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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艺术教育是使学生提高文化艺术素养、树立正确审

美观念、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途

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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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在艺术类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

开设艺术类选修课、积极开展各项校内艺术教育活动，拓展

了学生的艺术思维及艺术视野，取得了积极的反响，在校园

内形成了良好的艺术氛围。2016-2017 学年相关工作总结如

下： 

一、工作总体情况 

（一）领导重视，保障落实到位 

近年来，学院社团建设、艺术活动，作品创作、国内外

赛事在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学院团委

为学院社团活动开展搭建平台，积极协调各系使社团活动有

场地，资金有支持，充分利用学院各类教学资源，给每个社

团配备一名专业指导教师，使学生社团能够向专业化方向发

展。充分运用好学院艺术类专业特色、教学设施，如学院音

乐厅、舞蹈教室、音乐阶梯教室、学院室内体育馆、戏剧系

7 楼演播厅等设施，保障学生排练、演出需求，积极传递艺



术的内涵与精神。 

（二）加强管理，规范工作制度 

为更好管理大学生艺术团，学院团委针对大学生社团组

织机构、人员管理、纪律管理制定相应规范制度。成立学生

社团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三）固本强基，教育惠及全体 

1.建设大学生社团，当好艺术教育领头羊。 

学院现有社团 14 个，其中包括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发展

协会、爱心社（益工社）、红十字协会等公益性社团 3 个；

文学社、传统文化协会、茶艺社等传统文化类社团 3个；跆

拳道协会、轮滑社、龙腾棍会等体育类社团 3 个；街舞社、

动漫社、B-box社、冬不拉社、模特社等艺术类社团 5个。 

学院各大学生社团通过开展各类交流学习，不断提升社

团专业素养；积极参加比赛，以赛带练，激发艺术团成员练

习热情，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示学院艺术教育的成果。学院

街舞社在 2016 年参加全国街舞比赛获得一等奖 4 个，跆拳

道社也在自治区各项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 

2.加强公共选修课建设，全方位普及艺术教育。 

丰富选修课的形式和内容。作为全国 7所综合性艺术院

校之一，学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原则，推动通识教育与艺

术专业教育相结合。在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的人文素养课程之



外，通过院级和系级公共选修课建设，引导学生广泛涉猎艺

术领域内的不同学科。 

支持艺术类社团发展。学校现有的 5个艺术类社团，涵

盖歌唱、舞蹈、乐器等各艺术领域。在每年举办的各类文艺

汇演、迎新晚会等活动中，争取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上台表演

的机会，发掘自身对艺术的兴趣和追求。 

3.拓展国外交流渠道，寻求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国际上展示中国艺术。学院组团和随团选派师生赴俄

罗斯、韩国、日本、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

等国家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此外，学院派出民族音乐和

舞蹈专业师生赴巴基斯坦农业大学孔子学院交流，向外国友

人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同时也使学生广泛学习外国

优秀艺术成果，提高文化艺术素养。 

与合作共建国外高校进行艺术交流。新疆艺术学院旨在

通过多样性的艺术教育合作，发挥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文化科教中心”建设中的作用，将“丝绸之路”文化

延伸辐射，创新推广，在继承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并做出新

的贡献。新疆艺术学院于 2016 年 9 月 7 日至 8 日成功举办

“中国·中亚艺术教育论坛”，共有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内地对口支援学院的艺术院校专家、自治区文化与艺术领域

知名专家等 30 余人齐聚学院，共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艺术

教育及艺术院校合作事宜。 



二、工作效果和思考 

（一）以学生成才为本，加强艺术教育的实效性 

接受艺术教育和熏陶是每一个青年学生的成长需求和

成才需要，艺术教育中心针对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广泛地

设计开展一系列让学生亲自参与、亲身感受的艺术活动，使

艺术教育没有脱离学生的校园生活，反而与他们息息相关起

来，在每个学生的艺术实践中渗透艺术教育，真正加强艺术

教育的效果。 

（二）注重学生参与，提升艺术教育的惠及率。 

艺术教育不是精英教育，更不是个别教育，而应该是惠

及全体的教育。近年来，学院重视学生对于艺术活动的参与

程度，精心设计了学生参与度高、惠及面广的各种活动，使

得在校大学生都能够有机会参与艺术展演活动，大大提升艺

术教育的普及程度，为每一位热爱艺术的同学搭建起良好的

学习、交流、展示平台。 

（三）融入时代特征，引领校园艺术风尚 

学院在艺术教育工作中注重融入时代特征，根据新时期

大学生特点，设计了 90 后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

引领了校园文化艺术的新风尚，进一步改善了综合类艺术大

学的艺术氛围，激发了学生们的艺术热情和艺术兴趣，更好

地推动了高校艺术教育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