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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 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 60 Ⱳ ̆ Ҭ ף

ȁ ҍ ꜚ Ȃ2000 ̆ ҹῃ

ԋ ᵝ ԇ ̆2005 ҹῃ 34

Ғҙ ᵝ̂MFÃ ԇ Ȃ2011 ҹ

̆ ѿ ᵝ ԇ ꜚ

Ȃ ҹ ᴨל A ̆

ֲ Ῑ ̆ ľ ҍ

Ҭ Ŀץ ֟ Ȃ ԓ

ᵀҬ̆ ҹ A-Ȃ⌠ ╠ҹ ̆

Ῑ 120 ֲ̆ 528ֲȂ 42ֲ̆

78ֲȂ 

（二）学科方向与优势特色 

ҍ ̆ ῒ

ȁ ֟ҍ⇔ ֟ҙ Ȃ 

ľ ȁ Ŀ̆῏ ╠ ̆

֜ ⇔ ̆ ԅ ҍ ȁ⇔

Ὶΐ ᴨלȂ ȁ ȁ ҍ

ȁ ֟ ֟₮ ̆ 5 Һ

2 ȁ 1 ̆ῒז

10 ᵩ ̆ ֲ ᴨ ԋ ȁ ᴪ

ᴨ ԋ ץ ῤ Ԋ Ȃ 

ҍ ѿ ԅ ᵬ └̆

ľ ȁ ҍ ᵣ Ŀ̂Cumulus̃ Ȃ

ȁ ȁҒҙ ҍ ᵬ 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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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ҩ ȁ ᵝȂ

ľ Ŀ ̆ Ⱶ ᴪ

̆ ԅѿ ΐ ⱬ ̆ ̆

⌠ԅ ᴪ ᴇȂ 60 ̆ ѿ

ȁr ᾢ ᵣ ҹ̆ ᴪ Ῑԅ

ֲ ῒ̆Ҭ ̂ ̃ ȁ ̆

ҙӂ ̆ ῤ ⌠

ᵬ Ȃ ҹ ľҬ ȁҕ ᾢ Ŀ

ᵬ₮ԅ ̆ΐ ⱬȂ 

（三）师资队伍 

ᵝ ֲ Ῑ ̆Ҍ

ⱬȁᴨ ̆ ╠ ѿ ΐ ᴝȂ 

1、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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Ⱳ ᴰ ԍשּׂ ⇔ ̆ ̆

Ӟ ᴪ + ̕ ף ╠

̆Ӟ ᴰ ȁ ᴰ ȁḠ ҍ

Ȃ2022 ̆ ᵝ ҉ Ҭ

̆ ̆ 1 ̆

ꜛ 1 ̆ 1 ̆ ֲ ᴪ

1 ̆ 2 ̆ῒז 20ᵩ ̆

20ᵩ Ȃ 200ᵩ҆Ȃ ̆ ȇ Ȉ

ȇ ֤ ȈȇReligionsȈ CSSCIȁ ȁA&HCI

SCI ℮ 50ᵩ Ȃ₮ Ғ̂ ̃ 4 ̆₮ 11 ̆

Ғ≠ 27 Ȃ ֲ ᴪ ֜ 1ҩȂ

ᵝ ҂ ᴪ ᴨ ԋ

1 ȁ҈ 1 Ȃ ᵬ Ҭ ҙ ᴪ ȁ ῌ

Ҭ ᴨ ᵬ ȁ

̂⇔ᵬ̃ 150ᵩ ̆ 

（四）人才培养目标 

ᵝ ⱬԍ Ῑΐ ֲ Ῑȁ ȁ

⇔ ⱬ ľ ᵣ ꞋĿῃ ᴪҺӈ

ֲȂ 

（五）生源情况 

1、招生选拔 

ᵝ ᵬҬҤ ̆ ľ῀

῏Ŀ̆℗ Ḡ Ȃ ѿ Ȃ2022 ̆

Ԉ ̆ῒҬ 11.29%̕

ľ ѿ Ŀ ᶛ 85.71%Ȃ2022

64ֲ̆ ᶛҹ 10.94%̂ ↓ 1̃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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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ѿ  

 ᴍ 
 

ֲ  

 

ֲ  
ᶛ 

╠ ᵝҹ 211ȁ985

̂ ᶛ̃ 

ῒז  

̂ ᶛ  ̃

 2022 64 7 10.94% 71.43% 28.57% 

 2022 124 14 11.29% 85.71% 14.29% 

ῤ ȁ ҉ Ҋľ Ŀ ᴰ̆ ľ -

ᵝ- - Ŀ ᵣ ̆ └ ᴰ ᵬ ⅞̆

ᴰ ꜚȁҽⱲľ פ Ŀ ľ פ Ŀ ꜚȁ

ҙ ꜚ ᴪ ̆ ֲ ᴰȂ 

ľ - Ŀ└ ̆

ᾧ ̆ Ғҙ ⱬ̆ Ғҙ

/ ̕ ⱬȁ

Ғҙ ῏ ⅞ Ȃ ꜜⱬ̆ ᵝ

ῃ ΐ ⱬ̆ ֲ

⌠ ⱬḠ Ȃ 

（六）就业情况 

2022 ҙ 5ֲ̆ ҙ 22ֲ̆

ҙ ҙ ҹ 95.24%Ȃ ҙ Ҭ ҙ ᵝ

№ ҹ ᵝ 9ֲ̆Ҭ∆ ᵝ 1ֲ̆ ᴑҙ 9 ֲ̆

҈ ᴑҙ 1ֲȂᴑҙ ҙ ҙ ᶛҹ ҙ ҙ

50%̆ ᵝ ᴑҙ ҹ ҙ ҙ Һ ᵝȂ 

 

二、研究 生党建 与思想政 治教育 工作 

（一）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做法 

ῃ ľ҈ῃ ֲĿ ̆ ֲ ᴋⱵ̆

̆ ₮ ̆ 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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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ᾴ ᵬ ̆ ẫ

ῃ ᴝ̆ ₀ ⱬ̆ Ⱳ Ȃ 

1、课程思政改革 

ᴪҺӈ ᴇṿ ̆ ֲ ᴋⱵ̆

ԋ ᵬҹ ⱳ ῏ Ȃ

Ғҙ Ҭ ԅľ Ŀ̆ ῃ ȁ

ῃ Ȃ ӥ ȁ Ạ

̆ ľ ѿ Ŀ ̕ ֲ ȁ

ᴨ ῤ ᶏ̆ ҹ Һ ȁD Һ

̕ ↓ ӟȁ Ғ

Ȃ  

2、社会实践开展 

ץ Ῑ ᴪҺӈ ֲҹ ̆ ₮

ῤ Ȃ ̆ ľԚῧ ¥Ҭ Ŀ

ᴪ ̆ ῀Ԛῧ ̆⇔ᵬ ᵬ ̕

̆ ⇔ᵬ̆ҽⱲ ҉ ̆ ľ Ŀ̆ ᴰ

̕ ᵬ̆ Ῑ ᵣ

ᴋ Ȃ 

3、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ľ ҩ Ŀȁ ľ ҩ ḤĿᵬҹѿ ᴋⱵ̆

ԍ ֲ ῃ ̆ ᴋ└ ⌠ ֲ

Ῑ ҩ Ȃ ᵬ ̆ ᵬᶛ

ᴪ└ ̕ ᵬ№ ∞̆ⱴ ̆ Ԋ

̕ ľ ҉+ ҊĿ ῏Һ Һ

ꜚ̕ⱴ ȁ ᵣȁ ȁ

ץ̆ ᵬ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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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层党组织建设 

ᾴ ⱴ ₀ ⱬ ̆ ľ҈ᴪѿ Ŀ ̕ ᾴ

№ ̆ ľᾴⱵ+ҒҙĿ Ạ ᾴ

ᵬ̕ Һ ᾴ ꜚ ̆ ԋᾴ ľ

ĿҺ ᾴ ꜚ̆ ľ Ŀ ľ Ŀ ̆

ᴰ ̆ꜛⱬ ̕ ľᾴ ⇔ ̂

̃ Ŀ̆ ᾴ ⱬȂ 

5、思政队伍建设 

Ғ ⱲῈ ̆ ᴨ ᵬҹ

ꜛ ̆ ᴝ֪ ⱬ ⱬ̕ ̆ ҒῚ

ȁץҒҹҺ ↕̆ Ғҙ + └ ̕ ᵬ

̆ ῒ ҉ԇץ ḆȂꜜⱬ ̆

ᴝȂ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成效 

1、课程思政特色鲜明 

ῃ ̆ ľ ѿ Ŀ ̕

ȇ ⅞ Ȉ ҹ 2022 ľ ĿȂ 

2、社会实践成果突出 

 ľԚῧ Ŀľ Ҭ 70 ⇔ Ŀ

Ҭ ῃ Ғ ľꜚᴨ Ŀľᴨ

Ŀ̕ ̆ҽⱲľ ¥ Ŀ— ₯ Ὲ

↓ ̆ ľ ĿȂ1ֲ ᴪ ᾢ ҩֲȂ 

3、意识形态阵地稳固 

ľѿ Ŀ ⌠ᵝ̆ ̆ ľ Ŀ

Ὲ ῀ ̆ ľꜚ Ŀ̆ ⌠ ȁ

ֲ ̕ ӥ ȁ ̆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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ӥ ᾢ ̆ ԇᾟ№ Ȃ2ֲ ľ

Ŀ Ȃ 

4、基层党建成效显著 

ᾴ ⱬ̆ ꜚ Ȃ ԋᾴ ľ

ĿҺ ᾴ ꜚ ľ ᶃᾴ ꜚĿᴨ ȁ

ľ ≢ Ŀ ̕ң ľ ᾢ ᾴ Ŀ̆

2ֲ ľ ᴨ ῍֟ᾴ ĿȂ 

5、思政队伍专业高效 

ҒῚ ȁ ᴝ └ Ḡ̆ ԅ

ȁ ⌠ ῏ ‗Ȃ ľ ᶃ

Ŀ ̆ 3ֲ ľ ӥ ֲ Ŀ̆3ֲ

ľ ĿȂ 

6、抗击疫情涌现英模 

Ῑ₮ѿ ΐ ᴪ ᴋ ᴨ ֲ Ȃ

2015 ̆ Ὲ ̆ ᴋ ꜚ ̆

ⱴ ȁ ȁҼ ȁ ҍ

Ḡ ᵬ̆ ₯   ᵬҬ שּׂ Ȃ Ҭ ȁ

Ҭ Ⱳ ԇľ Ŀ̆ Ҭ ȁҬ

24 ľҬ ԓ Ŀ̆ ᴰ ҹľ

ᾢ ĿȂ 

7、扶贫助农贡献力量 

2022 ̆ ᵝ ꜛ ᵝҬ Ҭ

̆ Ḡ ῾֟ ľ Ŀ

ᵬ̆ ҍ ȁ 53 ᴆ̂ Ȃ̃

֟ҙ̆̓̀ ꜛ ҹ̆Ӡ ῐ ᵬ

ⱬ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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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 生培养 相关制度 及执行 情况 

Ῑ └ Ȃ ȁ

ҍ ⱲῈ ץ ҹ Ҥ̆ Ῑ

῏̆ Ҍ Ḡ ᵣ Ȃ ̆ ⱴ

ᴝ ץ̆ Ḡ ᵬ Ҥ └ Ȃ 

（一）课程教学 

ᵝ └̆ ԅ ȁ

Ῑ ᵣ ̆ ѿ ȁ ῤ ȁ

ȁ ȁ ῤ ̆ ȁ

ᴇᵣ ̆ Ḡ ֲ Ῑ Ȃ 

̂1̃ ᵝ ҉ ̆

ⱬȁ ⱬ ⇔ ⱬ Ȃ

╠ ҍᴰ ̕

↕ ₮ ף ץ Ⱶ ᴪ ⇔ ȁ

֟ ᴰ ҍ Ȃ 

̂2̃ᶭ ᴨ̆ל

ҍ ԑꜚ̆ ῙȂɒ ѿ

ҍ ȁ ҍ ȁ

̆ ̆

Ȃ ҹΐ ◐ ҉ץ ȁ ȁ

ҍ ⱬ Ғҙ Ȃ 

̂3̃ ꜚ ץ̆ ꜚ

ӟ ҍ⇔ Ȃ ľ ԑꜚ Ŀ ̆ ῍

׆̆ Ҍ Ȃ 

（二）导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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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ᴝ ȁ  

ᵝ ᶭ ȇ ῏ԍ ᵝ

҉ └ ̂ ̃Ȉ Ȃ ’̆└

ȇ ᵝ ҉ └

↕̂ ̃Ȉ̆Ҥ ҍ҉ ᵬ̆ῃ

ֲ ̆

Ῑ ѿ ᴋֲ ̆ ̆ ԅҒ ̆

ȁ Ȃ Ạ ᵬ̆

₄ ↓ȁ ȁ ̆ ⱴ Ȃḱ №

̆ ̆ ӥ̆ ҉ Ȃ

₄ Ҍ ̆ ⱴ Ȃ2022 ̆

҉ 9ֲ ҉̆

20ֲȂ 

҈ ѿ ̆ ῃᵣҒȁῚ

Ȃ ῤ ҍ ҙ ȁֲ Ῑȁ

҈ ̆ᶭ ľ ᵣ Ŀ

№ Ȃ ̆ ᵝ ᴪ Ҋ

ᵬȂ 

̂2̃ └ ’  

Ҥ ȇ῏ԍῃ

ֲ Ȉ̂ Ȑ2018ȑ1 ̃ȁȇ ף ҙ  

ҹ ‰↕Ȉ̂ Ȑ2018ȑ16 ̃ȁȇ῏ԍ

ҹ Ȉ̂ Ȑ2018ȑ17 ̃ȁȇ῏ԍⱴ

ᵝ Ȉ̂ Ȑ2020ȑ11 ̃ȁȇ

ҹ‰↕Ȉ̂ Ȑ2020ȑ12 ̃̆ץ ȇ

ҙ ľ Ҍ‰Ŀ̂ ̃Ȉ̂ Ȑ2018ȑ8 ̃ 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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ᴋ̆ ҕ ȁֲ ȁᴇṿ

̆ ᶏ ȁ ᴋ ̆ Ạ ҙ Ạ ȁֲ Ȃ

ȇ῏ԍ ѿ ⱴ ᵝ ῃ Ȉ̂

Ͼ2020Ͽ115 ̃̆ ᵝ ȁҬ ȁ

Ώҍḱ ῏ ̆℗ ȂҤ ̆

Ҥ Ḥ̆ץ ᵬ↕̆ ̆

Ҍ ҹȂ ῏ ̆ ֲ ᴋⱵ̆ⱴ ֲ

῏ ̆῏ ҙȁ ҙ ⱬ ẫ ̆ ԑꜚ

└Ȃ 

（三）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 

Ῑ Ȃ ᵝ ꞉

ҍ⌠ Ҭ ץ̆ ⇔ᵬ ⱬȂ

҉ץ90% ԅ ῏ ᵬȂ 

ҙ Ȃ ḱ

№ ̆ Ғҙ ⱬ

ᵝ Ȃҹ Ḡ ҙ ̆ ᵝ ѿ

ȁ ȁ ҩ ̆ ῃ └ Ȃ 

ᵝ ꜜⱬҹ ̆ҹ ӟ ᶫ Ȃ

5 ̆ ᵝ ῍ 200ᵩ҆ᾝ ̆ ԍ ֜

ȁ ȁ ꜚȂ ҹ ᶫľꜛ

Ŀȁľꜛ Ŀ ľꜛ Ŀ ᵝ̆ ױז ᵬ ⱬȂ 

ᵝ ֜ ꜚ̆2022 7 10 ̆ҽⱲľ

ҍῬ —ῃ Ҋ ל Ŀ ̕

2022 9 9 ̆ ᴪҍ

῍ ҺⱲ̆ ȁ ֟ Ҭ

Ⱳ ľ ҍ ̔ ⇔ 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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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Ҋȁῃ ̆ԍ ӥ

ⱳҽⱲȂ ̆ҽⱲԅ 20 ҉ Ҋ ̆

ҹ ᶫԅ Ғҙ֜ Ȃ ֜ ̆ ᵝ

ᴨ ̂ ̃ ӟ̆ ⅞ ľҬ ᵬ

Ŀ̆ⱴ ᵬ֜ Ȃ 

ᵝ ԅ ӟ Ȃ

Ғҙ֜ ̆ ̆ᵬ Ȃ2022 1̆ᵝ

̂ ̃ ҹ ֜ ӟȂ / ῍

⇔ ⅞ 4 ̕ 70ᵩ Ȃ 2022Ҭ

ѿ ȁῃ ⇔

ῤ 50ᵩ Ȃ 

（四）学风教育与管理服务 

ᵝ Ҍ Ȃ ῀ Ғ̆

Ғ ꜚ̆ ̕ Ῑ Ҭ̆

ѿ ῏ Ȃ ᵝ ῃᵣ ľ

Ḥҍ ӥĿ̆ Ȃ 5 ̆

/ ₮ Ȃ 

Ⱶ ̆ └ ḱ ԅȇ

ꜛ ᶛȈȇ ҙ ↕Ȉȇ ꜛ

↕Ȉ ῏ ᴆ̆ץḠ Ȃ ֓└

ꜚԅ ӟ ̆ ӟ Ȃ 

 

四、研究 生教育 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1、优化课程体系 

/uploads/%E8%8B%8F%E5%B7%9E%E5%A4%A7%E5%AD%A6%E7%A0%94%E7%A9%B6%E7%94%9F%E5%A5%96%E5%8A%A9%E5%AD%A6%E9%87%91%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F%BC%88%E8%AF%95%E8%A1%8C%EF%BC%89.doc
/uploads/%E8%8B%8F%E5%B7%9E%E5%A4%A7%E5%AD%A6%E7%A0%94%E7%A9%B6%E7%94%9F%E5%A5%96%E5%8A%A9%E5%AD%A6%E9%87%91%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F%BC%88%E8%AF%95%E8%A1%8C%EF%BC%89.doc
/menu/xzzx/szjy/d_zxdk.htm
/menu/xzzx/szjy/d_zxd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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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ҍ ᵣ ̕

ľ ȁ ȁ Ŀ ҈ ̆ ȁ

̆ ꞉Ṥ ľ ĿȂ 

̂2̃ ᵣ ῏ ̕ ҍ ⇔

ⱬ Ῑӊ ῏ ץ̆ ᵣ ҍ ῏ Ȃ 

̂3̃ ῤ ̆ ̕

ѿᵣ Ῑᵣ ̆ Ȃ 

̂4̃ ľ Ŀ̆ ῃ ȁ

ῃ Ȃ 

2、创新教学内容及方式 

̂1̃ ꜚ Ῑ Ȃ└ Ῑ ̆

Ȃ 

̂2̃ ẫῃ ԋ Ȃ ╠ ̆ ľ +Ғ +

ᵬ Ŀ ꜚ ̆ №ԑ ԑ ̆

└Ȃ 

3、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督查指导 

̂1̃ ҍ ̆ⱴ ḱ

Ғ ̕ ѿ ᵝ ᵀȂ 

̂2̃ ᵝ ╠̆ ֜ ᵝҬ ᵝ

̆ῒҬ 3ᵝҒ ̆ 5

ᵝҒ ̆ ѿ ‗└̆Ҥ ᵝ ԇ ῏Ȃ ᵝ

ľ Ŀ ᵬȂ 

4、持续关注学术前沿 

ץ1̃̂ ҍ ⇔ ⅞ ȁ ᵬ

̂ ̃ ҍ⇔ ̆ ῒ

⇔ ⱬ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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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ȁ ̆

ꜚ֟ ѿᵣ Ȃ 

̂3̃ ᾴ ῏ ᴪ ̆ ⇔ ꜛⱬᴨ

ᴰ ᴰ ҍ ȁ Ԋҙ̆ Ҭ

Ῑ ᴪ ᴋ ⇔ ⱬȂ 

（二）科学研究 

ᵝ ῃ ȁ Ⱶ ᴇȂ

Ғ ȁ ҍ ⇔ ⅞ ȁ ᵬ ̂

̃ ̆ ⇔ ⱬȂ2022 ̆

⇔ ⅞ 4 ̆ 2022 ᴨ

1 Ȃ ̆ ᵝ 2022

1 Ȃ ̆ CSSCI ℮

26 ̂ ҹ ѿᵬ 23 ̃̕ SCI(E)ȁEI ℮

2 ̂ ҹ ѿᵬ 1 ̃̕ ҉ץ ℮

40 ᵩ Ȃ ̆ ᾢ ľ ῃ

Ŀ2022 Ҭ ѿ ȁῃ

⇔ ȁľ2022 IF Ŀľ Έ ῌ

— ᴨ ᵬ Ŀľļ Ľ— ԓ

ᵬ Ŀľļ ף ¥ Ľ ȁ

ᴨ ᵬ Ŀ ԊҬ ѿ ȁԋ 10 ᵩ ̆

ѿ ȁԋ 40ᵩ Ȃ 

（三）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ᵝ ҹᾢ ̆ ̆

╠ ̆ € ῒ ȁ ╠ ̆

ԅ Ȃ ῃⱬ ꜛ ȁ

ᵀȁ └ ץ ֲ ᵬ̆ ⱬ ԅ Ԋ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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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ᵝ ҍ ᵬ̆ ҽⱲ ̆

ᴰ Ҭ ᴨ ᴰ ̆ ֲ ᴧ ҹ̆

Ạ₮ Ȃ2022 ̆ ῃ ȁ

ᴰ ֲ ᵬȂṢꜛᾢ ᵣ

̆ ȁῃ ᵝȁ ᾝ ̆ ̆

ԅ 10҆ ץ̆ 80G ȁ ̆ Ḇ

ȁ ᴰ Ḡ ΐ № ℗ ӈ̆

Ӟ ҍ ֟ᴰ ֲ ΐ

ӈȂ ҍ Ҭ ᴰ ̆

Ԋ ̆ ⇔ ῒ ᴇṿף ҹ̆

ᶫ ⱬ ⱬ Ȃ ȇ

ᴰ ֟ᴰ Ȉ̕ ȇ

ľ Ŀ ⇔֟ Ȉȁȇ ֟ҙ

Ҝ ֟ҙ Ȉ ≠ ̕ ľ ᴰ

ᴰ Ŀ ԋ Ȃ

⇔ᵬȁҽⱲ ̆

ᴪ ᴇȂ 

（四）国际合作交流 

̆ ᵝ ῤץ ᵬ̆ ȁ῍ ԅ

10ᵩҩ ̆ҽⱲ ῤ 20ᵩ ̆

⇔ Ⱶ ᵬ̆ ᴪ Ȃ ֓ ҹ

ᵝ ⇔ ᴪ Ⱶ ԅ Ȃ 

ᵝ ᴨ ̂ ̃ ӟ̆

ᵬ ̆ ≠ⱴ῀ľ ҍ ᵣ ̂Cum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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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训练是设计学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方式。学位点鼓励研究生参与到导师的科研和实践项目中，以提高研究水平和实践创作能力。有90%以上的学生承担了导师各类项目的相关工作。
	研究型成果是设计学研究生学业的重点。设计学硕士研究生在修完规定课程和获得规定学分的同时，还必须完成专业实践能力展示和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为确保毕业论文质量，学位点统一组织论文开题、预答辩、正式答辩等多个环节，并实行全盲审制度。
	学位点努力为研究生拓宽经费渠道，为研究生的学习提供支持。近5年来，学位点共调拨200余万元经费，用于支持研究生的学术交流、设计实践、调研采风和参展参赛等活动。同时为研究生提供“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锻炼他们的实践工作能力。
	学位点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2022年7月10日，举办“发端与再造—全球视野下的设计发展趋势探讨”国际研究生学术论坛；2022年9月9日，由江苏省艺术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与苏州大学共同主办，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苏州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地域性与国际化：文创设计的新探索”国际研究生学术论坛，采取线上线下、全程同步直播的形式，于苏州大学炳麟图书馆报告厅成功举办。同时，举办了近20场各类线上线下学术讲座，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专业交流平台。在对外交流方面，学位点持续选拔优秀研究生赴国（境...

	（四）学风教育与管理服务
	学位点对学风建设常抓不懈。研究生在入学教育期间，专门安排学风教育专题活动，强化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在培养过程中，由德政导师对学生进一步展开相关教育。学位点要求全体学生签署“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承诺书”，并由导师签字。近5年来，未发现设计学博/硕士研究生出现学风违纪现象。
	在管理服务方面，近年来我校制订或修订了《苏州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条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苏州大学助学贷款管理细则》等有关文件，以保障研究生的各项权益。这些制度的实施调动了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校学生的学习满意度高。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1、优化课程体系
	（1）构建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的课程体系；积极推进高水平研究成果“进课程、进实验、进教材”的三进策略，开展项目式、研究式和讨论式教学，鼓励倡导“研究型设计”。
	（2）建立课程体系的逻辑化关系；强调课程与研究生研究及创新能力培养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课程体系与学科建设的逻辑关系。
	（3）强调教学内容的开放性，课程框架的可持续性；持续推进硕博课程贯通和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打造在线精品课程。
	（4）每年申请开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逐步实施全课程、课程全过程的课程思政建设。
	2、创新教学内容及方式
	（1）推动跨学科培养的课程教学模式。制定跨学科培养方案，组织跨学科团队开展课程教学。
	（2）建立健全第二课堂。立足学科前沿，建设“讲座+专题+工作坊”的动态化教学模块，实现学分互换互通，并逐步形成开放的选课机制。
	3、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督查指导
	（1）持续开展日常课堂教学督查与课程教学测评，加强必修环节专项督查；每年进行一轮学位核心课程质量评估。
	（2）研究生学位论文在答辩前，均提交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文盲审平台进行评审，其中硕士论文需3位专家评审，博士论文需5位专家评审，实行一票否决制，严把学位授予质量关。并开展学位论文“回头看”暨自查自纠工作。
	4、持续关注学术前沿
	（1）以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国际设计工作坊和高水平设计（学科）竞赛激发研究生学术热情与创新意识，提升其科研和实践创新能力。
	（2）构建跨学科、国际化教学研究平台和研究生实践基地，推动产学研一体化。
	（3）聚焦党和政府关注的社会问题，组建创新实践团队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扶贫事业，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的社会责任和创新能力。

	（二）科学研究
	学位点对研究生科学研究实行全过程管理、服务和质量评价。通过专题实践、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设计工作坊和高水平设计（学科）竞赛，系统提升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2022年，研究生获批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4项，获得2022年度苏州大学优秀硕士论文1篇。同时，学位点获批2022年度苏州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奖培育项目1项。在科研方面，在校研究生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26篇（研究生为第一作者23篇）；被收录SCI(E)、EI期刊论文2篇（研究生为第一作者1篇）；在省级以上的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三）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四）国际合作交流
	（五）教学科研支撑与实践平台
	近五年来，学位点坚持“教学相长、研学互动”，深化开放合作，实现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集群与交叉优势，多维度搭建跨学科、国际化培养平台，组建、共建了10余个研究和创新研发平台、研究生工作站，推动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协同创新和艺术实践工作。2022年，为贯彻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落实国家有关数字文化产业的方针和政策及国家文化数字大数据建设体系的部署，推进数字经济格局下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构建数字艺术、科技艺术的产业生态体系，打造数字经济时代文化艺术新型基础设施以及...

	（六）质量保障
	1、学位点根据学科的特点，构建了目标明确、特色鲜明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具有完整的课程教学管理、考核和评价体系，为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奠定了基础。
	2、注重导师队伍水平保障，学校设有导师学院，并实行“逢招生、必申请”的导师上岗招生申请制。导师队伍的培训、考核等方面制度健全，规范有效。
	3、构建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的课程体系；积极推进高水平研究成果“进课程、进实验、进教材”的三进策略，鼓励倡导“研究型艺术实践” 鼓励研究生参与到导师的科研项目中，以提高研究水平能力。近5年来，有90%以上的学生承担了导师科研项目的相关工作。
	4、制定并实施《苏州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实施方法》《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管理办法》《苏州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等条例，在研究生在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各个阶段都加强考核，建立“逐年考核、逐步分流”的全程制度。学位论文答辩前通过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盲审平台送三位专家进行质量审核，审核结果与学生毕业、导师招生挂钩。
	5、制定实施《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实施细则》等系列文件，成立研究生教育督查与指导委员会，围绕研究生教育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开展督查指导，确保培养质量。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的通知》(学位〔2020〕25号)、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开展2020-2025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苏学位办〔2021〕3号)，以及学校研究生院相关通知精神，实现本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特制定本评估方案。苏州大学制定了《苏州大学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成立了以艺术学院院长姜竹松教授为组长的学院评估工作领导小组，设计学学位点成立了以学科带头人李超德教授...
	第一阶段工作是对学位点授权点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检查，根据办学定位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从目标定位、研究方向、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基本信息的调查和分析，真实、准确地考察学位授权点的目标达成度；第二阶段选聘外单位同行专家对学位点进行评估；第三阶段是根据专家意见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持续改进计划。
	目前学位点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现代设计理论研究以及强化学科特色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学院严格按照研究生培养、盲审、答辩、抽检等相关文件要求开展学位论文的选题、中期、送审、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2022年度，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未发现存在问题的学位论文。

	六、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方面继续引进高水平师资，特别是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较强设计能力的中青年专家，进一步优化设计学导师队伍的学缘结构和年龄结构；同时，加大对现任教师在教学、研究和设计实践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资助教师展开高层次的访学、学术交流和设计展览（竞赛）等活动，鼓励教师开展立足于设计学研究前沿的科研创新工作。

	（二）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设计人才培养需要国际化视野，因此，学位点将进一步加大国际交流力度，与国外一流艺术院校展开密切合作，推进卓越设计人才培养计划；同时，始终关注设计前沿发展动态，在传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勇于改革创新，努力探索更具先进性和前瞻性的设计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精湛的设计才能的优秀人才，在国际国内重要展赛、省优博/优硕论文上取得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