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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2024 年武汉理工大学素质教育中心继续坚持“育人为本、面向全体、统筹

整合、协同推进”的原则，全面推进学校美育教育及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积极营

造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冶情、以美导行的育人氛围，以艺术教育为核心，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全面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现

从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艺术教育课程建设、文化艺术育人环境建设、艺术教

育保障资源建设等方面将 2024 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美育育人长效机制建设

学校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湖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制定

出台了《武汉理工大学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美育工作实施细则》《武汉理工大

学第二课堂课外学分实施办法》等文件，着力构建课程普及化、活动品牌化、校

园开放化、人才创新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美育育人长效机制，为学校美育工

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采取专职公共艺术教育教师和校内外兼职教师相结合的建设模式，不断

加强艺术教师队伍的建设力度。

1. 专职专任教师：素质教育中心现有专职教师共计 14 人，其中教授 1人、

副教授 5人、讲师 8人，专业涵盖声乐演唱、舞蹈表演、民族器乐、钢琴演奏、

音乐教育作曲理论、流行音乐等，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

业结构等均较合理。中心教师主要承担全校本科生艺术类公选课教学及艺术实践

指导。

2. 兼职教师：除专职教师外，每学期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艺术与设计学

院等二级单位中也有部分教师开设艺术与审美类通识选修课程。

3. 外聘教师：根据课程及学生艺术实践的需要，特聘请多位校外优秀艺术

剧院、专业院校的艺术家、教师等来校开设艺术通识课程、指导学生参加艺术实

践活动等，充实了教育教学力量。2024 年，素质教育中心相继聘任了来自湖北

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兰萍，武汉汉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刘丽等专业人士来校开



设《京剧身段及演唱》《汉剧身段及唱腔表演》等特色艺术实践课程。

（二）教师教学科研能力

2024 年，素质教育中心整合师资力量，力争在教学、教研、科研等方面促

进整体发展，为进一步提升本校艺术教育教学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1. 教学改革创新：素质教育中心积极在艺术类课程教学内容、模式和考核

方法上进行改革和创新。2024 年，新增艺术通识选修课程《艺术中的科学》《创

意舞动与情绪表达》《艺术与审美》《中国戏曲剧种鉴赏》《打击乐》《艺术哲学：

美是如何诞生的》《大学美育》《“非遗”之首——昆曲经典艺术欣赏》等近 21

余门；充分依托学校理工智课平台，打造“理工金课”，推进实施课程精品化、

课堂精彩化、教学品牌化，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美

育课程教学新模式，建设立项线上线下混合式美育课程课程 21 门，其中校级金

课 4门，院级金课 8门，立项形成美育课程“数字化”创新突破。

2. 教学研究创新：为进一步提高艺术通识教育的教学质量，素质教育中心

通过公开课观摩、教学研讨、教学经验分享等多种方式，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教

学研究活动，教师们根据实际情况，就教学梯队、课程团队等多方面进行积极有

效的探索，逐渐形成艺术教育教学教研活动的制度化、常态化、专题化。2门课

程立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教师参加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二等

奖及优秀教案奖；教师主讲的《流行歌曲演唱》获评第二批国家一流线上课程，

主讲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赏析》获批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教师撰写的美

育教育教学论文获国家级奖 1项，省级奖 13 项。

3. 专业科研创新：鼓励教师平时积极参加相关学术交流，扩展视野，以便

了解本领域最新学术研究动态；鼓励老教师对新教师进行个性化辅导，助力青年

教师成长，并逐渐形成课程团队；鼓励青年教师科研创新，2024 年教师申报并

获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省级 1项，校级 2项，进一步提升专业科研能力。教师指

导学生参与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省级奖 5项。

三、艺术教育课程资源建设

艺术通识教育是武汉理工大学实施全校大学生公共艺术教育的主要渠道，旨

在提升在校学生的艺术修养及文化素质，并通过不断拓展教学内容，从不同角度

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优秀艺术成果，提高其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的能力，让艺



术陶冶学生精神、完善人格修养，增强当代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2024 年素质教育中心面向全体本科生开设涵盖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表

演等方向共 79 余门次课程，包括艺术实践课程（《古筝》《古琴》《钢琴演奏》《声

乐演唱》《流行歌曲演唱》《民谣吉他演奏入门》等）、艺术鉴赏类课程（《中国民

族民间音乐赏析》《音乐鉴赏》《舞蹈鉴赏》《中国传统经典艺术作品解读》《交响

音乐赏析》等），每学年选课总人数达到 1 万人次左右，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艺

术文化素质和审美意识，增强了当代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四、文化艺术育人环境建设

学校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导向，积极开展校园文化艺

术活动，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营造格调高雅的校园文

化艺术氛围，不断提升大学生的艺术素养。

1. 围绕基地品牌活动，推进文化艺术育人全覆盖。围绕“理工大讲堂”“名

家艺术讲堂”“高雅艺术进校园”等品牌活动，持续推进实现艺术普及教育与实

践全覆盖。2024 年邀请社会精英、行业领袖、优秀校友、艺术名家等，以“理

工大讲堂”、“名家艺术讲堂”为平台，开展中华文化与历史传承、科学探索与生

命教育、文学修养与艺术审美、哲学智慧与伦理思维、社会热点与全球视野、自

我认知与人生发展等六个类别的讲座（报告、论坛）共计 19 场。目前已累计举

办“理工大讲堂”589 期，“艺术名家讲堂”19 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41 场，

不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增强学生科学意识和学术精神。

2. 搭建学生实践平台，推动文化艺术育人显成效。全面落实学校“5·30”

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五育并举”，以“一院一品”建设为重点抓手，引导支持

各学院共成立 23 个学生合唱团。同时，制定《“一院一品”学生合唱团星级认定

实施方案》，构建“以星促建、以星增活”的良好机制，逐步形成美育育人的新

模式、新平台、新亮点。星级合唱团活跃在各级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中，星光合唱

团赴琴台大剧院参加“相约长江·放歌荆楚”大学生合唱展演音乐会，参加“相

约长江”合唱周等活动，辐射成效显著。举办学校美育成果汇报展，以美育教学

公开课与课堂艺术化、舞台化相融合的方式，让美育实践特色课程班的零基础学



生参与到演出和比赛中，提高美育育人的参与度、覆盖面和受益面。2024 年举

办了“美育浸润计划”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成果展——中国传统经典音乐分享会、

青年教师艺术实践课堂教学成果展演、一路向阳——声乐演唱课程毕业歌会、星

光合唱团成立十周年专场音乐会、“一院一品”学生合唱团优秀成果展等美育成

果展示活动 5场。

3. 依托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创新文化育人特色。依托基地建设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采取“外引”与“内培”结合，深入推进

学校汉剧、京剧、古琴、古筝等特色传统文化建设，开展“戏曲进校园”“名家

进校园”等校园文化活动。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汉剧身段及唱腔表演》《京

剧身段及演唱》《古琴》《古筝》《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赏析》《中国民族器乐赏析》

等传统文化课程，在教学中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并结合艺术实践课程特性与

学生实际学情，通过传统民歌、古诗词歌曲、经典红色歌曲等主题教学内容为载

体，创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深度融合。依托文化艺术类学生社团、艺术实践

类课程等，培育创编了《黄鹤·幻想曲》《鼓·道》《打渔杀家（汉剧）》《四郎探

母·坐宫（汉剧）》《京剧联唱》《书·乐·笔阵图》《诗乐鹿鸣》《念奴娇·中秋》

等一批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宣部学习强国等官方主流

媒体相继推广报道。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全国大学生艺术节、湖北省大学生艺术节

等各层次文化艺术赛事活动，近三年获得国家级奖、省级奖 20 余项，不断提高

文艺作品水平，不断提升学生艺术素养。

四、艺术教育保障资源建设

学校重视艺术教育经费投入和设施场馆的维护，设有专项经费列入学校年度

预算，主要用于在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艺术教育等相关资源建设。目前，学

校建有大学生艺术教育实践基地，内设小型演播厅、钢琴室、舞蹈室、合唱室、

古琴室、古筝室、器乐室、打击乐室、汉剧工作坊、琴房等艺术教育教学教室，

全面配备钢琴、电钢、古筝、古琴、打击乐等乐器件，2024 年更新优化一批古

筝、钢琴等教学设备，全面保障艺术教育教学及实践需求；实践基地所有教室均

接入互联网，安装多媒体教学设备，为实现信息化教育教学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同时，学校将现有的校史馆、艺术馆、航海博物馆、天象馆等藏馆纳入美育

教学实践平台，进行美育普及教育与推广。利用校史馆展出的档案史料、实物、



历史照片等鲜活资料，向师生传承学校历史、弘扬大学精神；利用艺术馆的陶瓷

艺术、书画艺术等展品，推动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理想与信念；利用航海博物馆，

以“航海”为主题展示中国船舶航运发展史，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拼搏情怀；

利用天象馆，以先进化、专业化的教学仪器设备模拟展现各类天体样貌，激励学

生用乐于探索、勇于创新、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学校

相关藏馆秉持“面向师生、服务社会”的管理理念，发挥了学校的学科优势，是

科技与艺术的展示平台，也是在校学生提升文化素养的重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