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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 2022 年艺术教育发展质量报告

2022 年，艺术学院在兰州大学的正确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合作下，立

足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的宗旨，锐意进取、积极合作

不断开展和完善艺术教育的课程建设和教学研究。

一、美育理念

开展艺术教育工作，充分发挥艺术教育“辅德”、“益智”、“健体”的功

能，对促进本科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艺术教育，在本科生对艺术美、

自然美、社会美欣赏的同时，不仅了解到“益智性”的目的。同时艺术活动可增

强学生们心理的自我调节能力，使他们保持饱满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从而

起到“健体”的作用。

二、相关政策措施

学院为落实《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兰州大学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美育教育的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确立了艺术教育在高

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推动艺术教育创新，促进本科生全面发展，学院领导班子

与相关部门、教学单位把实施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狠抓。自 2018

年起，兰州大学连同艺术学院成立公共美育中心，对艺术教育教学实施进行了全

面的规划和部署。

三、艺术教育师资队伍

学院 2022 年有专职教学科研人员 53 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 7人、副高级

职称 9人、中级职称 37 人。12 月，学院引进三级教授 1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学院在职教师中有 1 人在国外大学进修、1 人在

国外大学研学回国、1人完成国内博士学位攻读。

图一 不同职称教师比例

四、教学设备与教学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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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化教学平台及专用教室建设

艺术学院办学环境优美，教学设施齐全。拥有建筑面积 5000 余平米的艺术

大楼，内设音响一流、舞台设施齐全的 400 余座席音乐厅，含数码钢琴教室、电

脑设计教室、天光画室、多媒体教室、合唱厅、舞蹈练功厅等 30 余间，琴房 50

余间，建设有图形创意实验室、环境设计实验室、印刷工艺实验室、数码钢琴实

验室、跨媒体艺术创作实验室及中国书画与敦煌艺术实验室。

2.艺术教育经费支出

学院 2022 年本科教学经费共支出 60.04 万元，教学业务费占比最大，教学

建设类项目经费支出次之。另有“双一流”引导专项经费、实验与实践教学经费、

招生费也占有一定比重。2022 年，受疫情影响，经费报销工作断断续续停滞，

故经费支出有明显的下降，2023 年正常运行后，将会持续完成 2022 年未完成报

账的项目。2022 年，学院“双一流”建设支出经费 11.46 万元，教学研究项目

经费 19.50 万元，学院本科人才培养、学科改革等在不断增强竞争力。

五、美育课程建设

2022 年，艺术学院在已开设的 6 门通识核心课基础上，新增 1 门通识核心

课《虚拟现实设计与开发》。该类课程旨在将通识教育理念贯穿在专业知识的传

授中，透过对艺术美学等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思考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人生境

界和思想品质，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秋季学期，响应学校人才培养战略，新

增跨学科课程 2门，该类课程力求化静态为动态、化抽象为具体、化知识为智慧，

运用跨学科观念解决真实问题，发展学生的跨学科理解力，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

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实践应用能力。

艺术学院共有通识教育选修课 23 门、通识核心选修课 7门。2022 年春季学

期，学院共开设通识课程 21 门，30 门次，选修学生 1562 人次；秋季学期，学

院共开设通识课程 23 门，28 门次，选修学生 1458 人次。

表一 艺术学院通识教育选修课开设清单（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其他成员

1 音乐欣赏 陈辉 孙越、董淼

2 舞蹈综合艺术 孔薇 王艺潼

3 阿卡贝拉体验与实践 张宁宁 杨昆、史文婷

4 经典弦乐作品演奏与赏析 马超 杨昆、高嵬、陈辉

5 中国民族器乐作品赏析 陈笑如、田娣 刘一可、张木子

6 合唱艺术 张昕鹏 李淑红、孙爽、李丽萍

7 现代设计艺术赏析与实践 魏万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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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其他成员

8 世界经典动画影片分析 沈明杰 周标、马超

9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美育赏析 燕仲飞 田娣

10 传统纹样 马若琼 李静、邵强军

11 西方音乐史 杨瑾 董淼、秦缘

12 绘画艺术 燕昱 赵霞、王威

13 中外美术鉴赏 尚竑 燕昱、赵霞、王威

14 中国古典舞蹈文化与审美鉴赏 孔薇 王艺潼

15 外国拉丁健身舞训练 孔薇 王艺潼

16 书法艺术鉴赏与实践 石华龙 徐建新、燕昱、周标

17 中国民族交响乐讲座 杨昆 高嵬、刘一可

18 中外优秀歌曲弹奏体验 刘江涛 杨昆、李丽萍、董淼、廖彬

19 钢琴艺术史与经典作品赏析 王蕾 李丽萍

20 中外著名建筑景观鉴赏 赵霞 燕昱、尚竑、沈明杰

21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鉴赏与实践 马若琼
孙晓勇、尚竑、马若琼、李静、周

标、沈明杰、邵强军

22 中外园林艺术鉴赏 李静
尚竑、孙晓勇、燕昱、马若琼

沈明杰、王静、汪俊琼

23 中西方音乐鉴赏与比较 刘桂珍 秦缘、杨昆、陈笑如

24 花儿（网络共享课） 周亮 刘江涛、于永华

表二 艺术学院通识教育核心课开设清单（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其他成员

1 虚拟现实设计与开发 汪俊琼
周睿、闫京江、林严冬、徐子超、

张谦、周标、王静

2 古代诗词书画艺术欣赏及实践 徐建新 石华龙、张馨心、刘一可、刘振刚

3 敦煌文化艺术鉴赏与设计体验 徐建新 刘阳、杨昆、周亮、邵强军

4 美术与设计的流变及魅力 燕昱 魏万勇、沈明杰

5 诗乐与生命律动 刘桂珍
杨昆、秦缘、杨瑾、田娣、陈笑如、

张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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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其他成员

6 经典作品中的音乐之美 刘江涛
王蕾、杨昆、秦缘、刘一可、杨瑾、

陈辉

7 中外经典歌曲欣赏与演唱 李淑红 秦缘、张昕鹏、孙爽、项亮

六、课外艺术活动

1.学院促进学生社团建设

学院专业教师指导指导艺术类社团有合唱团、管弦乐队、书法协会、摄影协

会等，参加社团的学生人数达 1600 余人。大学生艺术团作为校团委的直属社团，

多年来一直坚持定时训练，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历次的校内外演出中为学院、

学校争得了荣誉。除了在本校举办专场的演出外，大学生艺术团还在各高校间开

展巡回演出、业余比赛，使学生丰富大学生活的同时，通过与外界进行交流，开

阔了视野，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艺术水平。

2.艺术学院与教务处、团委等部门积极配合，相互协作，共同促进我校艺术教育

的繁荣发展

通过每年举办包括摄影、绘画、书法、艺术创作等校园比赛，还举办包括校

园歌声大赛、街舞大赛、话剧、小品剧本征集及展演等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文艺活

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激发学生的艺术灵感，营造校园文化的艺术氛围。将

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相结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的同时学院也注重对学生自主开展艺术活动能力的培

养，使学生由过去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各类艺术活动，转向能够独立完成艺术活动

的组织实施。在学校每年举办的文化艺术节和社团文化艺术节的活动中，学院鼓

励部分学生融入“双轨制”管理模式——将各类艺术活动分为由相关部门举办和

学生独立开展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工作层次。不仅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校园

艺术景象，也锻炼了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责任意识。通过参与各项活动，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们进行独立创造。

七、艺术教育改革与特色

学院对艺术教育工作非常重视，以全新视角审视美育，根据“大美育”理念，

正在逐步引入教学团队体制，推进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现已建成省级精品课

程 1门，上线国内五大慕课平台之一的“智慧树”平台，累计线上线下选课高校

约百所。学院关于“大美育模式”的实践，始终致力于让所有在校学生都享有接

受美育的机会，通过对美的认知、体验、感受、欣赏到创造，塑造属于每一个学

生对美的理念、情操、品味、格调与素养。2022 年，学院初步拟定了《兰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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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公共美育教学中心章程》，并在秦玲堂、闻欣堂等公共场合开展美育教学，具

体如下：

1.学院领导高度重视美育工作开展，同教务处领导多次进行实地调研。美术

与设计系教师为学校各部门室内设计进行了大量创作并被采纳使用。

2.艺术学院已与所有学院就公共美育课程体系建设进行沟通，争取于 2023

年初步建成兰州大学公共美育课程体系。

3.学院师生在二教开展美育展演、实践。

表三 艺术学院 2022 年度公共美育活动统计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展演地点

1 单簧管与钢琴二重奏快闪 2022 年 5 月 11 日 秦岭堂

2 手风琴，钢琴，小提琴与卡宏合奏快闪 2022 年 5 月 18 日 秦岭堂

3 钢琴，小提琴，单簧管，卡宏合奏快闪 2022 年 5 月 25 日 秦岭堂

4 小提琴独奏快闪 2022 年 6月 1 日 秦岭堂

5 钢琴六手联弹快闪 2022 年 6月 8 日 秦岭堂

6 单簧管与钢琴二重奏快闪 2022 年 6 月 15 日 秦岭堂

7 讲座《走进室内乐》 2022 年 7 月 15 日 腾讯会议

8 手风琴四重奏快闪 2022年11月10日 秦岭堂

9 二胡与钢琴合奏快闪 2022年11月10日 秦岭堂

10 琵琶与钢琴合奏快闪 2022年11月10日 秦岭堂

11 钢琴三重奏快闪 2022年11月10日 秦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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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展演地点

12 讲座《音乐联觉的具象表征与能力开发》 2022 年 7 月 19 日 腾讯会议

13 第二教学楼美育一角 2022 年 5 月 24 日 秦岭堂

14 第二教学楼美育一角 2022 年 5 月 30 日 秦岭堂

15 举办公共美育走进音乐厅系列音乐会 2022 年 6 月 14 日 闻韶楼音乐厅

16 音乐会——十一庆国庆 2022 年 10 月 2 日 闻韶楼美术馆

17 国庆草坪音乐节 1 2022 年 10 月 1 日 昆仑堂

18 国庆草坪音乐节 2——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 2022 年 10 月 2 日 昆仑堂

19 二教快闪 2022 年 6 月 13 日 秦岭堂

20 二教快闪 2022 年 6 月 20 日 秦岭堂

21 二教快闪 2022 年 6 月 27 日 秦岭堂

22 二教快闪 2022 年 7月 4 日 秦岭堂

23 世纪美育（三）徐建新个人风景油画展 2022 年 9 月 30 日 微信推送

24 兰大为美油画版兰大风景待你解锁（第一弹） 2022年11月14日 微信推送

25 兰大为美油画版兰大风景待你解锁（第二弹） 2022 年 12 月 1 日 微信推送

26
公共美育/公共设施中的校园“家具”设计线上

展
2022 年 10 月 8 日 微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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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展演地点

27
公共美育/系列活动《陈设设计》有温度的设计

展线上展
2022 年 10 月 8 日 微信推送

28
喜迎二十大设计作品献给党艺术学院献礼二十

大作品展“理想的家”设计作品线上展
2022年10月23日 线上

29 讲座《室内设计的流程》 2023 年 3 月 31 日 线上

30 讲座《扎染的春天》 2023 年 4 月 21 日 秦岭堂

31 讲座《染缬的艺术》 2023 年 6 月 14 日 秦岭堂

32 讲座《染缬的艺术》 2023 年 6 月 16 日 观云楼 711

33 讲座《设计思辨》 2023年10月26日 线上

34 彩陶艺术讲座 22年 10 月 28 日 秦岭堂

35
兰州大学艺术学院“百年风雨团魂永驻，数载辉

煌迎二十大”新媒体联合干训海报大赛主题讲座
2022 年 5月 1 日 闻韶楼

36 世界博物馆日 2022 年 5月 1 日 校园网

37
活力省运会·奋进新征程——艺术与体育甘肃省

第十五届运动会主题设计展
2022 年 9月 1 日 校园网

38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兰州大学喜迎党的

二十大海报设计
2022 年 9月 1 日 校园网

39 民乐重奏教学实践音乐会 2022 年 6 月 21 日 闻韶楼音乐厅

40 《插图设计》艺术展 2022.6.18 秦岭堂

41 “课间一曲”美育展演

2022 年 5 月 24 日

周二 18:10

2022 年 5 月 25 日

秦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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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展演地点

周三 12:10

42 “课间一曲”美育展演
2022年6月1日周

三 12:10
秦岭堂

43

“喜迎二十大 歌声献给党”艺术学院献礼二十

大系列展演--艺术学院合唱团优秀合唱作品展

播

2022年10月14日 学院公众号

44
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合唱团作品《一颗金色的树展

播》
2022年12月11日

兰州广播电视

台文旅频道

45 重唱与舞台剧 2022 年 12 月 闻韶楼音乐厅

46 20 级视传班“书籍设计”作品展 2022 年 6 月 秦岭堂

47 19 级视传班“品牌设计”作品展 2022 年 11 月 秦玲堂

48 20 级视传班“界面设计”作品展 2022 年 12 月 学院官微

按照“强化思想引领、结合专业特色、提升综合素质”的总体思路，艺术

学院实施兰州大学精品校园文化活动项目培育工作，坚持立德树人，以创建优良

校风学风、师德师风为重点，按照“强化思想引领、突出专业特色、提升文化内

涵”的总思路，进行重点培育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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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公共美育系列活动讲座 图六 走进音乐厅之系列音乐会

图七 《舞蹈综合艺术》教学成果实践

八、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教学环节不够规范化有待提高，公共美育教育、群众性美育活动、校园环

境的美育功能、美育课堂教学环节、美育交流活动的组织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美育教育体系，包括了群众性美育、专业艺术教育、美育教育研究等不同层面，

而各层面的要求均不相同。针对不同层面的教学环节如何规范、各层面之间如何

互相影响和融通，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明确。

2.美育教育专项经费和设备投入不足，使我校美育教育的提升受到影响。

（二）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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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加强、整合公共美育师资力量，调动全校美育资源，确保非专业性、

群众性美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2.建设艺术教育人才培养基地和进修基地，有专门的资格认证，有针对性地

开展全国性的公共艺术教育能力培训。

3.学校划拨美育教育专项经费和设备投入，使我校美育教育进一步得到提升。

4.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美育教育确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和规范，公共美育

教育以提高师生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为主，培养表达美、创造美的能力为辅；

艺术专业教育应加强师生美学研究能力、学术交流能力的培养；美育校际、国际

交流方面则以精品艺术创作、展演为追求目标，加强美育教育研究及对社会的辐

射能力，把提升所在区域、行业美学修养作为大学的自觉追求。

5.在兰州大学相关部门联动下，建立健全省内高校、地方艺术场馆共享共用

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