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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要

求，紧密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素质养成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将艺术

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起全方位普及艺术教育的课程体系，同时

辅以丰富多彩的课外艺术教育活动，确保了人才培养目标中具有审美和

人文素养等相关素质目标的实现。现将公共艺术教育发展工作报告如下： 

一、构建课程体系，全方位普及艺术教育 

学校把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每位学

生须修满规定的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方能正常毕业。针对学生美育的实

际需要，积极探索构建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

育为重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艺术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

的公共艺术课程体系。 

在课程开设方面，针对不同学期、不同学生开设方向不同的公共

选修课。聘请专业教师开设的线下艺术类公共课程《古希罗神话艺术》

《影视欣赏》《老子的智慧》《中国象棋》《国际象棋》等，同时开设

了线上网络公共艺术类课程，其中鉴赏类课程有《美术鉴赏》《戏剧

鉴赏》《艺术导论》《音乐鉴赏》，实践类课程有《行书教程》《教你成

为歌唱高手》《中华气韵——健身气功》《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评

析类课程有《欧美电影文化》《东方电影》《走进西方音乐》《考古发

现与探索》等。 

学校在开设通识类艺术课程的同时，还从交叉学科角度设计通识



核心课程，开设了《汽车行走的艺术》《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等

课程。通过听赏实践引导学生亲身体验美的感受，从开设至今一直深

受学生们的喜爱和欢迎。 

二、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多角度服务学生发展 

学院重视艺术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不断加强及改善大学

生艺术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建有舞蹈房 4 个、专业画室 3 个、音

乐实训室 3 个、美术工作室 1 个、数码钢琴室 2 个、数字音频实训室

1 个、专业艺术展厅 1 个、另有各类实训、实验场所以满足艺术类教

育的需要。        

目前，学校共有专业艺术类教师和辅导员 38 人，除教授学生喜

闻乐见、乐于参与的艺术类课程外，还借助网络学习平台，与超星、

智慧树合作，丰富选修课的形式和内容，利用平台的优势，对学生的

学习进行大数据分析，时刻了解学生的选课情况，推送学生喜闻乐见

的课程，丰富学生视角，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让更多的学生

接触艺术、走近艺术，最终爱上艺术。 

近年来，学校针对藏族等少数民族汉语不够流畅等情况，以提高

人文素养、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为主旨，从对话、朗诵、

演讲、主持、面试五个方面入手，开设相关选修课，着重进行对话和

朗诵的实训。教师做到与每一位同学进行面对面交流和对话，在对话

中了解学生，对学生进行学习与生活的引导，加深了师生间的亲密度，

激发了学生学习动力。在朗诵教学环节中，要求每位学生选一篇课文

朗诵并录制视频。定期举办校级“吟咏经典 感悟情怀”诗文朗诵比



赛，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任课老师全程指导学生参加比赛。在 2020

年 “诵读中国”全国经典诵读大赛江苏省选拔赛中，藏族学生普措

达杰取得三等奖的好成绩。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丰富课外艺术教育内涵 

我校课外艺术教育工作主要由团委、各级学生组织和艺术类的社

团组成。通过组织开展包括各类文化艺术节、艺术竞赛、文艺汇演、

艺术团展演活动，搭建学生参与艺术实践、提升艺术技能、展示和感

受艺术之美的舞台。 

在活动建设和竞赛组织方面，创作出一批文体艺术精品。利用好

文化活动的育人功能，注重以文化人,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精心设计

各类活动，打造精品文体活动。如举办“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2019新生之星歌唱比赛、主持人大赛，演讲比赛、舞蹈比赛；“献礼

七十年，追梦新时代”社团风采展示晚会；“时代青春 逐梦启航”迎

新晚会等。 

目前我校有大学生艺术团、领舞协会、双节棍协会、体育舞蹈协

会、啦啦操协会、吉他社、夏韵汉服社等艺术类社团。学校鼓励各社

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文明高雅的社团文化活动，不断扩大学生社团

活动的影响力，增大社团活动的覆盖面，提高社团活动的趣味性、教

育性，使更多的学生在社团组织中受益成长。 艺术社团以培养学生

兴趣爱好，提升艺术审美为宗旨，开展表演类、比赛类、公益类等活

动 40余次，其中大学生艺术团、领舞协会、啦啦操协会参加迎新晚

会、五四表彰、高校社团展演、校庆等大型活动演出；吉他社参与迎



新社团展和社区公益活动，并每周义务开设教学课程；夏韵汉服社曾

参与“献礼七十年，追梦新时代”社团风采展示，并举办“汉衣夏韵

-与子同袍”等活动。各种社团活动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贴近学

生实际生活，使学生在丰富的艺术和人文情境中快乐学习。 

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活动的育人

功能，满足青年学生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和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激发

了学生的爱国爱校热情，增强了实现“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形成校园文化建设的规模效

应、品牌效应和示范效应，创造出浓厚的校园文化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