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是以培养高等职业技术人才（专科）为主的省属公办高等院

校。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历史渊源可上溯至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颜文梁先生创

办的”苏州美术学校”（1922 年）、”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32 年），其前身是 1958 年 8 月

创办的”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 

简介  

苏州工艺美术学院是省属公办高等艺术院校，以工艺美术设计和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为

主。 

老校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于 1999 年 8 月经教育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

在原”苏州工艺美术学校”、”苏州轻工职工大学”的基础上组建而成，是我国成立的第一所

艺术设计高等职业院校，2007 年被列为江苏省示范性高职院。学院拥有 80 多年的工艺美术

教育传统，前身为 1958 年 8 月创办的”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历史渊源则可上溯至著名

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颜文梁先生创办的”苏州美术学校”（1922 年）和”苏州美术专科学校”

（1932 年）。  

新校区：苏州工艺美院地处苏州国际教育院南区，校园占地面积 561 亩，建筑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教职工 383 人，在校生 4900 多人。拥有行政楼、国际交流中心、教学楼、图

书馆、美术馆、体育馆、实训大楼、学生公寓、专家公寓等建筑群体。设有装饰艺术系、环

境艺术系、视觉传达系、服装工程系、数字艺术系、工业设计系，拥有现代艺术设计与传统

工艺美术两大系列 18 个专业 54 个小专门化方向，形成了多科相融，传统工艺美术专业与现

代艺术设计专业并重的专业格局。学院另设有中国工艺美术研究院、教育部职业教育师资培

训重点建设基地，江苏省工艺美术专技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江苏省艺术设计与技术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研究所）等。 学院凭借悠远的工艺美术教育传统，

醇厚的吴中地理文化底蕴，立足苏州、服务江苏，围绕着培养”德艺双馨、心灵手巧的高素

质技能型工艺美术人才”的目标，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建服务型专业教学体系，开展”

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积极为地方文化创意产业服务。目前，学院实训中心

建筑面积 38860 平方米，建有工作室 66 个，其中国家级实训基地 2 个、省级实训基地 2 个、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另建有校外实训基地 121 个。学院以合作就业为导向，合作育

人为模式，合作发展为目标，积极探索”四方互动、四位一体、四联四定”的校企合作办学

新机制。近几年，学院先后与苏州镇湖街道、渭塘街道以及连云港东海县政府合作办学，面

向刺绣、珠宝、水晶等工艺美术特色行业，将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与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模式



 

学校的科研实力十分雄厚。1978 年至 2009 年底，共申请专利 2090 项，授权专利 1107

项；有 1000 余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省、部委级等各种奖励，其中国家级奖励 108 项（2006-2009

年荣获 18 项）。1999 年教育部编辑的《中国高等学校科技 50 年高校获奖重大成果一览表》。 

学校不断拓展社会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与国内 80 多个省市区政府、大型企事业单位

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同时，学校瞄准世界前沿，加强国际合作，先后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英国牛津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等 100 余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

了合作关系，并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 

以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学校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

养和提高，学校学生在历年国家及北京市的各种竞赛中多次获得殊荣，特别是学校每年被评

为全国高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学生代表队在全国第一至六届机器人电视大赛中稳居前三

甲，两次获得冠军，于 2005 年参加亚太地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获得亚军；在全国大学生智

能汽车竞赛中屡创佳绩。学校同时高度重视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努力营造培养学生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校园文化氛围，先后被授予“苏州文明校园”、“江苏省党建和思

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校”及“江苏文明单位标兵”等光荣称号。 

第九章 苏州名人 

苏州人文荟萃，贤能辈出。历史上曾出过 51 名状元，尤其是清代出了 26 名，占到全国

近四分之一。苏州遂又有“状元之乡”的美名。    

沧浪亭内有“五百名贤祠”，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期吴地始祖泰伯，仲雍，孔子

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偃，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政治家伍子胥、军事家孙武；铸剑大师干

将，莫邪；汉宫皇后绝代美女赵飞燕；汉代文学家严忌、吴国大将陆逊及其子陆抗，书画家

张僧繇，文学家陆机，唐代诗人陆龟蒙，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顾况，“草圣”张旭、孙

过庭，后晋商业家窦禹钧(五子登科典故)，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及范成大、军事家许

洞，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元末明初的巨富沈万三；明代画家沈周、唐伯虎、文征明、仇英，

政治家姚广孝、况钟、朱纨，文学家高启、冯梦龙、李玉，建筑家、明故宫设计者蒯祥；明

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出版家毛晋，散文家归有光，文学批评家毛宗岗，金圣叹，清代帝师、

政治家翁同和，外交家洪钧，中国资本主义改良代表人物王韬，近代民主人士柳亚子、苏州

七君子（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经学大师章太炎，

史学家顾颉刚，现代文学家和教育家叶圣陶，刺绣大师沈寿，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当代作

家陆文夫、苏童、何建[明、金曾豪、王一梅，香港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萧芳芳，影视明

星潘迎紫、刘嘉玲，韩雪，孔祥，著名独立电影导演糜熙昭，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