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容玮
职称 : 助理教授

学院/部门 : 人文艺术学院

电邮地址 : rwzhang@must.edu.mo
电话 : (853) 8897 3058
传真 : (853) 2888-0091
办公室 : R601
邮件地址 : 澳门氹仔伟龙马路

教研领域

当代绘画实践与理论、实践主导型美术学研究

学历

2017.01-2020.12 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 美术学博士

2012.09-2013.09 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 美术学硕士（绘画专业）

2009.09-2012.06 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 美术学学士（绘画专业）

2008.09-2009.06 格拉斯哥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 GSA-CAFA Joint Programme

教学经验

2024.01-至今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助理教授

展览策划

2023.07.22-10.22 材料的回响，无设事务所，深圳

2022.09.24-11.13 今昔今夕，木星美术馆，深圳

参与展览

2022.09 今昔今夕，深圳木星美术馆

2021.01 公诸同好：格拉斯哥当代艺术展，广州美术学院

2020.12 广州设计周·C+艺术节，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2020.12 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2019.01Wish You were Here 100，格拉斯哥美术学院

2013.11 Dear John，北爱尔兰伦敦德里

2013.10 En Route，Camden艺术中心，伦敦

2013.09 Learning to Draw/Drawing to Learn，弗莱明收藏会，伦敦

2013.06 Agency 10，Iota画廊，格拉斯哥

2013.05M.Litt，格拉斯哥版画中心，格拉斯哥

2012.07 New Firm，Candid艺术基金会，伦敦

2012.05Manifesto，Grace & Clark Fyfe画廊，格拉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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