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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舞蹈综合培养教育试验中心取得的成绩和亮点 

（一）教研项目立项： 

通过申报 2020 年校级教改项目‚基于大类培养的音乐舞蹈一体化教学改革

研究——以舞台表演课程为例‛，将舞台表演课程作为素质型培养教育实验中心

教学改革的试点之一，以发展学生的音乐舞蹈综合素质为目标，探索音乐戏剧表

演、教学、创编等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的基本模式，进一步提高音乐舞蹈一体化

教学的有效性。 

申报主持 2020 年度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中国古典舞身韵（传统文

化）‛。课程建设的实质是提炼中国古典舞身韵中具有代表性的元素动作，以动

作教学与相应传统文化的知识有机结合。从古典舞身韵的学习之中切身感悟中华

传统文化，对于音乐舞蹈综合人才的美育教育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此课程已全部

录制完毕，将以线上线下混动的形式投入下学期的公共选修课之中。 

 

              线上线下混合式精品课程——《中国古典舞身韵》 

     

（二）特色课程研发： 

（1）《键盘即兴演奏》 此门课程主要以我院音乐学专业为教学对象，未来

将拓展至舞蹈专业，以实现音乐舞蹈综合人才培养。课程包含即兴演奏、即兴伴

奏、即兴弹唱三个板块。采用‚精讲多练‛与因材施教的原则，指导学生进行系



统地键盘实操训练。以‚国标‛的培养目标、知识要求、能力要求、质量保障体

系为基础，多方位加强学生专业知识构成；增强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创新型、

复合型、应用型音乐人才。针对课程的思考与总结，申报了中南民族大学教学改

革专题研究项目：‚音乐学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实施研究与实践——以‘键盘

即兴演奏’创课为例‛。 

 

青年教师公开课——键盘即兴演奏 

 

（2）《语言艺术》课程  此课程采取双语教学授课的模式，也是音乐舞蹈

学院开设的首门中英双语教学课程。课程融合了普通话正音、朗诵、台词、演讲、

即兴评述等内容，以专题和单元的方式进行授课。旨在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语言

交流、语言思辨和即兴演讲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成为连接音乐、舞蹈两个专业的

重点示范课程。连续几次学评教为优秀。深受学生喜爱。授课教师也曾获得湖北

省普通话大赛一等奖、国家民委读书演讲比赛一等奖等业内多项荣誉。 

 



（3）《艺术学原理》课程 此课程针对我院艺术硕士研究生一年级阶段开设。课

程目标方面包括理论目标和能力目标两个方面。理论目标包括美学、艺术史、艺

术理论等内容的学习与掌握，能力目标包括艺术理论在教学、艺术活动策划、审

美专题讲座等方面的实践与运用。课程教学运用了翻转课堂、启发式讨论、小组

研讨与行动等较新颖的方式，课堂教学效果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艺术学原理专题工作坊 

 

除此之外，在音乐舞蹈综合培养的未来规划中，我们将遵循复合型人才的培

养宗旨、紧贴课堂教学的内容、开掘音乐舞蹈人才的潜力，革新教学方法和形式

以达到预期效果。其中《民间舞》、《舞台表演》、《舞台化妆》课程的设计研发已

完成，并纳入了下学期的教学任务之中。 

（三）音舞类创作实践： 



在 2020 年湖北省大学生艺术节中，教学团队带领学生以音乐舞蹈情景剧《云

端的歌声》获省级戏剧类一等奖，参赛学生来自于音乐舞蹈学院的音乐学、舞蹈

学、舞蹈表演三个专业。这是我院首次参加戏剧单元类比赛，也是首部音乐戏剧

实验性作品，旨在探索音乐舞蹈综合素质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性，将音乐、舞蹈与

戏剧相结合并切实落地到艺术实践中。    

        

               音乐舞蹈戏剧《云端的歌声》 

 

同时，团队教师指导的原创合唱作品《天空》和《鸿雁》，指导的民乐合奏

《丝绸之路》，荣获此次湖北省大学生艺术节一等奖，并代表湖北参加由教育部

举办的第六届全国大大学艺术展演。 

    

                        合唱《鸿雁》 

 

在舞蹈创作实践方面，教学团队创作现实主义题材抗疫舞蹈《平凡天使》，

此作品参与了湖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节、2017 级舞蹈学专业毕业晚会。作品



置身新冠肺炎疫情的时代背景，以女性医护人员的视角为着眼点，赞扬抗疫女性

的平凡与伟大。这个舞蹈作品以纪实性与叙事性为特点，在创作上广泛借鉴了戏

剧艺术的手段，在呈现方面更是强化了学生戏剧表演的能力。在舞蹈的过程中调

动个人的体会与情感，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全方位提升个人的综合表演能力。 

 

 

二、音乐舞蹈综合培养教育试验中心的建设规划 

（一）本组织团队的建设规划将紧密围绕教学研究与改革进行，在已有试点

课程上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建设规划。在此，以几门特色课程为例，来对教学

基层组织的理念和方向进行阐述： 

《舞台表演》课程 

《舞台表演》课程的设立是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复合型音乐舞蹈艺术人才，使

学生视野开阔、一专多能，是试验中心教学改革、建设与发展的目标；其教学思

路是：以课程为依托探索音乐舞蹈一体化课程方案、课程标准，为课程改革指明

方向；以音乐舞蹈表演为基础，戏剧为特色，在教学实践中完成一体化培养的初

步尝试；以课程汇报演出、省市国家级戏剧语言类比赛等为实践平台，检验人才

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的效果，并加以完善。 

《民间舞》课程 

针对音乐学钢琴专业学生设立的《民间舞》将从表演、教学、编创三种能力

的培养出发，提升音乐舞蹈学生的综合素质。课程在内容上会以民间舞的动律与

基本元素为切入点，在开发学生肢体的基础上，导入舞蹈编导知识的掌握和实践。

试验并解决：如何在已有知识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民间舞元素动作，进行学生个

人的理解和内化。发挥民族院校的特色，继承民间舞蹈之传统，实现民间舞教学

之创新。 



《中国古典舞身韵——传统文化》课程 

此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动的形式，突出课程设计的三大特点：一是传统文化

与舞蹈艺术相结合。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典舞的根基，中国古典舞是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理论知识与示范教学相结合。本课程突破了学科实践与

理论课程的边界，在继承和借鉴传统舞蹈学科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将舞蹈技能教

学与传统文化知识的导入相结合，进行艺术知识的普及与美育的渗透。三是受众

群体广泛，授课内容适用于全体本科生，在音乐舞蹈综合人才培养的建设上的作

用更为显著。 

（二）教学反思与前景规划 

  教学基层组织在建设规划的过程中，始终以公共课的设计与改革为重点，课程

内容必须适配音乐与舞蹈两种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基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培养全面发展的艺术人才的宗旨，我们还必须善于把握各专业学生的学习心理、

学习习惯及规律，针对性补足学生的短板。这样一来，教学的模式和方法改革就

成为了我们的工作重点和难点。所有既定教学规范应该在正确思路的引导下进行

变通，才能使适应学生的发展需要。 

  在教学方法上遵循深入浅出的原则，将不同学科门类的知识点进行拆解重组，

以音乐艺术之优长补舞蹈教学之短板，反之亦然。在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尝试不

同的教学方式来适应公共课的特点，力求引起学生们思想情感的共鸣，陶冶道德

情操、提升个人素养，最终达到审美的教育作用。手段上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学

范例，将课堂的趣味性、交互性、创造性置于前列。发挥团队成员的合作优势，

将舞蹈、音乐、戏剧等门类进行跨学科教学实验，将基层教学组织特色体现出来。 

 

以上就是‚音乐舞蹈综合培养教育试验中心‛基层教学组织的自评报告，在

此感谢学校、学院各部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接下来我们会正视工作问题，

紧贴建设规划路线，以扎实的教学实践付诸于今后的工作之中。 

 

项目主持人：贾佳   团队成员：吴涵、周慧、陈凯、钟桢 李良子 孟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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