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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学位： 硕士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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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1994.07-1999.09于山东水利专科学校从事专业教学工作，助教、讲师；

1999.09-2006.06于山东农业大学水利土木工程学院从事专业教学工作，讲师；

2006.07-2016.06于山东农业大学水利土木工程学院从事专业教学工作，副教授，系副主
任，艺术设计系书记，硕士生导师；

2016.06-2018.06于山东农业大学水利土木工程学院从事专业教学工作，副教授，艺术设
计系主任，环境设计专业主任；

2018.07-至今 于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从事专业教学工作，教授，艺术设计系主任，环
境设计专业主任，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环境设计及其理论、乡土建筑保护、建筑色彩

主要承担课程 主要承担中外设计史、表现图技法、室内设计原理、室内设计专题、快题设计和研究生
课程园林建筑设计等专业核心课程。

主要荣誉称号 2014年6月获山东农业大学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2017年9月荣获山东农业大学2017年度“教学质量奖”二等奖；

2017年8月指导学生参加第八届山东省艺术设计大赛，获“优秀指导教师”；

2017年12月被评为山东农业大学2017年“优秀创业指导教师”； 

2018年12月被评为山东农业大学2018年“优秀创业指导教师”； 

2018年8月指导学生参加第十一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获 “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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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科学研究项目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鲁中山区传统村落保护的现实困境与对策——以莱芜
市茶业口镇卧铺村为例》，项目批准号：1506507，2015.6-2017.6，主持 ，已结题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鲁中山区传统民居保护与再利用对策研
究》，项目批准号：15YJAZH049，5万元，2015.9-2018.9，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与西部文明纠缠交融的中国伽陵频伽（妙音鸟）研
究》，项目批准号：17BH169，20万元,2017.9-2020.12，第二位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图谱构建及创新机制研究——
以山东山区为例》,项目批准号：17CCYJ03，1万元,2017.10-2020.9，主持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鲁中山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图谱构建与应用研究——
以泰安市山西街村为例》，项目批准号：201706323，2017.6-2020.6，主持

泰安市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供给侧改革视域下传统村落旅游竞争力提升对策研
究——以泰安市大汶口镇山西街村为例》，项目批准号：17-ZD-005，2017.1-2017.12，
主持，已结题

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计划课题，《传统村落旅游形象识别系统构建研究——以
鲁中山区为例》，项目批准号：J17RB197，1万元,2017.5-2019.5，第二位

近五年出版教材、专著

2014.1,副主编《建筑室内设计——思维、设计与制图》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2位

2015.1，编著教材《建筑室内手绘表现技法与实例》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第1
位

2016.1，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现代景观建筑设计》，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社，第1位

2016.8，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国农业
大学出版社，第2位

2017.5，编著普通高等教育艺术类“十二五”规划教材《室内设计原理与方法》，人民
邮电出版社，第1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