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人生，由我规划

——音乐学院学风建设“创优工程”实施方案

一、实施目标

以学校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构建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为契机，以学风建

设“创优工程”活动为依托，深入推进我院学风建设“创优工程”。重点培育具

有音乐学院专业特色和优势的学风，培育优良的班风，营造学生“乐学、好学、

笃学”的学风，突出学风建设在学生全面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促进学生追求卓越、

自主发展，将学生培养成为专业知识扎实、学习素养深厚、创新创业能力突出的

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实施时间

2016 年 5月-2017 年 5 月

三、实施架构

1、成立学风建设“创优工程” 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黄佳明 唐小波

成 员：王晓盈 毕宇龙 罗蕾

2、设立学风建设“创优工程” 活动督导员

督导员：张晓钟

四、实施内容

（一）抓住中心点：以制度建设促学风建设

1、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学风建设相关制度，包括课堂考勤制度、期末自修制

度、学业预警制度、论文查重制度等。以制度为依托，加强对学生学业的动态督

查和学业预警，形成共同促进学生学业的长效机制。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

法，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引导学生遵守严谨的学术道德

规范，要求学生学术端正，学风严谨。



2、加强考风考纪教育，加强警示教育，强化学生的守纪意识，形成良好的

考试风气。活动内容包括：把考风考纪教育纳入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

体学生中举办考风考纪教育大会；在期末考试前，学院开展警示教育和诚信考试

教育。在全院范围内营造学风建设的良好氛围，鼓励师生共同参与，扎实推进，

使优良学风蔚然成风。

3、完善评优推免工作制度，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本半度，我

院陆续修订完善了《音乐学院本科生学年评优制度》、《音乐学院推免工作综合

加分细则补充固定》和《音乐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分标准》等文件制度，并

经过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此举将进一步规范学院各类评优、推免工作的展

开。

4、进一步完善先进班级、优秀团支部评选制度。在评选中，将班级和支部成

员的学业成绩、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参加艺术实践情况、集体获奖情况等纳入考

核范围，营造积极进取、好学上进的班级和支部学习氛围，增强了班集体的凝聚

力和创造力。

（二）营造闪光点：以艺术实践促学风建设

1、以音乐会为主要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贯穿其中。我院以时代背景

为契机，结合国家时事热点和世界发展动态，开展优秀学生汇报音乐会、师生音

乐会和各年级音乐会等各类音乐会，使学生在艺术实践中获得思想和艺术的共同

成长和进步。今年（2016 年）是建党 95周年、五四运动 97周年、毛泽东同志

逝世 40 周年、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我们将结合这些时事热点，寓思想教

育于艺术实践中，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我院交响乐团已于 4

月 11 日世界地球日推出了“地球不再告别”的交响音乐会，并为纪念五四运动

97周年，于 4 月 27 日携红色经典曲目再次登场，致力打造华师校园文化活动的

新名片。

2、结合专业特色，多方位打造精品系列活动，如学院品牌音乐会——午间

音乐会、星期音乐会、新年音乐会等。此外，还邀请国内外音乐领域的专家教授

举办特色讲座，同时创新形式，深化内容，完善程序，挖掘深度，在丰富学生校

园文化生活的同时，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专业动态前沿，开阔视野、拓宽思路，



提高专业认知度和认可度，认清自身优劣势，扬长避短，锻炼和提升学生专业实

践技能。

其中，午间音乐会，始于 2015 年下半年，是由我院学生工作办牵头发起，

由学院团委、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主办的在每周五中午举办的免费音乐会。不以隆

重、正式著称，仅利用午间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使听众获得高质量的音乐享受，

迄今已举办了 8 期，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星期音乐会是各系部所根

据各个方向本科生中专业突出的学生进行的汇报演出，参与对象跨越本科四个年

级，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展示才能的舞台和空间。

3、继续响应配合学校团委，开展合唱舞蹈相关艺术朋辈教育。这种“艺术朋

辈教育”，是指通过挑选、聘请艺术专业的学生担任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指导老师，

传授合唱、舞蹈等基本知识和指导舞台艺术实践，提高非艺术专业的学生艺术素

养，增强艺术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能力，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成长的教育方式。

这种艺术朋辈教育活动，弘扬了音乐学院“站稳讲台，兼顾舞台，多能一专，全

面发展”的办学思路，从思想上引导同学们全面发展，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

既提升了我院学生的艺术修养，又锻炼了我院学生的专业技能。

（三）寻求突破点：以竞赛活动促学风建设

1、以学科竞赛为载体，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活动内容包括：面向大一、大

二、大三三个年级的学生学生，开展以钢琴、声乐、自弹自唱、合唱指挥、舞蹈

（器乐）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五项全能比赛，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全面

客观地评价师范生的音乐水平、音乐修养及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竞

争意识，使相关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同时也为毕业后从教

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2、以师范技能系列比赛和活动为载体，增强师范生的综合素养。活动内容包

括：模拟课堂比赛、课件制作比赛、三笔字、读书报告会等。此类比赛多方面锻

炼了我院师范生的知识整合能力及思维应变能力，加深他们对课堂教学的认识和

理解，并进一步强化了了低年级学生的学习观念，促进了其学习主观性。

3、为发挥我院学科的优势，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推陈出新，以学院团委的“我

的原创我做主”原创音乐作品活动、学生会的“音乐节”等社团品牌活动为龙头，



以雨声剧社、院运动会等学生社团和学生参与面较多的活动为载体，开展形式多

样的活动，让全校师生“感悟艺术，走进艺术，体验艺术”，积极营造健康、高

雅并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

附：

1.午间音乐会方案

2.音乐学院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管理规定

音乐学院学工办

2016 年 4 月 29 日


	艺术人生，由我规划
	——音乐学院学风建设“创优工程”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