同媒介之间的联合共生和交叉发展。培养学生广泛的艺术创作能力
及创造性思维，掌握多种形式语言及材料媒介，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社会适
应能力，服务于当代艺术创作、文化创意产业、艺术教育教学等领域的高素
质、创新型艺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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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思维转换|实验艺术导论|当代艺术现状|跨媒体创作方法|材料语法|实验动画
|3D软件|新媒体艺术创作|专题创研|社会性艺术课程

核心课程

摄影

摄影专业以“动态影像”与“图片摄影”两个专业方向为主导，在当代艺
术背景下，立足于数字化为核心的新时代技术变革，立足于社会发展需要，立
足于专业方向的艺术及相关技术的并重，培养具有实验精神，掌握跨媒介语
言，服务于艺术创作、文化创意产业、艺术教育、传播媒体、广告宣传等领域
的高素质创新型影像艺术人才。

艺术家、文化传播公司、美术培训机构、公司企业、平面设计师、媒体工作者、
多媒体设计艺术师、高校及相关专业教师、美术馆及相关艺术机构策展人。

就业去向

影像创作课程群（实验影像、纪录片、独立短片等）|摄影创作课程群（当代艺术
摄影、跨媒体转换、编辑与展示、古典工艺等）

核心课程

媒体（网络媒体、报社、杂志社、电视台、自媒体）、商业宣传领域（广告公
司、影视公司）、艺术家、教育领域、影视制作、自主创业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宣
传部门等。

就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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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院

设计学院为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现设7个本科专业。建设
有2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国家级一流专业、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
个省级教学团队、6个省级一流专业、2个省级创新团队。学院以社会需求和教
学研究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社会主题型设计教育理念，植根本
土之源，顺应时代之变，从文化自觉意识、主动创新精神、交叉知识结构、实
践应用技能四个方面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德艺双馨的高素质、创新性、实践型
艺术人才。

产品设计

就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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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

就业去向

视觉表述|图形符号|版式逻辑编排|品牌形象识别设计|商品包装设计|广告设计|媒介整
合推广设计|视觉语言综合拓展|视觉观念与创意|文本与观念设计|当代社会话题与文化传播

核心课程

以视觉信息的传达与交流为主要内容，以艺术设计与整合传播为主要途径，立足西
部文化创意与设计服务，探索新时代全球化语境下的视觉语言、多元媒介、整合传播的有
机融合。本专业培养掌握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基础理论和设计方法，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团队
协作精神，具有设计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适合国家新型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创新
性、实践型设计人才。

专业特色与人才培养

数字媒体艺术

图形符号与图标设计|数字出版物设计|视频创意设计|数字编程艺术|信息设计|交互设
计|数字文化体验|互联网产品设计|社会服务与数字产品设计

核心课程

以人文艺术为内核，围绕“数字创意产业”和“智能设计服务”，践行“艺术设计+
智能技术+产业服务”跨界、融合、惟新的专业特色，注重多媒介与多维度的整合介入，
强调艺术与科技、设计与服务的跨界交叉与融合创新。本专业培养具备跨人文、艺术与科
学领域知识结构、服务国家与地方数字创意产业与智能设计领域，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
质、创新型、实践型艺术设计专门人才。

专业特色与人才培养

品牌形象、广告、包装等商业设计机构；互联网媒体；文化传播及出版机构；设计教
育机构教师；独立设计师；研究生及出国深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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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去向

互联网行业、用户体验、数据产品、智能交互产品、数字文化创意相关的企业及创新设
计机构等，国内外研究生继续深造等。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艺术研究|民族服饰语言传承与发展|国际时尚风格与品牌建设|服装板
型与工艺

核心课程

立足时尚前沿与服饰文化的研究与创新，强调以实践课程群实现设计成果转换。本
专业以绿色设计为准则，围绕服装与服饰艺术设计语言、传统与现当代服饰文化等主要教
学内容，用国际化视野构建西南民族服饰艺术研究高度，探索西南时尚设计原话语，培养
德艺双馨高素质、创新型、实践型时尚设计专门人才。

专业特色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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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去向

工业设计

信息逻辑与讲述|开源硬件与编程|可用性与评估|设计工程学基础|工业设计程序与方法
|设计研究与定义|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智能硬件基础与设计|家具设计|交通工具设计|绿色设
计方法实践等

核心课程

实行“1+1+X”的培养模式，即“设计类专业的基础通识课程+工业设计专业通识课
程+四个专业工作室”的教学模式。二年级学习工业设计域内知识，以基础及专业通识课
程学习为主；三、四年级学习工业设计相关行业知识。以专题设计、研究项目为主线展开
课程教学，形成理论学习、项目研究、设计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

专业特色与人才培养

艺术设计学

中国设计史|外国设计史|中国文化史|专业写作|设计文献导读|设计学概论|设计心理学|
设计美学|设计批评|设计伦理|设计策划

核心课程

艺术设计学是关于人类创造性设计活动的理论研究，旨在揭示与探索设计发生的历
史原因及发展规律，总结设计实践及设计研究的方法，探讨设计的当下价值与未来趋势。
设计历史与理论方向坚持历史与理论并重、研究与实践结合、根植本土之源、顺应时代之
变的总体思路，彰显地域性与当代性的专业特色。

专业特色与人才培养

服装行业从事服装设计、服装版型制作、配饰设计、时尚编辑、形象设计等工作；时
尚杂志从事时尚编辑、时装评论、形象设计等；考取国内外知名艺术院校研究生继续深造学
习；自主创业，建立品牌，成立独立设计师工作室。

就业去向

产品制造、产品研发、产品设计的企
事业单位，政府、商业、服务、产品领域
的开发、研究、策划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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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去向

设计相关企业、艺术与设计研
究机构、艺术设计媒体、文化传播
媒体、互联网媒体、出版媒体、广
告媒体、美术馆、博物馆等企事业
单位与文化艺术机构。

工艺美术

传统漆器工艺技法|漆器与当代艺术|实验漆器创作|漆产品设计|生活陶艺|陶瓷雕塑|现
代陶艺创作|纤维编织工艺|印染工艺|纤维艺术应用课题研究|纤维肌理与视觉|金属工艺基础
|首饰珐琅工艺|首饰雕腊与铸造工艺|首饰镶嵌工艺

核心课程

工艺美术专业下设陶瓷艺术、漆艺术、金
工首饰艺术、纤维艺术四个方向。本专业依托国
家级实验示范中心工作室教学条件，围绕“当代
艺匠，传统活化，应用转型，美用一体”培养理
念，构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双创教育有机融
合的课程体系，强调过程的循序渐进，构建“材
料感知+动手能力+创业联动”培养模式的引导
与带动。

专业特色与人才培养

就业去向

文化艺术部门、设计公司、学校等企事业部
门从事相关工作，包括工艺美术师、奢侈品设计
师、独立设计师、家居软装设计师、美术教育工
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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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动画学院

首批国家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依托美术学优
势，立足戏剧与影视学，注重“科技+艺术”融合的专业特性，“以课程项目
化，实验实战化，作品产品化”构建产教融合实验教学体系，培养戏剧与影视
数字艺术产业的高素质、创新型、实践应用型人才。

影视动画艺术

动画概念设计|视听语言与分镜设计|原画设计|二维动画创作|三维动画创作|动漫形象
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画合成与剪辑技术|表演与动作表现|立体造型与表现|影视特效

立足动画领域，培养服务于全产业链的系统知识与能力、注重艺术造型表现、创新
思维、基本专业技术能力和运用艺术与科技融合服务多领域的综合能力。

核心课程

培养特色

动画制作与运营机构、动漫与游戏行业、传媒、影视与网络行业、动漫教育、动画
原创品牌团队及工作室、自主创业。

就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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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产品设计

动漫模型及衍生品设计|动漫产品系统设计|动漫读物设计|可动关节人偶设计|数码模型
设计|动漫娱乐与主题公园设计|动漫创意家居设计

系统教学与工厂实践相结合，创新研
发进产业，校企合作推产品。突出动手能
力与创意实现，发掘学生特质，鼓励原创
动漫形象创新，开拓衍生新领域。

核心课程

培养特色

出版业、游戏行业、动漫与网络媒
体、产品研发制造行业，艺术教育等文化
创意公司、品牌创建与自主创业。

就业去向

互动媒体设计

游戏美术策划|游戏概念设计|游戏图标与界面设计|游戏系统化设计|游戏美术制作|游
戏包装设计|交互技术与语言表现|虚拟现实技术与内容设计

以“实战代实验”理念，引入企业资
源，搭建实验教学平台；将项目、行业标
准和生产流程引入课程和教学评价体系，
促进作品产品化。培养融合创新的产业应
用高端人才。

核心课程

培养特色

游戏行业、网络科技公司、数字科技
与虚拟视觉内容研发生产商，文化传播机
构、游戏教育培训机构、自主创业等。

就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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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制作艺术

影视美术设计|电影视觉概念设计|影视场景设计|影视摄影技术|影视模型制作及数字后
期合成|特型特效化妆

依托川美造型艺术优势资源和数字影
视实验中心、培育精品课程，联合行业中
的优质企业，组建影视特效等联合实训基
地直接介入教学。以基础+实训+创新+能
力培养，造就影视行业应用型高端人才。

核心课程

培养特色

影视制作行业、影视传媒机构、电视
电影剧组、主题景观营造机构等。

就业去向

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学院位于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校区内拥有综合教学楼、实
验教学中心、美术馆、图书馆等齐备的教学资源，完善的课程体系、良好的艺
术氛围和深厚历史积淀的校园环境。

学院立足重庆、服务西南、面向全国，聚焦中国城市化进程，服务新时代
城市更新和文化复兴，深耕城市美学，致力于人才培养，努力建设成为在城市
艺术设计领域，学科专业一体化协同发展，具有鲜明特色和区域影响力的艺术
设计学院。坚持“以本为本”，以公共艺术和城市设计跨界融合为特色，以教
育教学、科研创作为核心，以“产学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创
新性、应用型专门艺术设计人才。学院设有公共艺术和艺术与科技2个专业，
开设城市空间艺术设计、城市形象艺术设计、城市文化艺术设计、城市照明艺
术设计、游戏艺术设计5个专业方向。学院现有教职工92人，专任教师58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3人，教授、副教授15人，在读学生12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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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艺术设计

中外建筑简史|城市规划原理与发展简史|小型住宅设计|建筑材料与构造|城市空间设计

以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跨界融合为特色，
服务国家战略、聚焦文化复兴、参与城市提
升、实践城市美学，整合美术学、设计学、工
学、史学等多学科资源和全媒介优势，围绕城
市室内外公共空间的艺术创作和空间设计开展
教学、科研、创作和社会服务工作。设有城市
空间设计、室内与陈设设计等工作室。

核心课程

专业特色与培养方向

各级规划、建筑、市政园林、交通等管理
部门，各类设计院所、教育科研单位、艺术工
程企业等。

就业去向

各级规划、建筑、市政园林、交通等管理部门，各类设计院所、教育科研单位、艺
术工程企业等。

就业去向

城市形象艺术设计

中外壁画简史|中外雕塑简史|马赛克镶嵌|中国传统壁画解析|公共装置艺术|综合材
料与工艺

本专业方向以城市视觉文化为核心，将视觉艺术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呈现作为切入点，
研究城市文化传承与视觉传达，探索不同媒介表现方式下对城市形象的塑造。设有壁画艺
术、公共装置与雕塑等创作工作室。

核心课程

专业特色与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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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间环境为对象进行照明艺术视觉设计，以“艺术引领、科技支撑”为核心，将
教学、科研和创作聚焦于城市空间光环境研究与设计，提升照明艺术品质。围绕空间光环
境设计，开设专业课程、以实践教学与实验教学组织教学活动，培养具有艺术设计思维的
照明设计师。

专业特色与培养方向

各类照明设计企业、艺术创作机构、教育科研单位。

就业去向

文化创意产业和数字内容产业相关游戏开发企业、专业设计机构、教育科研单位。

就业去向

游戏艺术设计

游戏概念设计|二维游戏美术系统设计|三维游戏美术系统设计|游戏动画设计|交互
体验设计基础|游戏综合创作

以视觉美学与交互技术协同构建为基础，进行虚拟空间游戏艺术创作与交互体验设
计。围绕游戏视觉艺术设计、游戏多媒体交互设计开设专业方向课程、组织教学实践，培
养高素质、创新性、应用型游戏艺术设计人才。

核心课程

专业特色与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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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年分数线及最低录取分

（一）四川美术学院2018-2020年本科招生控制分数线
文化控制分数线
         非理论/理论  

专业控制分数线
 造型/设计/书法/理论

文化控制分数线
         非理论/理论  

专业控制分数线
 造型/设计/书法/理论

文化控制分数线
         非理论/理论  

专业控制分数线
 造型/设计/书法/理论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360/450

360/450

360/450

360/450

360/450

370/450

370/无

360/450

360/无

240/268

380/450

380/450

380/450

360/450

360/460

380/450

360/450

370/450

370/450

370/450

370/450

321/435

390/435

390/450

390/450

360/无

390/450

360/450

360/450

360/450

250/270

225/225/220/80

225/225/220/80

235/232/220/80

233/232/220/80

235/232/220/80

235/235/220/80

230/225/220/80

230/230/220/80

225/225/220/80

230/232/220/80

235/231/220/82

233/231/220/82

235/235/220/80

235/235/220/82

235/232/225/86

233/231/220/82

235/232/220/80

230/230/225/85

235/232/225/80

230/231/220/85

235/232/220/80

230/230/220/86

233/230/220/86

235/235/220/80

235/230/220/80

210/220/无/无

230/230/220/80

235/235/220/80

230/230/无/80

230/235/220/80

230/230/220/80

360/480

360/无

360/480

360/480

360/480

370/480

370/480

360/480

360/无

240/290

380/480

380/480

380/480

360/480

360/480

380/480

360/480

370/480

370/480

370/480

370/无

336/450

370/480

390/480

390/480

360/无

390/480

360/480

360/无

360/无

250/290

230/230/227/80

230/230/227/80

235/232/227/80

235/232/227/80

235/235/227/80

235/235/227/80

230/230/227/80

233/230/227/80

230/230/227/80

230/232/227/80

233/235/227/80

235/232/227/80

235/235/227/80

235/232/227/80

235/233/230/82

235/232/227/80

235/232/227/80

233/235/227/82

235/233/230/80

233/232/227/80

235/232/227/80

233/228/227/80

235/228/227/82

235/232/227/80

235/233/227/80

220/220/227/80

233/230/227/80

235/235/227/80

230/230/227/80

233/235/227/80

233/233/227/80

360/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1

355/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1

350/无/471

240/250/290

360/380/475

360/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5

360/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5

360/380/471

355/380/471

360/380/471

360/380/450

360/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1

355/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1

360/380/471

355/380/471

355/380/471

236/231/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35/232/230/78

236/232/230/78

235/232/230/78

236/231/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7

236/231/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36/231/230/78

235/232/230/80

236/232/230/77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31/228/230/76

236/232/230/76

236/232/230/78

236/232/230/77

220/220/230/78

236/231/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36/232/230/78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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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川美术学院2018-2020年本科录取最低分（艺术类）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75.380 

71.640 

74.187 

72.847 

71.387 

75.860 

73.373 

71.640 

70.997 

73.533 

74.847 

74.247 

75.180 

73.287 

73.947 

72.980 

72.940 

74.340 

73.113 

73.620 

73.700 

69.820 

74.273 

75.073 

74.302 

70.997 

73.753 

73.967 

75.807 

73.080 

74.033 

76.260 

73.220 

75.753 

73.580 

72.753 

75.733 

73.987 

72.487 

73.224 

75.435 

76.193 

74.833 

76.933 

74.247 

74.693 

74.307 

74.793 

75.093 

73.647 

73.327 

73.340 

70.913 

73.087 

75.000 

75.276 

71.573 

75.540 

74.820 

72.173 

73.393 

73.533 

73.087 

73.347 

72.707 

73.287 

72.653 

73.273 

　

72.687 

73.248 

74.283 

73.207 

72.500 

75.467 

72.160 

73.020 

72.939 

73.640 

72.307 

72.053 

71.427 

76.393 

70.860 

71.427 

73.247 

73.020 

71.693 

　

73.240 

　

72.620 

71.820 

71.020 

71.020 

74.747 

73.187 

73.013 

73.207 

73.940 

72.613 

71.870 

74.000 

75.673 

74.053 

76.353 

74.600 

73.820 

73.080 

73.367 

75.573 

72.927 

73.760 

72.013 

69.380 

74.327 

75.487 

74.420 

72.413 

74.253 

72.573 

72.173 

74.027 

72.367 

73.113 

72.987 

75.740 

74.313 

74.533 

74.907 

74.300 

73.667 

 

75.938 

76.780 

74.833 

76.980 

75.747 

74.787 

74.467 

74.387 

76.240 

74.480 

74.227 

73.000 

68.740 

73.053 

74.580 

75.509 

71.827 

74.940 

74.373 

73.767 

74.647 

73.433 

74.900 

74.647 

73.333 

73.380 

73.173 

72.733 

73.160 

72.840 

 

74.929 

75.013 

73.060 

75.567 

73.080 

74.327 

73.948 

72.527 

74.193 

72.453 

72.033 

　

69.340 

73.327 

74.027 

74.847 

　

73.180 

73.093 

　

72.960 

73.653 

79.147 

 

72.087 

 

69.793 

 

 

 

 

69.793 

73.220 

70.473 

76.527 

69.793 

71.733 

69.793 

 

71.753 

70.747 

69.893 

71.727 

70.973 

73.587 

71.427 

 

 

69.793 

69.793 

 

 

71.400 

 

70.680 

72.240 

74.420 

 

 

72.547 

74.453 

71.564 

72.359 

72.453 

71.633 

 

71.873 

74.173 

72.313 

 

73.047 

71.587 

70.680 

 

72.907 

71.840 

 

70.680 

 

74.247 

73.193 

 

73.233 

74.067 

 

　

71.193 

71.833 

72.733 

 

72.780 

71.907 

　

76.297 

72.240 

73.067 

72.020 

73.207 

72.000 

72.388 

73.740 

72.107 

72.587 

71.453 

 

73.147 

71.193 

71.193 

75.041 

 

　

72.040 

 

　

71.627 

　

453 

489 

489 

475 

500 

　

　

　

268 

457 

451 

459 

453 

463 

457 

472 

453 

494 

450 

　

435 

437 

491 

459 

　

479 

468 

476 

　

339 

 

 

487

484

 

491

532

 

 

290

483

481

492

485

480

485

495

481

494

 

 

450

483

488

523

 

 

500

 

 

295

 

 

495 

495 

490 

531 

　

520 

 

294 

501 

477 

524 

488 

477 

481 

　

479 

474 

 

 

455 

475 

519 

541 

 

 

491 

 

495 

506 

造型类 设计类 书法类 理论类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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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美术学院2018-2020年本科录取最低分（普通类）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艺术教育 工业设计 建筑学 风景园林

2018 2019 2020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563

538

333

577

559

556

569

569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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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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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553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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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573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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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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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527

571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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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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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527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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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513

531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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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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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行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奖助办法。各类奖助
学金的评选与发放，按国家和学校有关文件执行。

（一）国家奖（助）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标准为8000元/年）、国家励志奖
学金（标准为5000元/年）、国家助学金（标准为2000-4000元/年）。

（二）学校奖（助）学金包括：

（1）新生奖学金（标准为5000元/生），奖励高考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优秀的新生。

（2）优秀学生奖学金。包括全额奖学金（标准为当年应缴学费的100%）和一、二、

三等奖学金（标准分别为4500元/年、2500元/年、1500元/年）。

（3）励志奖学金（标准为1500元/年）。

（4）单项奖学金：包括著作出版、论文发表、获得专利、作品参展（发表）与获奖、

综合素质奖励、优秀毕业生等项目（标准为100元至10万元/项）。学校设立新生特别奖学

金。（标准为5000元）。

（5）助学金（标准为2300-4300元/年）和勤工助学金。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规定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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