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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湖南科技大学始建于解放前夕成立的湘北建设学院，是一所历史

悠久、门类齐全、特色明显的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在校学生 3.5

万余人，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学校位于伟人故

里湖南湘潭，也是一代艺术大师齐白石的家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艺术气息。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

（教体艺〔2014〕1 号）文件精神，学校深入开展本年度的艺术教育

工作。学校通过艺术教育提高了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发挥美育的

育人导向，加强美育课程建设，积极开展美育活动，全面提高艺术教

育教学质量，现将我院 2019-2020 学度艺术教育发展情况公布如下：

一、管理机构

教学系：美术系、艺术造型系、音乐系、舞蹈系

研究所：艺术作品实践与产业化研究所、湖湘音乐研究所、艺术

人类学研究所

办公室：党政办、教务办、学工办、研究生办、资料室

实验室：艺术实践中心

二、艺术学科发展情况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始建于 1995 年，学院设有美术系、艺术

造型系、音乐系和舞蹈系四个教学系，美术学、绘画、雕塑、音乐学、

舞蹈表演等五个本科专业，美术学、音乐与舞蹈学两个一级学科学术

硕士学位授予点，艺术硕士（美术、音乐）和教育硕士（美术、音乐）



等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设有“艺术作品实践与产业化研究

所”“湖湘音乐文化研究所”“艺术人类学研究所”3 个校级研究

所。有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基础，拥有一支勇于创新、

充满活力的年龄、职称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近 5 年，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项，省社科基金项目

20 余项。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新美术》、《民族艺

术》、《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20 余篇。

三、艺术教师配备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艺术教育课程的教学质量，学校不断加强艺术教师

队伍的建设力度，提高艺术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艺术学院现有专

业教师现有专职教师 70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13人，博士 8 人，

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近 60人。在本年度艺术学院王育霖携支教团

队到祁东县启航学校进行义务支教，对留守儿童合唱团的排练进行指

导，帮助孩子们实现音乐梦想。他的先进事迹被中央、地方媒体深度

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另外艺术学院邹正洪、文牧江、龙凯、

唐亮四位教师的作品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廖婧的《中华文化“多

元一体”视阈下南方民族美育教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实践研究》获湖南

省第二届民族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王洪斌的论文入选中国

文联举办的《学习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研讨会》论文集，赵湘学的

论文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多部课程受邀参加教育

部艺教委主办的“春华秋实——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文献展”，李毅松

院长作经验推广演讲。还有，艺术学院的师生在《民族艺术》《艺术



百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化艺术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

作品 30篇/幅。指导学生在各类学科专业竞赛和展演中获奖 20 余人

次。我院教师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投身于学校的艺术素质

教育活动中，使艺术素质教育能够获得稳定的艺术能量。

四、专业艺术教育

艺术学院现有美术学、绘画、雕塑、音乐学和舞蹈表演五个专业，

学院的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产业发展、社会需求和艺术前沿正在形

成有机的衔接。我院专业设置与社会服务意识，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

的契合度较高。依托美术学和音乐学两个省级一流建设专业、绘画校

级一流建设专业，积极推进美术学和音乐学两个专业的师范专业认

证。遵循艺术专业人才培养规律，通过走访校友、用人单位以及基础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听取各方意见与建议，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

行修订，进一步推进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明确人才培

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不断完善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

五、艺术课程建设情况

1.建设完整的艺术课程体系

对于艺术课程建设，教务处和艺术学院制定了专门的人才培养方

案，有着科学的、系统的艺术课程设置。严格按照专业课程的管理制

度管理，严控教材征订、教学大纲制订、教学计划制订、教学进度表

制订等关键环节的工作，保证艺术教育课程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

课程设置根据培养方案要求，设置了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通识教育课程等。

2.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专业课程

我院开设的《中国民间美术》、《民间音乐采风》、《湖湘音乐

文化导读》、《原生态舞蹈传承》等课程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

间艺术融入到课程中，使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不仅能学好专业

知识，还能使他们感受到艺术之美，文化之美，达到以美育人和以美

化人的美育效果。

3. 积极打造一流艺术课程

近几年年我院先后有五门课程立项为省级和校级一流课程，其

中，陈雅婧老师的《中国美术史》为省级线上线下混合金课，目前已

完成所有的录制和后期制作工作在学习通上线。李傲翼老师主持的

《音乐治疗导论》课程已在智慧树平台上线，张然老师主持的《原生

态舞蹈传承》也将在 10底在智慧树平台上线。杨薇老师的《构图学》

和彭浩宇主持的《基本乐理（2）》，使用超星平台打造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丰富了艺术教育课程形式。

4.强化第二课堂实践育人

我院在充分发挥第一课堂美育基础上，注重第二课堂与第一课程

的融合，强化第二课堂的实践育人功能。以各类展演为载体，搭建实

践育人平台。学院本年度举办了系列的专业汇报展演、毕业汇报展演

和创新项目结项汇报展、写生作品汇报展等。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中，我院组织学生提交了 61 件绘画作品，1 件微视频和 1 个艺

术实践工作坊。这些展演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和



创作力热情，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学生进取精神、团队

合作精神。各类展演实践真正做到了能够及时消化专业知识、增加艺

术积累、加强师生交流、提升专业技能和增强就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了学生的艺术素质和综合素养，达到了实践育人的效果。

5.增设全校公共艺术选修课程

学院按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要求，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现代陶瓷艺术创作与鉴赏》、《书法鉴赏》、《中

外舞蹈名作赏析》《中外传统经典美术赏析》等公共艺术课程，并纳

入通识教育学分管理。公共艺术课程都采用考查的形式对学生的学习

情况进行考核，确保课程教学质量。

6.推进艺术课程思政建设

在艺术课程教学中，除了教授专业知识，还注重艺术课程思政建

设，以美育促德育。今年我院有三个项目获省教育厅课程思政改革项

目立项，分别是赵湘学副院长主持的综合实践类项目《艺术实践类课

程思政推进策略研究—以教育实习为例》、文海良老师主持的实践项

目《中外舞蹈作品赏析》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与实践和龚畅老师主持的

《水彩专业创作》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六、校园艺术文化管理情况

学院师生在完成专业教学和学习的同时，广泛地活跃在学校的各

种艺术社团中，发挥指导和引领校园艺术活动的作用。学院现有大学

生书画协会、黑白灰手绘、吉他协会、萱草茶艺社、古莲汉韵社五个

社团，为规范和指导艺术社团开展工作，学院加强了对社团的管理，



一是加大对各社团负责人的培训和指导，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学校下发

的社团管理制度，按照学校的相关要求开展社团活动，并在开展活动

之前将活动内容报告给学院，把握活动的方向和内容，防止被动机不

纯和不法分子利用。二是要求社团必须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相关

活动，详细公布财务支出情况。此外，我们还加强对学生会各部门开

展活动的指导和监管，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七、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情况

为丰富大学校园文化，促进学生专业发展，发挥艺术专业教育的

艺术素质教育功能，2019-2020 学年面向全校师生开展了系列校园文

化活动。由湖南科技大学主办，我院承办的第三届全国“齐白石大学

生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受到了全国艺术院校和全校师生的广泛关

注，为全校师生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

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

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20 年 6 在美术楼展厅举办了“艺不停”2020 届本科毕业生毕

业创作展，以及各类创新项目结项汇报展。

艺术学院

2020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