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兰州大学艺术学院

2015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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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艺术学院在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文化部、教育部相关精

神，以教学工作为中心，坚持专业提升和创新精神的结合，坚持强化实践和突出

培养特色。紧紧围绕“提高层次、优势突出、特色明显”的教学目标，各项本科

教学工作开展顺利。

一、本科教学基本情况

（一）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1.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国际文化视野、深厚设计素养和较高

实践水平，能从事媒体策划、广告设计、书籍设计、包装及企业形象设计、品牌

推广等的实践、管理、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平面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以视觉传达为

基础，数字媒体艺术为核心，多学科交叉渗透，拓展延伸，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与

开发等领域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2.环境设计专业：培养具有国际文化视野、深厚设计素养和较强实践能力，

能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开拓新型环境，能从事各类室内外环境设计、景观设

计、家具设计、规划设计等实践、管理、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才。

3.音乐表演专业:培养具有宽阔音乐视野、深厚文化素养、扎实理论基础、

掌握较高的器乐表演技能和过硬演唱技能，具有系统的音乐理论基础和文化修

养，能够在文艺团体从事声乐、器乐表演、或在学校从事音乐教育、或从事音乐

文化管理和音乐研究的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包括美声唱法、民族与民间唱法等。

（二）本科生专业方向及课程设置情况

2015 年，学院在艺术设计、音乐表演两大专业，下设五个学科专业方向：

动画与新媒体艺术、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声乐表演、器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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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视觉传达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设计史论、造型基础、设计基础、文

字设计、图形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

籍装帧设计、品牌设计以及角色造型设计、CG 艺术创作、互动媒体设计、人机

界面设计、网络动画、三维动画软件、定格动画、动画衍生产品设计与开发、视

听语言、影视包装、影视声音艺术、剪辑艺术与实践等。

环境设计专业开设主要课程有：设计史论、建筑设计基础、人机工程学、效

果图表现技法、室内设计、景观设计、空间构成及模型制作、公共环境设施设计、

家具设计等。

数字媒体专业方向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动画造型、动画运动规律、二维与三

维动画软件及应用、定格动画、数字音乐与音效、互动媒体设计、网站设计与开

发、影视节目包装设计、综合材料试验与创作、动画衍生产品设计与开发等。

声乐表演专业方向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声乐、合唱、指挥、音乐美学、中西

方音乐史、音乐鉴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世界民族民间音乐、钢琴基础、艺术

指导、即兴伴奏、MIDI 制作、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歌曲作法、舞台

表演、正音台词、综艺主持、形体训练、意大利语音、民歌鉴赏、音乐心理学等。

器乐表演专业方向开设主要课程有：音乐基础理论、中外音乐史、民族民间

音乐、专业器乐演奏、重合奏、钢琴艺术指导、钢琴即兴伴奏、MIDI 制作、乐

理、试唱练耳、和声、曲式、舞台表演、综艺主持、第二乐器选修、形体训练等。

（三）教学运行情况

2015 年春季学期，学院共开设 104 门本科生课程，191 门次；2015 年秋季

学期，共开设 122 门本科生课程，176 门次。全年面对本院开课 24229 学时，面

向外院开设 3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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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挥艺术类专业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特性，学院开设有民族艺术考察与研

究、学科前沿考察与研究、专业实习等实践课。

同时，2015 年面向外院新开课程 3门：古典音乐欣赏(网络共享课)、艺术

与审美(网络共享课)、合唱基础与实践。

2015 年，艺术学院面向全校开设的艺术任选课 5门 424 学时。这包括西方

音乐史（54 学时）、中国民族交响乐讲座（108 学时）、音乐欣赏（54 学时），

另外网络共享课古典音乐欣赏（16 学时）及艺术与审美（30 学时）。

该年度春秋两季教师授课比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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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根据学校发展纲要，艺术学院坚持精品教育战略，以专业性、应用型教育为

侧重，兼顾多渠道、宽口径培养，以紧跟社会需求和服务文化艺术发展为目标，

通过建立一支技艺精湛、心智卓越、教学科研能力过硬的专业教师队伍，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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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学院本科办学坚持“重视基础、严

格教学、精于实践、”的教学理念，坚持组织管理的原则，以人才培养为根本，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科研和艺术实践为两翼，将人才队伍建设、师资队伍的培

养列入学院工作重点。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50名，其中音乐表演专业 30 名，艺术设计专业 20 名，

教授 2人，副教授 8人，讲师 30 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28 人，占 56%。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 3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教师 4人，职攻读博士后 1人。师生比

较去年有所增加，一批中青年教师已经逐步成长为学院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

为提升教学队伍整体水平，学院充分利用教育部及学校的有关人才支持项

目，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加强对学院中青年教师的培养，鼓励支持教师国内外

访学研修。着力优化队伍结构。2015 年，学院有 2名教师分别去美国和德国访

学。

学院注重师资队伍来源的多样性，通过引进和接收外校的优秀毕业生，鼓励

教师攻读外校学历等方式优化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同时，长期或短期聘用了省

内外高校、艺术团体的高水平专家作为兼职教授。

2015 年度，学院教师在公开出版的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4 篇，科研立

项 12 项，获批科研经费 89.4 万元。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经费 20 万

元；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2项，经费 16 万元；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 1项，经费

2万元；横向项目 6项，经费 14.7 万元。

（二）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2015 年，艺术学院财务管理严格按照学校的财务管理要求,在学校统一领导

下，实行分级管理，合理合法地使用经费。2015 年，学院实行预算管理办法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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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管理本科教学经费，加强前期基层预算，党政班子总体统筹的原则，严格执行

经费报批程序，提高了经费使用效率。2015 年，整体经费支出如下所示。

2015年学院教学业务费收入36.17万元，其中教学业务费支出17.6669万元，

校内配套经费部分也用于与教学相关的活动，如外聘专家教学补贴；2015 年学

院获批实习实践经费 10.64 万元，支出 35.99 万元，主要用于租赁费、交通费、

实习费、仪器设备购置、耗材购置、专业材料购置、印刷复印费、实验室维护费、

实习差旅费、出版费、人体模特费、静物费、毕业汇报演出、师生音乐会、师生

作品展、毕业生作品展、培训费等等。学院坚持做到“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

证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严格控制差旅费、交通费、电话费等日常办公经费

支出，重点向教学倾斜，充分保证日常教学，学生实习、实践、采风以及教学设

备的购置和维护。通过以上经费的投入，保证了学院本科教学的正常运行，学生

实习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学院教学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教学硬件设施情况

近年来，学院进一步完善了教学的基本条件，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教学条件

有一定改善。

1.教学基础设施

本科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经费投入（万元）

820811 本科生教学业务费 25.53

820802 实验与实践教学经费 10.64

222000-82100210 艺术学院本科生教学计划内实习项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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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学院基础设施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学院多媒体教

室配备有所增加，音乐琴房的内空间环境得到改善。学院教学设备和基础设施能

够较好地满足榆中校区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2.实验室

学院非常重视教学实验室建设，通过制定实验室建设规划方案，逐步增加投

入，按照教学需求，不断加大建设力度，合理调整教学用房，逐步完善功能。目

前学院建有印刷工艺实验室、环境艺术设计实验室、数码钢琴实验室、3D 扫描

及数字打印实验室，学院另外建有双钢琴实训室 1 间、动画实验室 2 间、MIDI

实训室 1间、艺术设计实训室 1间、共享学校文科试验中心机房 1 间。实验中心

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学院教学实践、科研的条件和环境，实现了把课堂搬到实验

室，由课堂传授式教学转向实验启发式教学，从简单基础实验教学提升到专业实

验、创新性实验教学。

3.设备

学院教学、实验、实践设备较为先进，利用率高。近几年，学院在教学实验

室建设中加大了投入，教学仪器设备总值、增长率和生均值都不断增长。学院实

验设备与教学大纲中的课程紧密衔接，并成为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一个更加便捷化的平台，为学生课堂教学的进一步延展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2015 年底，学院完成了前年相关实验室设备的安装调试，分批次基本完

成了对教师使用设备的培训。2015 年，学院设备购置、维护维修费用共计 6.37

万元，其中教学办公设备及教学仪器设备购置费共计：2.1 万元。多媒体教学设

备维护维修及音乐厅教学实践设备 购置、维护维修 0.91 万元，音乐教学钢琴

调律、维修费共计 3.25 万元，实验室设备维护维修 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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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健全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一）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督体系，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学院成立了教学督导委员会，制定了《艺术学院教学督导实施细则 》，明

确了教学督导工作内容，制定了督导委员会成员职责及工作要求。要求教学督导

委员会成员认真履行教学督导职责，积极参加教学督导活动，完成教学督导委员

会交付的各项工作任务。这其中包括对教师、学生出勤、课堂纪律及课堂组织情

况，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授课进度的执行情况，教师教案、课件制作、课堂教

学、教学示范、教学辅导的情况，教材、教学大纲及教学参考资料、教具的配备

及使用等情况的定期检查。

2015 年春秋两个学期，学院展开了对教师教学秩序及课堂讲授情况的检查。

在学院《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听课制度》的基础上，学院鼓励教师相互听课，关注

其他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及各教学环节，并提出客观评价。

（二）逐步规范教学管理，保证教学环节的顺利运行

1.加强教师管理，规范教学运行机制

学院根据《艺术学院教学运行管理办法》严格规范教学运行的各个环节，从

教材选择、教师备课、教师上课、学生作业、辅导答疑、课程考核、实行实践、

毕业论文、创作设计、艺术演出、教学检查及奖惩等各个环节都对教师规定了严

格的要求。教师调课、排课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以保证教学进程的有序推进。

2.加强学风建设，严肃课堂纪律。

学院制定了学生请销假制度和课堂考勤制度，对课堂教学进行了严格管理。

学院将学生考勤、作业、课堂表现作为学生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同时经常性地

加强学风教育。除了例行的考前考风考纪动员大会，严格执行了《艺术学院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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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考工作制度》，加强了对考试过程的严密监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有

明显好转。

3.建立教学沟通、反馈机制。

学院定期组织学生了解教学情况，听取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并将

意见及时反馈教师，以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在教务系统中学生测评表现

较差的教师，学院及时与教师本人沟通，并责令限期整改，以此保障课堂讲授的

最佳教学效果。

四、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夯实基础教学、促进专业提升

艺术学院在课程建设方面根据应用型、复合型及创新型艺术人才培养的特点

和要求，不断优化已有课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使专业核心课和专业基础

课相互结合，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互为补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艺术专业教学课

程体系。艺术学院音乐表演声乐专业开设专业基础课 44 门，专业核心课程 8门，

专业选修课 11 门；器乐专业专业基础课 45 门，专业核心课程 8门，专业选修课

10 门；环境设计专业专业基础课 37 门，专业选修课 10 门，含有实践环节专业

必修课 7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专业基础课 39 门，专业选修课 4门，含有实践

环节专业必修课 6门；数字媒体艺术方向专业基础课 25 门，专业选修课 11 门，

含有实践环节专业必修课 5门；为保证高质量教材进入课堂，艺术学院重点选用

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及全国一类艺术院校知名专家编著教材，同时鼓励

教师积累教学心得，主编、参编部分教材。

在教学改革上，艺术学院遵循艺术教学的规律，坚持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

传授课堂知识的同时，强调鼓励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不断加强实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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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学中的比重，引导教师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及操作能力的培养。在 2015 年，

艺术学院课堂教学中引入“花儿传承教学，进入大师书房”“民间艺术大师进课

堂”、“企业人讲设计”等内容，开阔了学生们的专业眼界，激发学生们的学习

热情。

（二）加强教学研讨、提高教学水平

2015 年，艺术学院积极以多种途径加强教学研讨，不断促进师生专业技能

的提升。

2015 年 6 月，艺术学院邀请中国著名少数民族画家、书法家阿里雷公、著

名书画家毛雪峰、著名景观设计师唐振涛、室内设计师赖旭东先生等来我院讲学。

2015 年 5 月，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师生作品在美国塔斯卡拉瓦斯艺术中心举

行了“双重视野—美中艺术家对画展览”。同年 9月，“西域风情——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师生展览”在美国俄亥俄州约翰 • 哈姆瑞克豪斯博物馆举办第二轮作

品展。

2015 年 7 月，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系系主任潘明伦教授一行 17 位师生来兰州

大学交流访问，师生们就兰州大学在音乐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展开了深入探讨。

2015 年 11 月，应学院邀请，西安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

师，王高飞教授将访问艺术学院，为学院师生讲学。12 月，学院又邀请青海省

爱乐合唱团将在我校举办演出。

2015 年 10 月，第二届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第 25 届（甘青）年会活

动之一——CIID 公开课在本部活动中心举行，CIID 相关组织人员与广大师生在

活动中进行了广泛的专业交流。

2015 年 5 月至 10 月，学院组织了年度春季、秋季两次全院青年教师讲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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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通过教学观摩和现场讲评，青年教师的授课水平得到显著提高。2015 年 9

月，由周亮、刘江涛、于永华等教师申报的《花儿高校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获得 2015 年度兰州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2015 年，有三位教师申请了“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

这一系列活动的展开，促进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提高。拓展了师生的艺术

视野。

（三）加强艺术实践，激发创新型人才培养。

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艺术学院将课堂教学与实习实践工作相结合，建

立了完整的艺术辅导及学生获奖评价体系，并将其作为学院教学的一项常规工作

来抓。

1、艺术观摩与采风

2015 年 9 月，艺术学院教师马若琼、李卫蓉带领 2013 级数字媒体专业去敦

煌莫高窟，玉门关及敦煌市艺术陈列馆进行艺术考察。2015 年 8 月，艺术学院

教师沈明杰、王乐带领 2012 级视觉传达专业学生去中国美院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中心、杭州创意产业园等地进行艺术考察及教学观摩。2015 年 6 月艺术学院教

师刘阳、孙晓勇带领 2012 级环境艺术专业学生去上海创意产业园、上海师范大

学设计工作室以及苏州进行艺术考察。在这些活动中，教师们组织安排了多次学

生与考察地教师及当地专家的艺术研讨，学生也因此对传统艺术及学科前沿知识

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最新设计理念也有了深入的理解。在考察中，学生的组织

协作能力、艺术理解能力、观察写生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同时也为毕业设计及

创作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素材。

2、艺术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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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演是学院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2015 年，学院持续扩大学科实践的

覆盖面，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水平。2015 年，艺术学院先后举办了十多次

较大规模艺术展演活动。这其中包括“音乐之夏——兰州大学艺术学院青年教师

声乐专场音乐会”；2013 级环境艺术设计班举办的《内外空间模型设计展》；

艺术学院第五届“创市纪”兰州大学生“创意市集”；艺术学院学生刘谦益、刘

辉斌 “在路上”书画联展；“时间印记”2015 届毕业生设计作品展；2015 届音

乐表演专业毕业音乐会；“艺无止境——2012 级本科生贾生胜独唱音乐会”；

“燕仲飞老师声乐教学汇报音乐会”；“指随心弹”——田娣琵琶师生音乐会；

2012 级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实习汇报音乐会；“帜树萃英，梦启兰大”——兰州

大学 2015 年新生文艺汇演；“小荷才露尖尖角”——艺术学院班级音乐会等等。

通过这些艺术展演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的专业成长和发展。

3.艺术大赛

艺术大赛是衡量学院师生专业水平的尺度之一。2015 年，学院学生在各类

大赛及展演中频频获奖。

2015 年，我院学生叶胜、胡静宜、宋铁楠、刘浩凝、曹瑞、赵敏讷、刘炎

林参加“唱响青春中国梦”《校园好声音》获全国二等奖的好成绩，并进入全国

高校校园好声音大赛全国八强的行列。

2015 年 6 月，艺术学院音乐专业学生渠茂林、马瑞瑞、李治、宋铁楠、周

到等同学分别获得由甘肃省宣传部、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共青团、甘肃广播电

影、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青春中国甘肃省青少年才艺大赛 省

级一等奖。马苗苗、罗潇、王莉分别获二等奖。

2015 年 5 月，艺术学院韦珊、牛欣雨等同学获得由甘肃团省委、甘肃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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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音乐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海洲杯甘肃省校园艺术大赛省级一等奖。郑强、

谭骊分别第十届“海洲杯”甘肃省校园才艺大赛一等奖，付爽、董贺、谢海潮、

张宇杰、叶胜分别获二等奖。

2015 年 6 月，艺术学院张翾先后获得由甘肃省文联、甘肃省音乐家协会举

办的甘肃省第二届手风琴比赛暨第十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手风琴比赛甘肃选拔赛

一等奖；并获得由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政府、中国音乐家

协会手风琴学会、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办的 2015 中国（天津）手风琴艺术节第

四届“鹦鹉杯”全国手风琴大赛一等奖；艺术学院学生于振端获得由甘肃省文联、

甘肃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甘肃省第二届手风琴比赛暨第十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手

风琴比赛甘肃选拔赛重奏青年组一等奖。

2015 年 7 月，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甘青宁赛区的比赛中，艺

术学院设计专业学生吴来庆获得一等奖。李银、徐鹏飞、孙永东、冯国威、宋

颖分别获得二等奖。

2015 年 7 月，艺术学院设计专业学生宋文、翟卫豪、张磊获得第八届中国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并获得全国三等奖。 器乐专业学生朱斯斯获得由中国音

乐家协会手风琴学会举办的 2015 亚太国际手风琴艺术节比赛国家二等奖。

2015 年 7 月，艺术学院学生潘沪生获得由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集团）、

国际建筑装饰室内设计协会举办的甘肃省首届电视网络设计大赛暨第一届“敦煌

设计奖”。

2015 年 9 月，艺术学院学生薛涵今获得由甘肃省教育厅、共青团甘肃省委、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甘肃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办的甘肃省第三届大学生艺

术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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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在《丝路之星-我的舞台梦》首届甘肃省音乐舞蹈才艺大赛

中，音乐专业学生陈涛、董贺、房佳慧、王海宁、叶胜、荀丽玲、董菡、孙丹迪、

瞿先谦竹并分别获得 一等奖。赵敏讷、牛睿斌、万睿、袁海洋、刘晨慧、张

宁、谭琰子分别获得二等奖。在“美丽甘肃 一城一品 第十一届青春中国--甘肃

青少年才艺大赛中，艺术学院学生朱斯斯、谭骊分别获得一等奖。徐芝欣、谢海

潮、瞿先谦竹分别获得二等奖。

这些大赛使学生得到了不可多得的舞台锻炼和实践经验，并激发着学生的创

作热情。

4.艺术实训与第二课堂

2015 年 5 月份，艺术学院与学校宣传部、团委共同举办了“创市纪——兰

州第五届创意市集”活动。这一活动的目的是进一步促进高校创意文化事业发展，

培育校园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学生们将亲手做的手绘工艺品、传统书法篆刻及民

间艺术，原创漫画、卡片、创意平面设计，潮流服饰、涂鸦 SHOW 等展示出来，

并在活动中相互分享、提高。

2015 年 10 月，艺术学院组织学生，来到我国著名花儿研究学家柯扬教授家

中，开展了“花儿传承教学，进入大师书房”活动。在活动中，同学了解了花儿

的当代传承和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过程。激发了对专业研究的积极性和

探索精神。

2015 年 6 月，艺术学院教师李晶晶组织部分环艺专业学生去永靖县进行“民

间艺人走访活动”。师生一起参观了当地的古建筑，测绘了部分地方名居，采访

了一些民间艺术家。通过这一活动，同学们了解了永靖古建筑的建筑程式及雕刻

方法，搜集了第一手的建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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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训和第二课堂的展开，使学生们对专业知识有了亲身的感悟，并增强

了主动参与、乐于探究的积极性。使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转变成学生不断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究的过程。

五、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学院的本科教学工作虽开展顺利，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总结如下：

（一）师资队伍依然薄弱，师资结构不够合理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十多年来学院在学校整体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的促进

下，逐步建成了一支科研、教学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师资结构得到优化，人才队

伍得到充实。但是，从学院长远教学发展目标来看，师资仍然存在一定缺口。

另外，学院师资职称及年龄结构过于集中，中职及青年教师偏多，学科带头人紧

缺、高职教师比例不足，一些专业方向师资仍然匮乏。

（二）教学基本条件特别是办学场地仍显不足

学院医学校区的教学场地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目前医学校区教学场地尚需

扩展，大四设计专业的创作课，音乐专业的专业小课都需要充足的教学场地，这

也是制约学院教学整体提升的重要原因。

（三）专业机房建设亟待解决，教学基础设施需进一步改善。

设计专业的上机操作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对电脑的内存空间、显卡等配

置都有较高的要求，目前艺术学院仍需配置专业机房，以提高专业课的教学效果。

（四）教学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学院仍需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管理，进一步加强教学团队、精品课程及专业

主干课程团队建设，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在教学项目申报、教学成果获奖、教学

研究性论文发表等方面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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