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刘海平

籍贯：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职称：副教授

教育经历

2016.12-2021.12 中央美术学院
艺术学理论 | 博士后

研究方向：文艺复兴艺术，导师：李军教授，出站报告《壁画与庭院——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与空间研究》

2008.09-2012.06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 | 博士

文学博士，专业：西方现当代艺术研究，导师：邵大箴教授，博士学位论文《绘画的‘回归’：德国新表现主义

的兴起及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2005.09-2008.06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 | 硕士

文学硕士，专业：欧洲古代美术史，导师：易英教授，硕士学位论文《16 世纪早期意大利艺术家科雷乔》

1995.09-1999.0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工学 | 学士

工学学士，计算机学院，专业：计算机科学及应用

工作经历

2012.08-至今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专任教师

担任外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学史和方法论、西方美学史 等多门本科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从教十年来开设过的课程和教学工作，详见《教学能力》

海外研究和工作坊

2015.08-10：博士后考察和研究项目“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女艺术家绘画”美国泰拉艺术基金会，美国

2014.07-08：高级研讨班“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空间：艺术、建筑和都市”，哈佛大学文艺复兴研究中心（I Tatti）、

盖蒂基金会，意大利佛罗伦萨

2011.05：高级工作坊“西方美术史教学与研究”，中国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美国亨利·路丝基金会，杭州



主要论著

1. 研究专著：

《艺术与空间——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十二幅壁画》，独立作者，湖南美术出版社，2021 年 10 月，29 万

字，ISBN 978-7-5356-9364-8，CIP(2020)232888

《绘画的“回归”——新表现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独立作者，人民出版社，2020 年 8 月，30 万字，ISBN

978-7-01-021692-8，CIP(2019)297473

2. 研究论文：

《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超现实时空——科西莫罗赛利和‘召唤圣菲利浦’》，《世界美术》（中央美院校刊），

刊号：ISSN1000-8683，2022 年第 2 期，第 81-94 页，2 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造型艺术》2023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

《父与子：空间的结构和隐喻，文艺复兴的两个广场、雕塑和喷泉》，《艺术设计研究》（CSSCI 来源期刊），

刊号：ISSN16754-7518，2022 年第 1 期，1.7 万字

《归去来兮——安德里亚·德尔·萨托和<三王的旅行>》，《艺术设计研究》（CSSCI 来源期刊），刊号：

ISSN16754-7518，2019 年第 3 期，1.6 万字

《历史画的当代挑战》，《美术》（CSSCI 来源期刊），刊号：ISSN1003-1774，2018 年第 8 期，1.2 万字

《一座建筑和一位艺术家——至圣圣母领报教堂与安德里亚·德尔·萨托的壁画》，《建筑学报》（CSSCI 来源期

刊），刊号：ISSN0529-1399，2018 年第 4 期，0.8 万字

《用图像重构历史——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画的思考》，《油画艺术》（中国油画学会会刊），刊号：ISSN2095-8587，

2015 年第 3 期，1.2 万字

《德国新表现主义人物——两代人 三座城》，《油画艺术》，2015 年第 2 期，1.7 万字

《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产生和影响》，《油画艺术》，2015 年第 1 期，1.5 万字

《三王与三艺术家——文艺复兴绘画中的自反空间研究》，《文艺研究》（CSSCI）（编辑中）

3. 论文、译文和其他出版物：

30 多篇共 40 多万字，2006 年至今发表和出版于《世界美术》（中央美院校刊）、吉林美术出版社等，详见《刘

海平出版和发表》

研讨会论文和发言

2023.12：发言：《父与子：空间的结构和隐喻——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两个广场、雕塑和喷泉》，“角度、问题、

方法：跨学科视阈下的艺术理论与创作研究”西安美术学院第十三届“研究生学术月”学术论坛，西安

2023.11：发言：《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超现实时空——科西莫罗赛利和‘召唤圣菲利浦’》，中国文艺理论

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中国文艺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反思”学术研讨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主办，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基地.，苏州

2023.09：英语发言：Surrealistic Space and Time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rt: Cosimo Rosselli and The
Calling of St. Filippo，“世界艺术史卓越学者对话.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文化,第一期工作坊：连结中的力量”，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世界艺术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协办

2023.04：发言：《外与内、男与女：谁是卢克雷西娅？——意大利文艺复兴壁画《圣母诞生》研究》，“第十

届全国文艺复兴思想论坛”，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 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协办

2021.10：发言：《父与子：空间的结构和隐喻——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两个广场和雕塑》，“第九届全国文艺复

兴思想论坛”，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及意大利研究中心承办

2021.09: 《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空间和时间——以科西莫·罗塞利的<召唤圣菲利浦>为例》，“对话传统：中

-欧美术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主办

2020.10：发言：《文艺复兴盛期：罗塞利与皮耶罗——瓦萨里的批评和转向》，“第八届全国文艺复兴思想论



坛”，同济大学、温州大学主办

2019.11：发言：《归去来兮——安德里亚·德尔·萨托和《三王的旅行》》，“第七届全国文艺复兴思想论坛”，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

2018.06：发言：《历史画的当代挑战》，“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研讨会，《美术》杂志社、四川大学艺

术学院主办

2017.09：发言：《一座位建筑和一位艺术家——至圣圣母领报教堂与安德里亚·德尔·萨托的壁画》，“第七届世

界建筑史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主办

2016.12：发言：《用图像重构历史——对中国当代历史画的思考》，“第十届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年会”天津

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主办

2014.11：发言：《真实空间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第八届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年会”，四川大学艺术学

院主办。

参与其他学术活动，详见《其他学术活动》

获奖

1.《历史画的当代挑战》，获“2019 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教育厅颁发

2.《归去来兮—— 安德里亚·德尔·萨托和<三王的旅行>》，获“2019 年度优秀论文奖”，北京服装学院和《艺

术设计研究》编辑部颁发；2015 年、2016 年：山东艺术学院先进个人工作者

教学能力

已开设课程和教学经验：
1. 美术史论专业课：

外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文献、西方现代艺术史、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当代艺术专题（西方、中国）

2. 理论与方法课：

西方美术史学史和方法论、文艺复兴艺术研究、外国美术经典作品细读

3. 通识课：

艺术概论、西方美学史、专业论文写作、中国古代画论、 西方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美术史专业考察

4. 英语授课：

美术史专业英语

5. 研究生课程：西方艺术史学史

6. 指导本科、硕士毕业论文：

2012 年至今，每年指导美术史论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共指导过 46 位学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2022 年聘为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已经指导 4 位研究生写作毕业论文

7. 学生工作：

2012 年至今，连续 8 年担任班主任；任美术史论专业 2012 级、2018 级班主任

英语口语流利，可以用英语讲专业课，有丰富的口语授课和翻译经验

其他教学经验：
1. 高校外聘教师课程：

2023.09：上海外国语大学，全校本科选修课“世界艺术史”之文艺复兴艺术一讲：《意大利佛罗伦萨誓言庭院

的圣菲利浦壁画》

2018.03-2019.12：中国人民大学 艺术学院 设计系，景观专业“设计理论课“：西方现代艺术与设计、西方现



当代艺术两门课，每学期 50 课时，共教授三个学期、三届本科生（大三）

2. 举办讲座：

2023.06:文艺复兴艺术两讲：1《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与真实的空间——以萨托的壁画<三王的旅行>为例》，2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空间与隐喻——佛罗伦萨的两个广场、雕塑和喷泉》，上海外国语大学. 世界艺

术史研究所，全校讲座

2023.04：《文艺复兴艺术与意大利——历史、主题和分期》，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主办”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意大利语线上培训课程”讲座

2017.10：《西方现代艺术之立体主义》、《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的诞生》，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研

究生课程讲座

2017.11：《西方现代艺术与包豪斯》，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级讲座

语言和特长

中文：母语、精通，汉语普通话水平等级考试：二级甲等（2013 年）

英语：口语、翻译、写作优秀，有丰富的美术史论专业翻译和写作经验（笔译、口译），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英语 PET6 级 口语满分（2018 年）

德语：在“歌德学院·北京语言部”学习和自觉，通过德语 B1 级考试（2019 年）

意大利语：完成意大利语 B1 级课程（2020 年）

拉丁语：初级，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拉丁语初级强化班“，合格毕业（2019 年）

法语：初级

英语口语流利，可以用英语讲专业课，有丰富的口语授课和翻译经验

兴趣和特长：书法、素描、油画、游泳

研究计划

世界艺术史和理论：
从外国美术史、文艺复兴艺术、中外艺术交流和比较，现当代文化和艺术几个方面进行。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拓展，

注重美术史新研究方法的发现和运用，例如艺术与真实空间的关系等。

一、研究项目和专著：
项目一：《传统与当代——中外历史画比较研究》

研究和比较中国和与欧洲、苏联、美国的历史画，梳理中外历史画的发展过程，对比中外历史画的特殊的时间错

位关系，从历史画整体发展的角度，打破东西方割裂的藩篱，研究和比较中国与西方历史画在产生、发展、学院

化、方法化的相似历史发展过程中，共通的艺术规律，和相关的历史现象。梳理中西方与历史画相关的重要理论，

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些经典作品。关注和研究历史画的传播方式，和特殊的社会功能，为中国当代历史画的发展，

提供全球历史观的视野，和历史画专业画科的借鉴。

项目二：《项目、合作与竞争——文艺复兴艺术创作和教育机制，对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启示》

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以作坊为中心，合作进行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组织形式与机制。以三个艺术家的作

坊为例，委罗基奥、科西莫·罗赛利、安德里亚·德尔·萨托，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以具体项目为中心的艺术创作、

合作、教育机制。在研究方法上，超越西方艺术史中常见的以个人天才理解文艺复兴艺术的方式，从艺术家的合

作、教育、技艺传承，以及激烈竞争和彼此超越的关系，重新理解文艺复兴艺术，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和创作提

供借鉴。



项目三：《样式主义的到来和瓦萨里的转向——文艺复兴的两位艺术家罗赛利和皮耶罗》

以 15 世纪后期两位文艺复兴艺术家为研究对象：科西莫·罗赛利（Cosimo Rosselli, 1439—1507）和皮耶罗·迪·科

西莫（Piero di Cosimo, 1462—1522）。研究和对比这两位师徒关系的重要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主要讨论他

们的作品在理解和表现空间和人物方面，采用的不同方法。进而研究瓦萨里对他们二人颇具戏剧性的批评。分析

为什么瓦萨里会采取贬低罗赛利，抬高皮耶罗的评述策略；瓦萨里的趣味和批评方法，反映出文艺复兴艺术 15

世纪到 16 世纪发展变化时，一重非常重要的决定性选择。新的趣味和艺术发展方向的转变，可能既加速了盛期

文艺复兴的结束，也推动了样式主义到来。

项目四：《赤脚者庭院壁画研究——主题、内容与图像程序》

研究和梳理 16 世纪的一组壁画——赤脚者庭院的壁画。分析和研壁画的主题和内容，然后研究壁画的空间结构，

最后推导出壁画的图像程序。赤脚者庭院（Cloister of Scalzo）位于佛罗伦萨的施洗约翰慈善团总部的建筑内。

这个庭院始建于 1376 年，1514-1524 年，安德里亚·德尔·萨托和弗兰恰比乔在这个庭院中绘制了 16 幅壁画。由

于壁画后来经过修改，并遭遇到洪水的破坏，尤其是因为画中故事主题的丰富，对于它们的整体图像程度，学届

尝没有从空间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讨论的还是壁画内容本身：施洗约翰的生平故事，边缘花饰和一些寓言人物

形象。所以之前的研究忽略了画面中丰富和独特的空间表现。

二、论文：
每年完成研究论文两篇，一篇中文，一篇英文。中文论文约 1~2 万字，在国内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英文论文

3~5 千字，在国外知名的学术期刊发表。每篇论文的选题可以申请各级科研项目，并发展为专著选题或组成部分：

1.中文论文：
1. 《瓦萨里的批评和转向——以皮耶罗与罗赛利为例》

2. 《海怪还是特里同？——佛罗伦萨的海怪喷泉与美第奇家族》

3. 《外与内、男与女，对应和运动——谁是卢克雷西娅？》（《美术》CSSCI 期刊，已约稿，在编辑中）

4. 《安德里亚·德尔·萨托——古典主义与样式主义》

5. 《视觉与建构——文艺复兴艺术的双焦点透视空间》

6. 《静止与运动的图像——文艺复兴艺术的单幅连续叙事》

2.英文论文：
已完成初稿，正在修改和投稿西文学术期刊：

1. Space and Time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rt: Cosimo Rosselli and The Calling of St. Filippo
2. Space and Identity in the Sea Monster Fountains, Piazza Santissima Annunziata, Florence

附录：

一、刘海平发表和出版
1. 专著：

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字数，书号

1.《艺术与空间——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十二幅壁画》，独立作者，湖南美术出版社，2021 年 10 月，29

万字，ISBN 978-7-5356-9364-8，CIP(2020)232888

2.《绘画的“回归”——新表现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独立作者，人民出版社，2020 年 8 月，30 万字，ISBN

978-7-01-021692-8，CIP(2019)297473



2. 研究论文：

论文标题、发表期刊、刊号、发表年和期，页数，字数

1.《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超现实时空——科西莫罗赛利和‘召唤圣菲利浦’》,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

期刊《造型艺术》全文转载，2023 年第 1 期，2 万字；

2.《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超现实时空——科西莫罗赛利和‘召唤圣菲利浦’》，《世界美术》（中央美院校刊），

刊号：ISSN1000-8683，2022 年第 2 期，第 81-94 页，2 万字；

3.《父与子：空间的结构和隐喻，文艺复兴的两个广场、雕塑和喷泉》，《艺术设计研究》（CSSCI 来源期刊），

刊号：ISSN16754-7518，2022 年第 1 期，1.7 万字

4.《归去来兮——安德里亚·德尔·萨托和<三王的旅行>》，《艺术设计研究》（CSSCI 来源期刊），刊号：

ISSN16754-7518，2019 年第 3 期，1.6 万字

5.《历史画的当代挑战》，《美术》（CSSCI 来源期刊），刊号：ISSN1003-1774，2018 年第 8 期，1.2 万字

6.《一座建筑和一位艺术家——至圣圣母领报教堂与安德里亚·德尔·萨托的壁画》，《建筑学报》（CSSCI 来源期

刊），刊号：ISSN0529-1399，2018 年第 4 期，0.8 万字

7.《用图像重构历史——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画的思考》，《油画艺术》（中国油画学会会刊），刊号：ISSN2095-8587，

2015 年第 3 期，1.2 万字

8.《德国新表现主义人物——两代人 三座城》，《油画艺术》，刊号：ISSN2095-8587，2015 年第 2 期，1.7

万字

9.《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产生和影响》，《油画艺术》，刊号：ISSN2095-8587，2015 年第 1 期，1.5 万字

10.《三王与三艺术家——文艺复兴绘画中的自反空间研究》，《文艺研究》（CSSCI）（编辑中）

3. 艺术评论：

文章标题，发表期刊，发表年和期

1.《寻找新真实：记青年雕塑家赵桢》，《美术向导》，2007 年第 6 期；

2.《为现实写意：记油画家陆阳》，《画刊》，2008 年第 10 期；

3. “Wu Guan Zhong, Exhibition Review,”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5, pp. 348–349,May 2009.
(Second author with David Carrier)

4.《梁蓝波：多媒体艺术实验的开拓性》，《美术纵横》（澳门），2014 年第 3 期，

4. 译文:

西方艺术史和艺术理论论文，英译汉，共 50 多万字

文章标题，发表期刊/书名，出版社，原作者，字数

1. 《帝国风景》，《当代艺术理论前沿：新艺术史批评和理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原作者：

W.J.T.米切尔，3 万字，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 《再造护照：多元文化主义争论中的视觉思想》，《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第九章”，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2016 年第 1 版，原作者：纳斯特·加西亚，2 万字；

3. 《再造护照：多元文化主义争论中的视觉思想》，《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全文

转载；

4. 《资本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新左派评论》1985 年，原作者：特里·伊格尔顿，3 万字（译文尚

未正式发表）；

5. 《罗伊·利希腾斯坦：遭遇美洲印第安人》,《世界美术》2006 年第 3 期；

6. 《智能计设：卡萝尔·罗斯的艺术》，《世界美术》2007 年第 2 期；

7. 《蜿蜓的色彩：康斯坦丁·迪姆波罗斯》，《世界美术》2008 年第 1 期；

8. 《女王如何得到她的画》，《世界美术》2008 年第 4 期；

9. 《现代西部：美国风景 1890—1950》，《世界美术》2009 年第 1 期；

10. 《冷战与热艺术》，《世界美术》2009 年第 2 期；



11. 《伊丽莎白·佩顿：美人》，《世界美术》2009 年第 3 期

12. 《设计与罪恶——福斯特方法》，《世界美术》2009 年第 4 期

13. 《身份与地域：四位澳大利亚艺术家》，《世界美术》2010 年第 2 期

14. 《在故土之中》，《世界美术》2010 年第 4 期

15. 《路易吉 路西奥尼的绘画与版画》，《世界美术》2011 年第 1 期

16. 《形式在时间中的行动——对话大卫·纳什》，《世界美术》2011 年第 3 期

17. 《特征的故事》，《世界美术》2011 年第 4 期

18. 《爱德华·霍珀的缅因州》，《世界美术》2012 年第 1 期

19. 《找回丢失的珍宝》，《世界美术》2013 年第 2 期

20. 《更少，更好：与查尔斯·朗的对话》，《世界美术》2013 年第 3 期

21. 《克莱斯•奥登伯格的觉醒: 平民主义》，《世界美术》2013 年第 4 期

22. 《描绘混乱》，《世界美术》2014 年第 3 期

23. 《艾谢·埃尔克曼的“B 计划”和其他(不那么)无用的动作》，《世界美术》2014 年第 4 期

24. 《失乐园：冰岛女艺术家安娜•乔伊夫贝德》，《世界美术》2016 年第 1 期

25. 《沉默的语言》，《世界美术》2016 年第 2 期

26. 《边缘与主流——凯斯·伯克哈特的艺术》，《世界美术》2016 年第 3 期

27. 《图解之人——与电影制作人刘易斯·克拉克的对话》，《世界美术》2017 年第 2 期

28. 《伟大的改革者》，《世界美术》2017 年第 3 期

29. 《无墙》，《世界美术》2018 年第 1 期

30. 《艺术的任务》，《世界美术》2019 年第 4 期

31. 《造物：交互》，《世界美术》2020 年第 1 期

5，出版书籍、画册中的论文：共 5 万多字

论文标题、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

1.《古元 鞍钢的修复： 人民的美术》,《万山红遍——新中国美术 60 年访谈录取 1949—2009》人民美术出版

社，2009 年第一版

2.《王琦 晚归：艺海征途 70 年》,《万山红遍——新中国美术 60 年访谈录取 1949—2009》，2009 年第一版

3.《开启现代绘画之门的人——塞尚》，吉林美术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4.《捕捉巴黎浮华光影的大师——德加》，吉林美术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5.《衷情于风景之美的大师——西斯莱》，吉林美术出版社，2008 年第一版

6.《走进印象——玛丽·卡萨特》，吉林美术出版社，2008 年第一版

7.《追求永恒之美——安格尔的素描》，吉林美术出版社，2009 年第一版

8.《表现绚丽生命的大师——克利姆特》，吉林美术出版社，2008 年第一版

6，参与编写高等教材：

负责编写章节，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

1.《先行者的故事——后印象主义》，《西方美术史欣赏大学教程》第六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

版；

2.《样式主义》，《新编外国美术史教程》第三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年第 1 版。

二、其他工作经历：
1. 兼职：

2011.10-2012.11：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中国项目部，项目助理，参与组织“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与沙龙，以及

翻译、写作



2011.09-2012.01：中央美术学院基金委员会，筹备办公室，项目助理，调研中国高校基金会的筹备和建立、构

架和机制

2011.07：中国美术馆，“超有机：新媒体艺术三年展”，英语志愿者组长，英语布展助理和翻译

2011.03-2012.07：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英语志愿者

2009.10：中央美术术学院，“世界设计大会”记者

2009.02-03: 中央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担任“美国当代艺术”课程助教和翻译，任课教师：美国艺术史家

David Carrier 教授

2007.11: 中央美术学院，本科教学评估宣传组，记者

2006.11：中央美术学院，“中德艺术论坛”，布展和翻译助理

2. 全职：

1998.08-2002.12：山东省烟台市新华书店，科学技术部职员

3. 志愿者：

2013 至今：建立网络反家庭暴力小组“家暴互助小组”，义务帮助有需要的社会人士，网址：

https://www.douban.com/group/448925/

三、其他学术活动、讲座和培训：
1. 举办讲座：

2018.06：“历史画的当代挑战”，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全体研究生

2017.05：“艺术创作与论文写作”，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国画专业研究生

2016.10：“启蒙时代的艺术：17-18 世纪的欧洲艺术”，山东省美术馆青年教师培训项目

2014.11：邀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教授，在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举办讲座：“锄头掘出的历史：中国早

期美术史的重建”

2. 参加学术研讨会：

2017.11：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第十一届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年会”

2016.03：中国美术学院、泰拉美国艺术基金会举办，“艺术：生活或观念——交互视野下的中国和美国现代艺术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11：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主办，“当代学院造型基础教育国际论坛”，担任会议组织、口语翻译工作

2015.10：南京大学高等艺术研究院、哈佛大学文艺复兴中心举办，“文艺复兴与中国文化振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10：哈佛大学中心（上海）、复旦大学举办，“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空间观”国际研讨会

2013.11：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国肯塔基大学艺术学院、泰拉美国艺术基金会举办，“美国艺术史与展览：19

世纪至今美国艺术在本土与海外的呈现”国际研讨会

2007.09：第 12 届卡塞尔文献展，“中德现代艺术研讨会”

3. 完成培训：

2013.07-08: 北京语言大学主办“国际汉语教师”培训班，取得对外汉语教师（初级）资格证

四、中外艺术史、文化遗产实地考察：
1. 中国美术史考察：

2023.11：西安博物院、西安大清真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2020.10：温州博物馆、灵岩寺

2018.08：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云冈博物院、西安各大博物馆、博物院

2017.09：广州省博物馆、南越王墓博物馆

2015.10：南京地区、南朝陵墓和雕塑

2014.11：四川三星堆古文化遗址、乐山大佛、汉墓遗址

2013.10、2015.10：上海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等

https://www.douban.com/group/448925/


2008.02：世界文化遗产山西平遥古城、双林寺

2007.05：山西太原、大同、晋祠、南禅寺、华严寺、佛光寺、岩山寺、悬空寺、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

2006.11：甘肃兰州、天水、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榆林窟、灵岩寺

2006.06：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湘西凤凰古镇、安徽民居

2005.10、2009.03：河南安阳地区、殷墟博物馆、龙门石窟

2. 世界艺术史考察：

2015.08-09：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史系、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哈佛大学美术馆，纽约、华盛顿、费城、芝

加哥、圣弗朗西斯等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2014.07-08：意大利佛罗伦萨、罗马、阿雷佐等历史名城、美术馆、博物馆和文化遗产，荷兰、比利时，阿姆斯

特丹地市的博物馆和美术馆

2007.09：欧洲：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摩洛哥六国，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教堂、古镇、

建筑与考古遗迹，参观第 52 届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第 12 届卡塞尔文献展


	2011.09-2012.01：中央美术学院基金委员会，筹备办公室，项目助理，调研中国高校基金会的筹
	2011.07：中国美术馆，“超有机：新媒体艺术三年展”，英语志愿者组长，英语布展助理和翻译
	2011.03-2012.07：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英语志愿者
	1998.08-2002.12：山东省烟台市新华书店，科学技术部职员
	三、其他学术活动、讲座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