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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ľ0813 Ŀѿ ԍ 2015 ̆ԍ 2017

Ȃΐᵣ Ῑ ᵝҹ ̂ ľ Ŀ̃Ȃ

ᴑ ᵬⱲ ԋ ῈⱲ ̆ ȁ

ңҩѿ ̆ ҍ ῒ 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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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Ḥ ̔ΐ Ῑ ̆ ȁ

Ḥ ΐ̕ Ҥ ᵬᵬ שּׂ ̆ Ȃ 

2. ᵝ ‰ 

└ҹ 3 ̆ ӟ Ҍ 5 ̆ Ҍ ԍ 30ҩ

№ȂῒҬῈ῍ 9 №ȁ ᵝ Ҍᵞԍ 16 №ȁ ᵝ ḱ Ҍᵞԍ

2ҩ №ȁ ḱ Ҍᵞԍ 3ҩ №Ȃ 

1̃ ᵝ ̔ ᵝ Ҋ ȁ ῒ׆

Ԋ ⇔ ⇔ ̆ ץ ҹῤ Ώ ȁᵬҹ ₮

ԇ ᵝ Ȃ ᵝ ̆ ᵣ

ȁ ‗ ⱬ̆ ΐ ѿ ⇔ ̆

₮ ῃ ⌠ Ῑ ̆ ̆

Ȃ ѿ Ҍ ԍ 3҆ Ȃ ᵬ Ҍ ԍ 1 Ȃ

ȇ ᵝ Ȉ Ȃ 

2̃ Ḡ ̔ └ȁ ̆ № └Ȃѿ

Ȃ Ạ⌠ ꜚ ȁҤ ̕ Һ ̆҈ ̕

ᵣ ῏̆Ҍ Ȃԋ Ҭ ῃ ȁԋ └Ȃԋ

Ҭ Ҍ⌠ᵝȁ Ҍ⌠ Ῑ ↕ ῒ ѿ Ȃ

҈ ҙ ῃ ԅľ -Ҭ - - - - - ᵝ

ᴪ ȁ Ŀ └ Ȃ 

3̃ ̔ ᵝ ҍ ᵝ ῏

̆ ȁ ꞉ȁ Ғ≠ץ ᵝ ᴪ ῒז

̆ ȇ ῏ԍ ȁ ᵝ Ȉ Ȃ 

4̃ ᵝ ԇ ̔ ᵝ └Ȃ Ῑ ⅞

̆ḱ №̆ ᵝ ̆‰ԇ ҙȂ ᵝ ԇ ₮

ᵝ ̆ΐᵣ ȇ ȁ ᵝ ԇ ᵬ ↕Ȉ Ȃ 

ᵝ ԇ ᵬҤ ȇ ᶛ̂ Ȉ̃ȇ

ᶛ̂ Ȉ̃ ῏ ᶛ ̆Ҥ Ῑ ᵝ

ᵝ№ ̆ ᵝ ᴪ ң └ ̆ ҙ ҍ ᵝ

№ └ ̆ Ḡ ᵝ ԇ Ȃ Ῑ Ҭ ԅҒ

Һ Ῑ Ҥ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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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Ῑ  

ѿ 5 ҩҺ ̆

̔ ῒ ȁ ҍ ֟Ḡ ȁ ῒ ȁ ȁ

ῤ ῒ ̆ ғ ῒ ȁ ҍ ֟Ḡ ȁ ῤ

ῒ 3ҩ ҉ ѿ Ȃ 

1̃ ῒ ̂ ֲ / ̃̔ ץ ҹᶭ

̆ ף ῒ ̆ ҍ ף ̆῏

Һ ҍ ̆ Ӡֲ

ҍ ȂҺ Ὲ̔῍ ȁ ȁ Ȃ 

2̃ ҍ ֟Ḡ ̂ ֲ / ̃̔ ῤ

╠ ̆ ֜ ץ̆ ҹ ̆

֟Ḡ ȁ Ḡ ҍῬ ȁ ҍ Ȃ

Һ ̔ Ḡ ҍῬ ȁ ֟Ḡ ȁᴰ Ȃ 

3̃ ῒ ̂ ֲ / ̃̔ ῏ Ҭ Ҋ

ȁ ץל ҳ ̆

֜ ̆ Ӡѿᵣ ҍ ȂҺ

̔ ȁ֟ ȁӠ ῐ Ȃ 

4̃ ̂ ֲ / ̃̔

̆ ῤ ╠ ̆ Ҭ ҍ

̆ ῒ ΐ ᵞ ȂҺ

̔ ȁ ȁ Ȃ 

5̃ ῤ ῒ ̂ ֲ / ̃̔ ҍľ

Ŀ ֟ ᵬ̆ ῤ ╠ ̆ ҍ

̆ ҍ ֜ ̆ ף ῤ ҍ

ȂҺ ̔Ὲ῍ ῤ ȁ ҍ ȁ ῤ

ҍ Ȃ 

 

（二）学科建设情况 

ѿ ̆ҍ Ғҙȁ ҍ

ῒ ԋ ̆∆ ԅ ȁ ȁ ѿᵣ ֲ Ῑ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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ȁ ȁ ᵬ Һ ꜚȂ ḱ ꜚ̆ ԅ

ֲ Ῑ ⱬ̆ ֲ ⱴ ̆ ԅ Ȃ 

ץ ҒҙҹҺ̆Ὶ Ӡ ⅞ ȁ Ḡ

Ғҙ Ȃ ᾧ ȁ ң Ȃ

Ғҙ ⱬ ץ̆ פ ̆ № ̆

Ҍ Ȃ Ҭ̆Ҥ ῏ ҍ ̆

Ῑȁ ȁ ⱬȁ֜ ⱬ ҍ ⱬȂ 

2. ’ 

88 ̆№ ῒ ȁ ҍ ֟Ḡ ȁ

ῒ ȁ ȁ ῤ ῒ ԓҩ Ȃ 

表 1 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统考招生报录比与在校生人数 

报考人数 统考录取人数 报录比 在校生人数 

175 27 6.5:1 88 

3. ᵝ ԇҍ ҙ ’ 

2021 ҙ 14 ̆ ԇ ᵝ 13 ̆1 ̂ ̃̆ ҙ

ҙ ҹ 100%Ȃ ᵝ ֲ Ῑ ԍ ҈ Ӡ ̆

ꜛⱬԅ ̆ ῤ ҙ 70%Ȃ ҙ ҙ ᵝҬ

ᵝ̂7.7% ȁ̃ ᴑҙ̂23.1%̃ ᴑҙ̂53.8%̃ Ȃ 

表 2 2021年建筑学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 

（一）就业概况 

年度 
学生 

类型 

毕业

生总

数 

授予

学位

数 

就业情况 
就业人数及

就业率 协议和合同就业

（含博士后） 

自主

创业 

灵活

就业 

升学 

境内 境外 

2021 硕士 14 13 13 0 0 1 0 14(100%) 

（二）主要就业去向 

类型 就业单位/就读院校（填写人数最多 5家单位的人数及比例） 

就业 

（不含升

学） 

苏州金螳螂建

筑装饰股份有

限公司 

中建中原建筑

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上

海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

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 

连云港职业

技术学院 

人数及比例 2(15.4%) 1(7.7%) 1(7.7%) 1(7.7%) 1(7.7%) 

（三）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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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类别 高等教育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三资企业 

签约人数 1(7.7%) 3(23.1%) 7(53.8%) 2(15.4%) 

（四）签约单位地域分布 

单位地域 本省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境外 

签约数 9(69.2%) 2(15.4%) 2(15.4%) 0 0 

说明：“东部地区”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

东、海南等 11个省级行政区；“中部地区”指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等 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指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 12个省级行政区；已在“本省”统计的人数，不在“所

在区域（东部、中部、西部）”重复统计。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ᵝ 28ֲ̆ῒҬ ᵝ 89%̆ΐ ѿ

҉ץ 82%̕ 11 ֲȁ◐ 17 ֲ̕45-60

12 ֲ̆45 Ҋץ 16 ֲ̕Ғҙ Ҭ 64.3%̆ Ӡ ⅞ 14.3%̆

10.7%̆ 10.7%Ȃ ᴝҬΐ

Ғҙ ᴪ 1 ȁ ῤ № ᴪ◐Һᴋ 1 ȁ ֲ

⅞Ғ 1 ȁ סּ 1 ȁ ֲ ⅞Ғ 5 Ȃ ľ

ῒ Ŀľ ῤ ῒ Ŀľ ҍ ֟Ḡ Ŀľ Ŀľ

ῒ Ŀ5ҩ ԅ ᵣ Ȃ 

Ὶ 8 ̂ 7 ̆◐ 1 ̃̆ 45-55 ӊ ̆

ῒҬ 2 ȁ2 ῤľ ѿ Ŀ ȁ4 ῤѿ

̕ 2 ῀ ֟ҙ ȂῚ ΐ ү ̆

ԅ Ȃ 

表 3 研究生导师总体概况（校内） 
专业技

术职务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5岁 

46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人数 

具有境外

经历人数 
外籍教师 

正高级 11 0 1 5 3 2 10 9 1 

副高级 17 2 13 1 1 0 15 13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28 2 14 6 4 2 25 22 1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人数（比例）  导师占任课教师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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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人（100％） 28/40（70%） 8/40（20%） 

注：1.“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

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一年以上。2.“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担任导师/博导人员。3.任课教

师包括建筑学一级学科的 28名校内导师和相关课程任课教师 12名。 

表 4 学科各研究方向研究生导师队伍概况（校内） 

序

号 

研究

方向 
带头人 带头人简介 近几年主要成果 主要成员 

1 

建筑

设计

及其

理论 

吴永发 

教授/博导 

全国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委

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

理事、《中国名城》杂志主编，

获全国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

安徽省工程设计大师、中国青

年建筑师奖、中国建筑教育

奖、“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等

荣誉。 

科研项目国家及省部级21

项，著作8本，核刊论文50

余篇，专利3项；国家标准

1项；获中国勘察设计协

会、中国建筑学会等省部

级以上奖励近10项。 

申绍杰（正高） 
戴叶子（副高） 
孙磊磊（副高） 
夏正伟（副高） 
叶  露（副高） 
张玲玲（副高） 
罗  辉（副高） 

2 

历史

建筑

与遗

产保

护 

吴尧 

教授/博导 

亚洲遗产管理协会会员、澳门

遗产学会理事、中国古迹遗址

保护协会会员、澳门思路智库

监事、国自科基金建筑学专业

评委，获中国装饰设计奖等多

项大奖 

科研项目国家及省部级6

项，著作5本，核刊论文25

篇；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等奖项多项。 

陈  曦（副高） 

潘一婷（副高） 

汤晔峥（副高） 

张  靓（副高） 

3 

城市

设计

及其

理论 

周国艳 

教授/博导 

住房与建设部城市设计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国外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英

国皇家城镇规划学会会员

(RTPI)、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

理事(WACA) 

科研项目国家及省部级11

项，著作7本，核刊论文33

篇；主持重要规划项目40

余项；获“华夏建设科学

技术奖”等省部级以上奖

项多项。 

汪德根（正高） 

王  雷（正高） 

雷  诚（正高） 

毛媛媛（副高） 

陈培阳（副高） 

4 
建筑

技术

科学 

沈景华 

教授/博导 

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中国建

筑学会绿色建筑学术委员会理

事、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兼职教

师，曾任德杰盟（GET-

Design）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 

科研项目国家及省部级9

项，著作5本，核刊论文41

篇；专利23项；参与国家

标准制定1项；主持重要设

计项目10余项；获省部级

以上奖项多项。 

余  亮（正高） 

田  真（副高） 

吴  捷（副高） 

徐  刚（副高） 

徐俊丽（副高） 

王  彪（副高） 

5 

室内

设计

及其

理论 

王琼 

教授/硕导 

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设计艺术

委员会委员、全国建筑学专指

委室内设计教工委副主任委

员、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设计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装饰界凤凰

奖之最具影响力设计人物、中

国建筑装饰设计领军人物。 

各级科研项目4项，著作4

本，核刊论文19篇；主持

完成多项国家级工程项

目；获“APDC亚太设计大

奖赛金奖”等国际国内奖

十余项。 

张  琦（正高） 

刘志宏（副高） 

陈卫潭（副高） 

汤恒亮（副高） 

  



 

 8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1:200 ᶛ ̆ Ғ 5 Ὶ̆ 2 Ȃ

Ғ ҉̆ ῃ ԅῚ Һᴋ̆

ѿ ᵬᶛᴪȂ ȁ Һᴋ № ȁ Ῑ̆ ⱴ Ғ

̆ Ῑ̆ ҙ ⱬȂ ̆ Ҭ ᾴ ᵬҹ

ᴝ ᾟ̆ ҽⱲľ ╤ ⅞Ŀȁľ Ŀ ̆ ⇔ᴨ

ꜚⱬ ⱬȁ₀ ⱬȂ 

 

（二）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教育 



 

 9 

̆ ̆ ⱬ Ῑ ᶏ

̆ ꜚ ӥҍ ֲ ȁҒҙ ҍ Ȃ 

4̃Ạ ᴪ ꜚȂ ̆ ᴪ ̆ᶭ

Ḡȁ ȁ ȁ Һ ү Ғҙ

Ὲ ꜚ̕ᴰ ⇔ ľ Ŀ ȁ ȁ

ꜚ̆ ꜚ ᵣ Ꞌῃ ̆

Ҭ ̆ Ҭ Ȃ 

 

（三）校园文化建设 

1̃ ҍ ᵣ ꜚ̆ үȂץ ᾣ

₮Ҭ ץ̕ ẫ ᵣ ꜚҬ∆ Ȃ ԅ

ᾴ 100 ԋ ᾴ ᴨ ̆ ᴪ

ҹ 2020-2021 ᴨ № ᴪȂ 

2̃ᶭ ľ ᴪĿῈᴧ ̆ԑꜚ Ȃ ↓

ꜚ̆ ᵈ Ғҙ ̕ ᾝ ȁ ҙ ȁ ꜚ̆

ү ᵩ ̕ ȁ ῃ ῏ ̆

ῃ Ȃ 

3̃ ҽⱲ ̆ Ȃ ᵬҹ Ῑ

ⱬ ꜚ ׆̆ 2017 ׂ ҽⱲԅ 8 ̆

ү ꜚӊᵩ̆ ץ ҹ ֜ ȁḆ

ҍҒҙ Ȃ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1̃ ̆ └Ȃ ֜ └

ᵬ̆ Ғҙ ̆ Ғҙ ȁꞋꜚ ȁᵣ

ᵣ Ҭ ⌠ ̕ ᴪȁ ᶛ ӟ̆

Ḥ ᵬ̆ Ḥ Ҥ

̆ ᴨ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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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ῃ ̆ Ȃ ῃ

̆ ῃȁ ῃȁ ῃץ ֟

ῃ ̆ ῃ Ҍ̆ ȁ

ῃ ̕ ̆ ̆ ꜚ ҍ

Ȃ 

3̃ ̆ ľ ĿȂ ȁ

Ῑ ꜚ ȁ ’ ҙ ̆

҈ ̆ ȁ Ғҙ̕ ῏

ȁ ȁ ᵣ ̆ ’̆ ꜛ ҍ

̆ ῏Ȃ 

 

（五）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成效 

1̃ ᴝ Ȃ ľ ᵄ ⅞Ŀ̆ ᴨ ȁ ҙȁ

̆№ ῙҒȁῚ Һᴋ̆ ᴨ̕ ȁ Ạ

̕ 4 20 Ғҙ ḱ̕

ῑ 10 ȁ ῑ 8 ȁ ӟ ῑ 3 ᴨ 3 ̆ ᴪ

ᴨ Ȃ 

2̃ Ȃ ľ Ŀ ľ҈ῃ ֲĿ ̆ ľ

ĿȂ ȁӥ ѿ ̆ ᾴ ȇ Ȉ ѿ ̕Һ ꜚ

1ҩ ᶃȁ2ҩ ᴨ ̆ ԓ ̕ ẫ ᾢ

ᵣ̆ ≠ ľ ᾙҍ ᾣĿ ᵬ ̕ ῏ 2021 ᴪ

Һӈ ᴇṿ ᶛԋ Ȃ 

3̃ ԋ ֦ Ȃ 9 ҽⱲľ Ŀ פ ̆

´ ̕39 ᴪ ̆ ҉ץ ᵣ 40ᵩ ̕ ⱳҽ

Ⱳ ⇔ №ᴪ Έ ľ Ŀȁ Һ ̕

Ԋ ľ̆҈ Ŀ שּׂ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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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教学 

1.  

№└ №̆ҹῈ῍ ḱ ȁ ᵝ ȁ ᵝ

ḱ ȁ ḱ ҩ ̂ 5 Ȃ̃ 

ԅ Ὲ῍ ᵝ ̆ ѿ ȇ ѿ

Ȉҍ ̆ ᵣ Ȃ 

:ȇֲ Ȉȇ ҍ ΏᵬȈȇ ⇔ᵬ

ҍ Ȉȇ ҍ ŇȈȇ ҍ Ȉ ̆

ѿ Ῑ ̆ᶏ Ғҙ ̆ҹ Ῑ Ғҙ

ץ Ạ ᾟ№ Ữ Ȃ 

ḱ :ȇ ҍ ⅡȈȇ ҍ Ғ Ȉȇ

ҍ Ȉȇ ҍ Ȉȇ ⅞ҍ ᵀȈȇ ҍ

Ȉȇ ҍ Ȉ ̆ Ғҙ ῀ Ῑ

̆ ⱬץ ⇔ ⱬ̆ ҍ Ȃ 

:ȇ ֟Ḡ Ȉȇ ȈȇӠ Ȉȇ

Ȉ ̆ ԅ ᴨ̆ל€ ץ

֟ҹ ֜ ̆Ҍ ⱬץ ⇔ ⱬȂ 

表 5 建筑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课程

性质 

授课 

教师 

公共必修课： 

硕士 9学分 

21999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秋-1 必修   

21999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秋-1 必修   

17999999 硕士基础英语 3 54 秋-1 必修   

17208801 硕士专业英语 3 54 春-2 必修 

王  彪 

王诗若 

张  泽 

学位核心课： 

硕士≥12学分 
17208006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2 36 秋-1 必修 申绍杰等 

 

17208102 科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2 36 秋-1 必修 汪德根等 

17208103 建筑创作理论与方法 2 36 秋-1 必修 吴永发 

17208153 建筑与城市设计Ⅰ 3 54 秋-1 必修 戴叶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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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课程

性质 

授课 

教师 

21208001 建筑与城市设计实践 3 
6个

月 

秋-3、

春-4 
必修 罗辉等 

学位选修课: 

硕士≥4学分 

21208002 建筑与城市设计Ⅱ 3 54 春-2 选修 叶  露等 

17208127 建筑审美与评论 2 36 春-2 选修 张玲玲 

21208004 艺术设计史论与比较 2 36 春-2 选修 张  琦 

17208152 建筑历史与理论专题 2 36 春-2 选修 潘一婷 

17208150 建筑遗产保护 2 36 春-2 选修 
吴  尧 

陈  曦 

17208159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2 36 春-2 选修 张  靓 

17208128 城市更新理论与方法 2 36 春-2 选修 

孙磊磊 

汤晔峥 

陈  月 

17208155 建筑策划与后评估 2 36 春-2 选修 
夏正伟 

王洪羿 

17208151 中国古典园林研究 2 36 春-2 选修 郭明友 

17208156 
可持续建筑技术与数字

化 
2 36 春-2 选修 

沈景华 

吴  捷 

徐  刚 

王思宁等 

3.1.2 └ҍ └ 

1̃ Ȃ ᾟ ̆ ̆

ȁ ȁ Ȃᴋ ѿ 28

ῤ ῏ 12 Ȃ ԅ ҙ ῍ ҍ

Ȃ 

2̃ Ȃ ̆ ԅ

ᵬȂ ̔ ₮ ῏ 15 ȇ̆ Ȉ ľ

҈ԓĿ ӥ ȇ̆ Ȉȇ Ȉ 4 ῀ ľ

ԓĿ ⅞ ̕ ȇ̔ ⇔ᵬ Ȉ ῀

̕ ̔ ԅ ḱȁ ᵬ ȁ

̂1-2 / ̃ ү ꜚ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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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1年代表性教学资源建设 

I已出版教材及著作 

序

号        
教材名称 

主要作

者/ 译

者 

署名情

况 
出版/再版时间 出版社 

教材使用情况 

（限 100 字） 
备注 

1 园林绿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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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ҍ Ȃ Ҭ̆ץľ Ŀҹ ̆ ľ 

ԍ ȁ ԍҙĿ ľ ԍ̆אל ԍ Ŀ ̆ Ғҙ

Ῑ ⇔ Ῑ̆ ̆Ӟ ꜚ ⱬȂ ץ

ҹҬ ̆Ҍ ᴨ ̆ү ῤ ̆ ̆

ֲ ῙȂ 

 

（二）导师上岗 

̔ ȇ ᵝ ᴋ Ⱳ Ȉ

̂ ᵝȐ2017ȑ11 ̃ ↓ȁ ץ̆ Ḡ ᵝ ̆ῃ

Ȃ2021 ᵝ ῤ

ȁ ֦ȁ ҈ᵝ ̆ Ҭ Ȃ2021 ῍

ῤ  28 ̆ Ὶ 8 ̆῍ 36 Ȃ  

̔ ῤ ᾢ ԅ ̆

ᵬ̆ Ȃ ҍ ῤ ȁ ῏

ᵬ ֜ ̆ ᴝ ԅ ᵬ Ȃ

ⱴԅ ̆ ̆ ԅ

ӥ ֲ ᴋ ̆ ѿ ԅ ȁ ԅ ȁ Ῑ ῏ ᶛ̆

Ḇ Ῑ ԅ ᵬ Ȃ  

̔ ᵬ ᵬ ̆ ľ

Һ ȁ Ŀ ↕̆№ ҍ ̆ ȁ

Ȃ ȁ ȁ ȁ

Ȃ ᵣ Ȃ 

 

（三）学术训练 

ҹ̔ ̆ Ώᵬ Ȃ ȁ

ȁ ȁ ȁ ȁ Ώᵬ ῃ Ȃⱴ

Ώᵬ ̆ Ώᵬ ⱬ̆Ḡ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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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Һ ȁ

ң Һ ȁ ᴪ Ȃ ҍ

Ҍ ԍ 15 Ȃ 

ҍ ̔ɰ ԋ ȁ ῤ֟ҙ⇔

ᴑҙ ᵬ ҩ ҍ ҹ̆ ⇔ ԅᵣ

ҍ Ȃ 

 

（四）学术交流 

1. ҺⱲȁ Ⱳ Ⱳ ҍ ῤ ᴪ  

₃ ̆ҹ Ⱳ ̆ ̆ү ̆ⱴ ֜ ̆

Ҍ Ḇ ̆ ҺⱲȁ Ⱳ Ⱳԅ 2021 Ҭ

⅞ ᴪ ⅞ ᴪ ᴪȁ ѿ Ҭ ֟ ȁҬ ῾

̂2021̃ ΐ ῤ ⱬ ᴪ Ȃ 

2.ҽⱲ  

2021 ῍ҽⱲ 37 ̆ 26 ҍ ACG 11 Ȃ

15 ̆ ӥ Ώ ᵣᴪ֜

Ȃ 

3.ҽⱲ ḱ  

ҹ ֲ ȁ ֲ ̆ ԅ

ȁ ȁ ȁᴨ ᴋ ̆ ԅ

3 ȁ ȁ ᵬ Һ ꜚȂ 

4.  

ᾟ№ ԅ ҍ ԋ ֲ Ῑ ᵬ ȂṢ

ꜛҬ ĺ ֟Ḡ ľѿ ѿ Ŀ ̆ ԅҍľѿ ѿ

Ŀ ̂ ̃ ֜ ҍֲ Ῑ ᵬ̆ ≢ ҍ

ȁ ֟ḱ № ȁ ֟ ⱴ ȁ ֟ Ḡ ≠

ֲ Ῑ ֜ ҍ ᵬȂ 

（五）奖（助）学金 

ᵝ ΐ ꜛᵣ ̆ 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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ꜛ ̆ ꜛ ҹ 100%ȂҺ ꜛ

Ҋ̔ 

ŵľ ĿȂ 

Ŷľ ҙ ĿȂ ᵝ ῏ ᶛҹľ

ҙ №ҹ ҩ ̔ ꞉ ‰ҹ 12000ᾝ̆ ᶛҹ

ֲ 5%̕ѿ 8000ᾝ̆ ᶛҹ 15%̕ԋ 5000ᾝ̆ ᶛҹ 30%̕

҈ 3000ᾝ̆ ᶛҹ 50%Ŀ Ȃ ҙ ѿ Ȃ 

Ŷľ ꜛ ĿȂ ᵝ ῏ ᶛҹľ

6000ᾝĿȂ ꜛ ̆ 500ᾝȂ 

ŷ Ȃ ҹ Ғҙ ῃ └ ȁ

ᾧ Ȃ ꞉ ҹ ľ ḱ Ŀ ꜚҬ ᴨ ᾧ ץ̆

ҹ 985 ȁ ľ ῇ Ŀ ғ Ғҙ ᾧ Ȃ 

Ÿ ľ Ῑꜛ Ŀ̔ ҹ ҙ ȁ

Ȃ ᴆҹḱ Ῑ ȁḱ №̆ ᵝ

ȁғ Ȃ ꜛ ‰ҹ 1000 ᾝ/ ̕ 2000

ᾝ/ Ȃ 

Ź ḱ ꜛ̔ ḱ̆ 14500-20000ᾝҌ

ḱ ꜛȂ 

źῒז ῏ ꜛ ᵣ ῏ ȇ̔ ľ Ŀ ᶛȈȁ

ȇ ľ ҙ Ŀ ᶛȈȁȇ ľ ꜛ Ŀ ᶛȈȁ

ȇ אל ꜛ Ⱳ ( )Ȉȁȇ ꜛ ↕(

)Ȉȁȇ ԑꜛ Ⱳ Ȉȁȇ ԑꜛ

ꜛ Ⱳ Ȉ ̆ ֓ ꜛ └ Ȃ 

表 8 2021年本学位点研究生获得奖（助）学金统计表 

奖（助）学金类别 单项奖金 获评人数 获评比例 总金额 

国家奖学金 2万元 1 0.42% 2.0万元 

学业奖学金（特等） 1.2万元 2 0.84% 2.4万元 

学业奖学金（一等） 0.8万元 12 5.02% 9.6万元 

学业奖学金（二等） 0.6万元 24 10.04% 14.4万元 

学业奖学金（三等） 0.4万元 47 19.67% 18.8万元 

金螳螂研究生新生奖学金 0.2万元 33 36.67% 6.6万元 

国家助学金 0.6万元 86 35.98% 51.6万元 

金螳螂研究生培养助学金（毕

业生专项） 

0.1万元 
14 22.95% 

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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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1. ⇔ Ạ  

1 ľ̃ Ŀ ҍľ Ŀ Ȃ≠

ᴨ̆ל ԅȇ Ȉȇ ֟ Ḡ ȈȇҬ

Ȉȇ Ȉ Ғҙ ̆ ԅץ ֟ҹ ֜

ᵣ ̕ ̆ 20ᵝ ҍȇ ҍ Ώ

ᵬȈȇ ҍ IȈȇ ҍ IIȈ ҍ

Ȃ  

2 ľ̃ Ŀ ҍľ Ŀ Ȃ ȁ ȁ ֟

Ḡ ҩ ᶭ ľ̂ѿ ѿ Ŀ ̃

ֲ ̂Ҭ Ҭ ̃

̕ ᶭ - ҍ ⇔ Ҭ Ҭ

ᴑҙ Ȃ 

2.  

1 ľ̃ Ŀҍľ └Ŀ ҽȂ ȁ֟ҙ ҍ ῤ

̆ ҙ ̆ל ף Ӡֲ ̆ ֲ

Ῑ ̕ Ῑ └ ⱴ̆ ľ Ŀ ᴇ ץ̆ ̆

ᴨ Ῑ └ᵣ Ȃ  

2 ľ̃ᴨ Ŀҍľ Ŀ Ȃ ľ ῤ ᴇĿҍľ Ŀ

Ῑ ҍ ᵣ ̕ ң └ Ḥ

̕ ̆ Ẓ Ҥ̕ Ῑῃ ̆

Ҭ ῃ ̕ ҙ ֲ ᵝ

└Ȃ 

3. ⇔ Ạ   

1 ľ̃3+NĿ ᴨ ֟ Ȃ ԍ ȁ ԋ ȁ

ֲ Ҭ ҹҺ ľ3+NĿ ̆ ֲ └̆

꞉ ᶭ ӟ̆ ԅľ֟ Ŀѿᵣ

Ῑ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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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ľ̃5+2Ŀ Ȃ 5ҩ ҍ 2ҩ ᴑҙ ᵬ

̆ Ȃ Ғҙ ҹ ȁ ҙ ҹ ȁ

ҹ ľѿҩ +҈ ᵣ Ŀ ֲ Ῑ῍ ᵣȂ 

2021 2̆ ῀ ֲ 2̆

ᴨ ᵝ Ȃ 

表 9 2021年研究生学位论文情况汇总 

论文题目 
研究生

姓名 
导师姓名 研究方向 

论文提交日

期 

符号学视野下当代徽派建筑形式表达

研究 
孙  壮 吴永发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设计基础教育中多维度空间思维构建

方法研究——以苏州大学建筑学院设

计素描为例 

李朝琪 王  琼 室内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基于 POE的历史街区活力评价研究—

—以常州市青果巷为例 
朱祎明 申绍杰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基于非视觉感知的建筑空间营造研究 周籽君 申绍杰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基于“结构-形式”体系的垂直绿化

研究 
张  慧 申绍杰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基于空间感知的建筑学科教学空间模

式研究——以苏州大学建筑学院为例 
朱峰极 孙磊磊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历史环境中“社区服务型”存量建筑

的适应性再利用策略研究—以苏州古

城为例 

敬莉萍 孙磊磊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办公建筑结合辐射

冷暖与新风系统的节能改造研究 
杨  柳 田  真 建筑技术科学 2021年 6月 

棱镜日光重定向系统采光模拟分析与

采光策略优化——以大进深办公空间

为例 

蔺  鹏 田  真 建筑技术科学 2021年 6月 

基于日常生活的近代观前街区消费休

闲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许晓航 戴叶子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基于形态句法的历史街区活力评价体

系研究-以苏州观前街区为例 
林姣姣 戴叶子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图形思维训练的重构手法研究——以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造型基础课程为例 
胡思颖 王  琼 室内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基于深度学习的福建土楼典型平面形

态识别研究及应用 
刘智涛 余  亮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2021年 6月 

建筑边界空间映射理论研究 郭开慧 吴永发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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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21 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 
苏州大学优秀

硕士论文 

“香山帮”传统营造技艺的绿色思

想研究 

优秀 

硕士论文 

指导教师： 

吴永发 
2021 

2 
苏州大学优秀

硕士论文 

基于功能适应性的集装箱居住建筑

组合模式研究 

优秀 

硕士论文 

指导导师： 

吴永发/孙磊磊 
2021 

 

（二）教师队伍建设 

̔ᶭ ԋ ҩ ҍ

̆ ԅᵣ ⇔ Ȃ 

ᴝ ̔1)╠ Ῑ̆ / ᵬҹ

ԋ ̆ ῍ ҍ ᵬ̕2̃ Ῑ̆

ᶭ ⇔ ץ̆ ᵬ֜ ̆

Ҭ Ȃ 

Ὶ ᴝ ̔ ᾢ ҍ 3 ῤ ᴑҙ῍ ԅ

ᵬ ȁ Ҭ ץ ᵬ Ȃ ԅ ΐ ү

ᴑҙҒ ᴋ ῒ̆Ҭ 2 ῀ ֟ҙ Ȃ

ԅ ֒ Ҭ ҹῚ Ȃ 

 

（三）科学研究 

ᶭ ȁ ԋ ȁ ῤ֟ҙ⇔ ᴑҙ

ᵬ ҩ ҍ ҹ̆ ᶫԅ ꜚȂ

ԓ ̆ ҍ 1000 ҆̆ ⅞

Ғ 1 ȁ ⅞ 1 ȁ ҍ

ᵬ 10ᵩ ȁ 20 Ȃ ̆ Һ

̆ Ғҙ ᵝ ⇔ ⅞ 3 Ȃ 

2021 30 ̆ 655.8 ҆ᾝ̆ 16.4 ҆ᾝ̆

Ғ≠ 15 ₮̆ Ғ 2 Ȃ ⅞ Ғ 1 ȁ

2 ȁ 3 ̕ ľ

Ŀȁ ᾙ ῏ ↕ȁץ ῒז

12 Ȃү ̆ҹ ҍ 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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ᶫ Ȃ Ғҙ 2021 ȁ ȁ

17 ̆ῒҬ 6 Ȃ  

表 11  2021 年本学位点科学研究项目统计 

新增科研项目 新增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30 655.8 18 495.13 

新增国家级科研项目 新增横向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3 134 12 160.67 

在研代表性科研项目（限 10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类别 负责人 

到账经费

（万元） 

1 

中国-葡萄牙文化遗产保护科学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

与联合研究 

国家科技部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项目 

吴永发 374 

2 

数字孪生导向下装配式建筑

“信息模型-物理实体”动态交

互机理与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 

国自然-

青年 
韩冬辰 30 

3 

居民福祉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规划的绩效分异与影响机

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 

国自然-

青年 
陈月 30 

4 
建筑遗产新型修缮材料与保护

技术合作研发 

江苏省政策引导类

计划（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 

省部级一

般项目 
吴尧 100 

5 

乡土建筑遗产木构微生物劣化

机制与保护技术研究——以西

南侗族地区为例 

博士后科学基金 省部级 王诗若 8 

6 

城市老旧社区小微公共空间特

征解析、绩效评估与优化——

基于老幼户外健康活动视角  

江苏省自然基金面

上项目 

省部级 

面上项目 
夏正伟 10 

7 独墅湖校区体育馆项目 江苏省公建中心 横向课题 吴永发 194.1 

8 独墅湖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江苏省公建中心 横向课题 吴永发 51.9 

9 
陆慕老街城市更新概念方案国

际竞赛 
苏州相城区政府 横向课题 吴永发 60 

10 古纤道遗产保护阐释研究 苏州吴江区政府 横向课题 吴尧 19.7 

 

表 12  2021 年本学位点科研与实践研究成果统计 

获得国家级科研奖励数 1 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数 9 

获得市厅级科研奖励数 2 获得国内专利授权数 15 

出版专著数 2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总篇数 6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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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21 年本学位点教师代表性科研与实践获奖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 

等级 

成果 

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

计奖 

苏州生命健康小镇会

客厅 
三等奖 孙磊磊等 2021 

2 
第十五届江苏省土木

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苏州大学体育馆设计 三等奖 吴永发 2021 

3 
江苏省城乡建设优秀

勘察设计奖 

耕读庆馀-重塑健康

共生乡邻关系 
三等奖 孙磊磊等 2021 

4 
江苏省城乡建设优秀

勘察设计奖 
层庭•趣盒——移动

健康“微办公” 
二等奖 张靓等 2021 

5 
第十五届江苏省土木

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千灯如昼，寻踪谜迹

——苏州市平望镇粮

仓改造计划 

二等奖 孙磊磊等 2021 

6 
第十五届江苏省土木

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三重院——向史而

新：龙门古镇历史核

心区改造更新设计 

三等奖 孙磊磊等 2021 

7 
第十五届江苏省土木

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大运河水网格局下沿

线区域快速建造的弹

性防疫研究设计 

三等奖 孙磊磊等 2021 

8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建筑创作奖 

廊桥聚场——小断面

工业竹建造体系设计

试验 

二等奖 罗辉等 2021 

9 
江苏省优秀工程设计

奖 

晶桥云鹤山村综合服

务中心 
三等奖 叶露等 2021 

10 

第五届苏州市社科应

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

成果奖 

《苏州市儿童友好学

校建设指引》调研报

告 

二等奖 孙磊磊 2021 

11 

第五届苏州市社科应

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

成果奖 

苏州市儿童友好医院

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二等奖 夏正伟等 2021 

12 

中国当代艺术大学生

艺术作品年鉴大赛教

师组优秀作品 

设计作品《梦里瑶乡

博物馆》 
入选奖 刘志宏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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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21 年本学位点教师代表性论文（10 篇） 

序号 成果名称 类别及等级 时间 完成人 

1 

Urban form study for wi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ԍ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SSCI 

2021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activitie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fluences in large-

scale social housing communities in China: 

the case study of Shanghai and Nanjing 

̆℮ԍ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SCIȁA&HCI 

2021  

3 
Investigating TouristsĽ Willingness to 

Walk (WTW) to Attractions within Scenic 

Areas: A Case Study of Tongli Ancient 

Town, China 

̆℮ԍ

Sustainability̆SCI 

2021  

4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path of first-class 

architectural talents in high-level research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ĺTake Chinese, 

American and Korean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ԍModern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EI 

2021 ↔  

5 
ľ - ᵣ-ԊᴆĿ Ҋ

ӈĺĺץ ῌף

BKCityҹᶛ 

̆℮ԍȇ Ȉ̆

 

2021  

6 
׆ ף ᵟ ⌠ ĺĺ

¥ Ꞌ ľ Ŀᵟ  

̆℮ԍȇ Ȉ̆

 

2021  

7 
ẫ ᾣ ҍ

- ԍ ֲ ᾣ  

̆℮ԍȇ Ȉ̆

 

2021 ḍҼ 

8 

 
̆℮ԍȇ ⅞Ȉ̆

Ҭ ℮  

2021  

9 
ᵟ ֟ ḱ Ḡ ҍ

 

̆℮ԍȇ Ȉ̆

Ҭ ℮  

2021    

10 
̔ Ҋ῀׃

ᴨ ӊ  

̆℮ԍȇ ⅞ Ȉ̆

Ҭ ℮  

2021 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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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21 年研究生参与科研、实践项目与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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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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ҺⱲ 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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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ᵟ ҍ Ӡ

  
2021 

 

 
 

ľ

Ŀ῾  

ԋ

 

ᵟ Ӡ

  
2021 

 

 

 

ᴯ 

ľ ӊ ¥

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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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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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 ᴰ

ȁ ᴪ

ᴪ 
 

2021 

 

 
ᴯ ᴨ

 

ԋ

 

Ҭ῍ ᴰ

ȁ 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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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1̃ ľ ֲ Ŀ̆ ᶭ ҈ ѿᵣ ᴨלȂ ҈ ѿᵣ

̆ Ӡֲ ҹ Ȃ

└ ľ ῤѿ ȁ Ŀ ᵣ ̆ ľ

ῖ ȁ ֲ Ŀ̆ ᶭ Ⱳ ᴨ̆ל

ҍ ̆ꜜⱬ Ῑ ҹ ᵣ Ꞌῃ ̆ΐ ȁҒ

ҙ ⇔ Ғ ֲ Ȃ 

ȁ ȁ ԍ ҈ ѿᵣ ҍ ̆

№ ҍ ῏ ̕ № ῒ

῏ ׆ 5D+N ₮ ֜ TOD ̕ ₮ ẫ Ḇ

ҍ Ȃ ̆ Ὲ῍ ⅞

Ⱶ ᶫ ᵣ ץ̕ ҹ

Ȃ 

2̃ᶭ ᴨ̆ל ֟Ḡ ᵣ Ȃ ԅȇ

Ȉȇ ֟ Ḡ ȈȇҬ Ȉȇ Ȉ Ғ

ҙ ̆ ԅץ ֟ҹ ֜ ᵣ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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ȁ ѿ ȁ ȁ↔ ԍ ᴰ ҍῬ Ҋ

֟Ḡ ҍ ץ̆ Ḡף ᵣ ⇔̆

ΐ ᵌ Ḡ ҍ⅞№̆ ԅ

Ḡ Ҭ ῀ ᴰ ץ ̆

ȁ ֟Ḡ ԍ Ҭ ῒ ȁ ץ ╠ Ȃ 

（五）国际合作交流 

ҹⱴ ľѿ Ŀ ̆ ̆ └ ԅȇ

₮ ̂ ̃ ḱ ↕ȈȂṢꜛҍ

ᴍ Ὲ ᵬ̆ ᴍ Ὲ ꜛ

ꜛ ̂ 60ֲ / ̃ ȁ ȁ ⱴ ȁ

≠ȁ ḱȂ 10 ᵝ ⱴ יּ Ҭ

ȁ ȁ ᾥ ץ ⱴ ҺⱲ 2021

̆2 ⱴ ḱ ӟȂ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自评进展 

2021 11 ̆ Ҋ ȇ῏ԍẠ 2020-2025 ᵝ

ᵀ‰ ╪ Ṣ Ɉ

�lAô��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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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ҍᴨל 

ᵝ ᴨ̔ל ҈ ѿᵣ ̆ Ӡֲ

ҹ Ȃ ף ҹֲ̆ Ῑ

ҍҒҙ ᶫԅ Ȃ 

Ⱳ ᴨ̔ל ᴑ ᵬⱲ ̆ ȁ ȁ ᴪ

ᵝ ⱬ̆ ̆ҹ ᶫԅ ꞊ ᴨלȂ 

ᴨל ΐ̔ ԋ ҩ

̆ Ғҙ ᴪ ῤ № ᴪ◐Һ

ᴋ ᵝ̆ ᵬҺⱲԅҒҙ ℮ȇҬ ȈȂ 

ֲ Ῑ ̔ ҈ Ӡֲ ץ̆ ֟Ḡ

֜ ῤ ҹҺ ̆ Ῑΐ ȁҒҙ

⇔ Ғ ֲ Ȃ 

2̈  

ֲ Ῑ ̔ ̆ ₃

Ҍ ̆p ֲ ̆ ֲ Ῑ

ѿ Ȃ 

Ῑ ѿ ̔ ҙ ֲ̆ Ῑ ֲ

ᵝ ҬҌ ֲ̆ Ῑ ᴨ Ȃ 

 

（三）评估改进方案执行情况 

ᵀ̆ ’Ȃ 

 

（四）学位论文抽检 

2021 ̆ ᵝⱲ ᵝ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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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进措施和下一步思路举措 

2015 ѿ ̆ ȇץ ᵝ ᴆȈ

ȇ ᵀ ‰Ȉҹ ̆ ᵝ Ȃ ᵀᵣ ‰ 2̆021

ҹᴨ Ȃ ҍ ̆ ᾟ№Ṣ ᾞ

҉̆ ₮ ҍҊѿ ҽ Ҋ̔ 

（一）改进措施 

Ῑ ҍ Ῑ ̔ ⱴ Ῑ ҍ ץ̆

ҹ ֲץ̆ꜚ Ῑ ҹ ץ̆ ᴪ ҹ ̆ ѿ ₀ ̆Ҍ

ҍ ֲ Ῑ Ȃ 

ֲ ᵝ ̔ └̆ ҙ ’ ԅ

̆ ᴇ ֲ ᵝ Ḥ ̆ ᴨ ̆ᶏֲ

Ῑ ᴪ  Ȃל

（二）下一步思路举措 

҈ ̆ Ⱶ Ӡ ̔ Ӡֲ ̆ ₮

ҍ ֟Ḡ ֜ ̆ Ῑ Ӡ Ғҙֲ ̆ꜜ

ⱬ ҹ ȁ ⇔ ֲ Ῑ Ȃ 

ᴨ̆ל Ⱳ ̔ᾟ№≠ ᴨלȁⱲ ᴆᴨל

ᴝᴨ̆לᶭ ľѿ ѿ Ŀ ȁ ԋ ̆

Ⱳ ̆ ȁῃ ᵝ ֜ ᵬȂ 

Ԉ ѿ ̔2020 ѿ

̆ Ȃ ₃ ̆ ̆ ̆

ԋ ҉̆Ԉ ѿ 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