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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領域

當代繪畫實踐與理論、實踐主導型美術學研究

學歷

2017.01-2020.12 英國格拉斯哥美術學院 美術學博士

2012.09-2013.09 英國格拉斯哥美術學院 美術學碩士（繪畫專業）

2009.09-2012.06 英國格拉斯哥美術學院 美術學學士（繪畫專業）

2008.09-2009.06 格拉斯哥美術學院與中央美術學院 GSA-CAFA Joint Programme

教學經驗

2024.01-至今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助理教授

展覽策劃

2023.07.22-10.22 材料的回響，無設事務所，深圳

2022.09.24-11.13 今昔今夕，木星美術館，深圳

參與展覽

2022.09 今昔今夕，深圳木星美術館

2021.01 公諸同好：格拉斯哥當代藝術展，廣州美術學院

2020.12 廣州設計周·C+藝術節，廣州保利世貿博覽館

2020.12 藝術與設計創新未來教育博覽會，上海西岸藝術中心

2019.01Wish You were Here 100，格拉斯哥美術學院

2013.11 Dear John，北愛爾蘭倫敦德里

2013.10 En Route，Camden藝術中心，倫敦

2013.09 Learning to Draw/Drawing to Learn，弗萊明收藏會，倫敦

2013.06 Agency 10，Iota畫廊，格拉斯哥

2013.05M.Litt，格拉斯哥版畫中心，格拉斯哥

2012.07 New Firm，Candid藝術基金會，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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