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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文化古城、 世界瓷都景德镇，
矗立着一所办学特色鲜明、 陶瓷学科专
业门类齐全的多科性大学———景德镇陶
瓷学院。 学院担负着传播中国陶瓷文化、
振兴中国陶瓷产业的重任。 该校已成为
世界陶瓷文化交流基地， 陶瓷文化与陶
瓷艺术、 陶瓷工程领域教学、 科研与文
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中国陶瓷产业复兴
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基地。 培养了一
大批令人敬佩的陶瓷艺术家， 其中全国
陶瓷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三分之二以
上是该校毕业生。

今年7月11日， 国家学位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正式批准景德镇陶瓷学院为博
士学位授予单位，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设
计学两个学科获批成为博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 标志着学校在建设国内外有影
响的特色名校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性的
重要步伐。

日前 ， 笔者探访了这所 有着 中国
“陶瓷黄埔” 之称的学校。

陶瓷黄埔：
支撑陶瓷工业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

景德镇陶瓷学院是全国仅有的以陶
瓷为特色的多科性高等学校 ， 被誉为
“陶瓷黄埔”， 是我国陶瓷行业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 文化传承、 国际交流的重要
基地。

学校前身是1910年创办的中国陶业

学堂 ， 历经1927年江西省立陶业学校 、
1947年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的变迁 ，
1958年组建为本科高校。 曾隶属于原国
家轻工部门， 1999年后中央与地方共建、
以江西省管理为主。 1984年成为硕士学
位授予权单位， 是全国首批自主招收艺
术类本科生和有资格招收享受中国政府
奖学金攻读硕士、 学士学位留学生的高
等院校之一。 2009年，学校被国家学位委
员会备案 、 江西省批准为 “2008-2015
年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 材料科
学与工程、 设计学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立
项建设学科。

近年来， 陶瓷学院秉承 “崇德尚学、
陶冶成器” 校训精神和 “脑手并用、 科
艺结合 ” 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办学传统 ，
加大了教育教学改革与试点力度 ， 以
“开拓创新思维、 培养新世纪创新人才”
为目标， 不断完善教育教学科研奖励机
制， 鼓励教师和教育教学管理人员积极

投身于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在全省高校
中率先实施了本科生毕业设计 （论文 ）
盲审制度， 提高了毕业设计 （论文） 的
质量。

学校积极探索地方工科院校行业特
色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 ， 组织实施了
“地方工科院校行业特色应用型人才培
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改革试点， 培养
更加适应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学校现已成为
我国面向行业的艺与工结合的高层次艺
术设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学校围绕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 社
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大任务， 坚持
特色办学，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立足陶
瓷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 以科技创
新引领陶瓷工业发展， 是景德镇陶瓷学
院的办学宗旨和不懈追求。

学校依托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批平台， 致力于传统
陶瓷与高技术陶瓷产业的前沿、 共性和

关键技术的研发。 在一支结构合理、 治
学严谨的高水平学科队伍的引领下， 学
校在陶瓷材料与工程、 陶瓷材料物理与
化学、 信息功能陶瓷和环境陶瓷材料等
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 “纳米修饰陶瓷
膜”、 “大规格超薄建筑陶瓷砖” 等一批
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陶瓷新材料、 新技
术应用于陶瓷行业， 促进了陶瓷行业的
节能减排和优化升级。

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的高
性能低膨胀陶瓷材料是学校众多科技成
果中的杰出代表。 高性能低膨胀陶瓷材
料因具有高抗热震性和耐高温性， 被广
泛应用于国防安全和国民经济建设领域，
受到国际材料界的长期关注。 为改变我
国相关产品完全依赖进口的现状， 学校
攻坚克难， 对陶瓷原料、 配方和工艺进
行深入研究和反复试验， 终于研制出蜂
窝陶瓷、 超耐热陶瓷煲等具有我国知识
产权的高性能低膨胀陶瓷材料， 推动了

我国高性能低膨胀陶瓷材料产业的形成。
学校立足行业需求 ， 大力构建科技创

新平台。 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等一批国家、 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面向行
业提供技术研发、 标准化与检测 、 人才培
训等服务， 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 深化产
学研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与著名建
筑陶瓷产地———广东南庄镇合作 、 在佛山
建立了华夏建筑陶瓷研究开发中心 ， 被科
技部确认为 “国家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力促
进中心”。

理论与实践结合， 教学与科研结合， 是
学校秉承的人才培养理念。 学生在课堂之
外， 大量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 学校毕业生
动手实践能力强， 已成为行业共识。 大批优
秀毕业生走向各大产瓷区， 成为支撑陶瓷工
业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 由校友创办的欧神
诺、 箭牌等一批知名陶瓷品牌享誉国内外。

近年来， 学校积极牵头组建产学研联
盟， 与地方政府、 陶瓷企业、 科研院所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 近200项科研成果成功转化
为生产力 ， 累计实现经济效益近百亿元 。
2009年， 学校荣获首届 “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奖”。

陶瓷院现象：
引领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方向

特色是景德镇陶瓷学院与生俱来的品
质。 长期以来，学校以弘扬中华陶瓷文化、振
兴中国陶瓷工业为使命，坚持“植根行业、服
务地方、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充分发挥基地
办学优势，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学科专业、
科学研究、 艺术创作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逐
渐积累、改革创新，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独特
的办学特色，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相
对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陶瓷艺术与文化源远流长。 发展陶瓷艺
术， 弘扬陶瓷文化， 是景德镇陶瓷学院肩负
的神圣使命。 这座建筑与山水完美结合的美
丽校园， 因陶瓷而散发出独特的艺术灵气与
魅力。

学校突出 “设计艺术和陶瓷工程 ” 优
势， 注重艺工并重、 艺工商交融 ， 打造了
“艺术设计与陶瓷文化、 陶瓷材料工程与机
械、 经济与管理” 三大学科群， 形成了独特
的陶瓷艺术设计与创作、 陶瓷材料与装备、
陶瓷文化、 古陶瓷研究、 陶瓷经济与管理等
完整的学科体系。

学校设计学学科是江西省首批示范性
硕士点和江西省首个设计艺术学硕士点 ，
该学科会聚了以秦锡麟、 周国桢等著名陶
瓷艺术家为代表的学科队伍， 致力于中华
陶瓷艺术与文化的挖掘、 整理和理论创新，
在继承青花、 斗彩、 古彩、 粉彩、 颜色釉
等传统陶瓷技艺的基础上， 注重材质 、 工
艺 、 造型和装饰等方面的创新 ， 开创了
“现代民间青花”、 “陶瓷综合装饰”、 “现
代瓷绘艺术” 和 “意象墨彩” 等陶瓷艺术
新的表现形式 ， 创作了大量的民族瑰宝 。
300余件作品被国内外著名博物馆、 美术馆
收藏， 200余件作品在全国美展等重大评比
中获奖， 擎起了中华陶瓷文化复兴的学院
派大旗 ， 引领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方向 。
多年来， 学校人才辈出， 培养的大批陶瓷
艺术家引起国内外艺术界的关注 ， 无形中
形成了一种 “陶院现象”。

在繁荣陶瓷艺术创作的同时， 学校积极

推进艺术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大力彰显艺术
设计特色。 先后为国家制作了世博会、 中博
会等纪念礼品瓷， 为企业设计开发新产品上
百种， 为北京、 上海、 南昌等多个城市进行
了大型环境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研究所， 集
设计、 科研、 教学为一体， 成为对外交流与
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桥梁。 2011年， 学校与
江苏省常州市开展产学研合作， 承担了常州
天宁宝塔瓷佛殿的设计任务。 艺术设计团队
通过综合运用环境艺术设计、 动漫、 工业设
计等多种设计形式， 将青花、 粉彩、 斗彩、
古彩、 影青、 薄胎、 颜色釉、 玲珑瓷等多种
传统和现代工艺与佛教文化完美融合， 受到
了社会广泛赞誉。

陶瓷艺术与陶瓷文化传播一脉相承。 学
校率先提出 “景德镇学” 研究， 在海内外学
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学校承担了建国以来
国家文化建设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中华
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 的编撰任务，
是江西省仅有的担任 《中华大典》 主编的单
位。

学校十分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 定期举办各类艺术及设计大赛， 开
拓学生视野， 提升学生艺术素养。 学生在国
内外大赛中屡创佳绩， 囊括了被誉为 “设计
界奥斯卡奖” 的德国红点国际设计大奖、 IF
国际设计大奖、 W3世界卫浴设计大奖等重
大奖项。

立足国内， 走向世界。 学校与美国、 英
国、 加拿大、 芬兰、 韩国等20余个国家的高
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 构建了中国陶艺国
际夏季进修学院等学习交流平台， 与包括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陶艺学会， 美国陶艺教育委
员会、 欧洲陶艺协会等在内的世界各大陶瓷
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举办了 “国际陶
艺教育大会”、 “高技术陶瓷国际论坛” 等
重大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成为世界陶瓷工
程、 陶瓷文化、 陶瓷艺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要
基地。

特色发展：
建设国内外有影响的特色名校

学校坚持以弘扬中华陶瓷文化、 振兴中
国陶瓷工业为使命， 不断创新教育理念、 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 并将其转化为实际保障人
才培养质量的措施和手段， 人才培养质量不
断提高。

长期以来， 学校坚持 “脑手并用、 科艺
结合” 人才培养理念， 在重视智力因素的同
时注重非智力因素， 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与

思考能力、 知识应用与工程实践能力、 科学
研究能力、 创新与开发能力、 适应能力和沟
通能力， 经过大学培养， 该校毕业生不仅具
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而且社会适应能力强，
深受社会欢迎。 近年来， 本科生和研究生就

业率一直在省内高校名列前茅， 大学生每年
在国家及省部组织的各类竞赛中均取得较好
的成绩， 硕士学位论文全部盲审， 2011年
学校硕士学位论文抽审全部获省优秀， 每年
均有研究生考上清华大学、 中科院、 中央美
术学院等国内著名大学、 院所的博士研究
生。 一大批毕业生已成为陶瓷业界著名的艺
术家、 企业家、 科技领军人物， 其中， 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 （陶瓷类）、 中国陶瓷设计艺
术大师、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近三分之二以上
毕业于该校。

学校通过培养和强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意识， 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创业设计教育，
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大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
培养大学生的团队精神与协作意识等手段不
断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近年来， 研究生
全部参与了导师的科研创作项目， 自主申请
科研项目的数量逐年增加； 材料学科研究生
在 《 Journal� of�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无机材料学报》、 《硅酸盐学
报》 等国内外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29篇。 以该校学生为主构建的大学生创业
基地———乐天陶社， 成为全省首批创业示范

基地； 学生自主创业就业率在全省高校始终
名列前茅。

学校充分依托景德镇基地办学、 与行业
高度契合、 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等优势构筑
了一大批高水平产学研合作平台和公共服务
平台， 并建立一个并列于理论教学体系的相
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 通过教师作品演示
与评析、 学生深入科研生产一线跟班实习等
手段培养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紧扣地方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需求， 依
托千年瓷都景德镇基地办学的优势， 面向行
业， 深化产学研合作， 进一步打造好人才培
养特色、 学科专业特色、 科学研究特色和艺
术创作特色， 提升百年办学的历史品牌， 实

现学校新的跨越发展。
近年来， 景德镇陶瓷学院共为两千多家

企业提供了上万项检测服务、 质量控制依据
及评估， 在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拓展海外市
场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整理归口国家标准
47项、 行业标准54项。 为陶瓷行业企业举
办了7期知识产权培训班 ， 培训人员超过
600人次。 2009年学校获得首届 “中国产学
研合作创新奖”。 2011年国家日用及建筑陶
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 “第五届中国技术市
场协会金桥奖先进集体” 称号。

2009年学校获全国美展金奖1项、 铜奖
1项， 实现了江西省新中国以来全国美展金
奖零的突破。 2009年， 学校代表国家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成功举办 “中国景德
镇陶瓷艺术展”。 2011年， 参加法国卢浮宫
第17届国际文化非遗展， 承办了世界陶瓷
城市市长峰会国际文化论坛、 中国中部设
计艺术教育国际论坛。 2012年， 在第八届
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
成功举办了 “景德镇陶瓷学院师生作品
展”； 成功举办了中国、 非洲与阿拉伯国家
间陶瓷艺术与景德镇学交流活动和古陶瓷
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 在英国剑桥大学博
物馆成功举办 “中国白金———景德镇当代
陶瓷艺术展”。 2013年学校教授冯林华作为
我国首位在国家博物馆举办陶瓷艺术专场
展的艺术家， 举办 “意象墨彩·泥火天成”
陶瓷艺术作品展， 并开创了我国一项新的
陶瓷艺术门类。

正是学校坚持了特色发展战略， 才使学
校成为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跻身于江西高
等教育首个方阵；拥有了稳固的行业地位；赢
得了中国“陶瓷黄埔”与“陶院现象”的美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景德镇陶瓷学院
将继续遵循“引领行业、服务地方、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发展理念，秉承优良办学传统，
团结拼搏、创新进取，实现从教学型大学向教
学研究型大学转变， 加快把景德镇陶瓷学院
建设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特色名校。

（天风 计颖）

建设国内外有影响的特色名校
———景德镇陶瓷学院特色办学纪实

这是一片神奇的热土。 千年来， 熊熊不息的窑火锤炼了土与火的艺术， 造就了悠
久灿烂的陶瓷文化。 “白如玉、 明如镜、 声如磬、 薄如纸” ———景德镇陶瓷的温润柔
和、 精巧细腻被这12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学校在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喜获一金一铜

国外艺术家来校与师生进行艺术交流 陶艺课上老师正在指导学生拉坯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艺术创作

科研人员在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做实验

学校隆重举行硕士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