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江南文化艺术 培养复合音乐人才 
——音乐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巡礼 

音乐学院始建于 1989 年，现拥有音乐学（师范）专业、流行音乐专业及音

乐硕士授权点。其中音乐学（师范）专业获批 2021 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学院下设声乐、钢琴、器乐、音乐教育、流行音乐 5 个系部。拥有音乐创作

与研究中心、苏南地方音乐文化艺术研究所、数字音乐实验室、音乐教育研究与

发展中心等平台，拥有合唱团、民族管弦乐团、打击乐团和舞蹈团等多个艺术团。 

 
学院历经 35 年办学，逐步形成“扎根本土、潜心育人、服务社会”的办学

思路，秉承“弘扬师范教育”“传承江南文化”的双传统理念；通过“课程育人”

“实践育人”“特色育人”等模式，实现“音乐+美育浸润”服务基教，“音乐

+志愿”服务大众，“音乐+文化传承”服务地方的“三服务”功能。 

 



一、党的领导 

学院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党建促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贯彻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多渠道挖掘音乐思政元素，充分发挥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

全面提升学生政治素养，坚定理想信念。 

1.党建中的音乐力量：音乐学院党总支带领全体党员师生，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通过创作、聆听、传唱和研究红色经典音乐，体悟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教书

育人精神力量。其中，黄祖平教授创作的《百年红船》在学习强国上播出，王馨

密博士创作的《新的起点》在央广平台上播出。学院还推出了“回荡在党旗下的

旋律”系列专场音乐会，举办了“辉煌百年路、奋进新征程”的文艺汇演等。 

 

  
党总支书记讲“在乐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系列党课 

“回荡在党旗下的旋律”主题系列音乐会 

2.课程中的音乐思政：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要求把课程思政纳入课

堂教学中，强调在课程教学大纲中要体现课程思政的基本要求、实现目标、基本

内容和执行手段。学院开设的《红色电影音乐鉴赏》课程获批省精品课程，并在



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播出。 

3.美育中的江南文化：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江南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牢记使命、担当作为。通过“映山红领航计划”“美育

浸润行动计划”“教研创演多向奔赴计划”，深挖苏州文化资源，织造苏州文化

“双面绣”，打造江南文化名片，助力复合型人才培养。 

  
“映山红领航计划”                    “美育浸润行动计划” 

二、质量保障 

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强化教学质量监控与过程管理，制

定了体系化的教学质量标准，教学质量管理制度，教学质量保障措施。 

1.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社会需求和办学定位，明确音乐学（师范）、流

行音乐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确保培养的人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职业标

准，也契合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制定合理的毕业要求

和课程体系，确保学生能够达到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来达到合理的人才培养

标准。 

2.质量保障逐步完善：学院坚持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育人

理念，坚持以“育追求恒久之人”为基本原则，不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力争做

到“评价有依据、监控有主体、结果有运用”。从专业、课程、基层教学组织、

学业建设和课堂教学五个关键环节，建立质量标准，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主

体，完善结果运用，构建分层次的立体化本科教学质量标准体系。 



 
3.监督机制基本形成：学院成立了教学质量考核小组，实时督导培养方案、

教学大纲、教材选定、课程进度、课堂教学等日常教学活动。通过督导、同行、

领导、学生评教，建立一套科学有序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过程不

迷茫不掉线。同时，通过实施“毕业论文预答辩制度”、“音乐专业技能大赛”

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素质与技能。 

 
音乐学院专业技能大赛 

三、教育教学水平 

学院三十几年深耕中小学音乐教育专门人才培养，契合社会和行业人才需求，

在基础音乐教育教学研究、作曲理论研究、江南音乐文化研究等领域都逐步确立

了应有地位。目前音乐专业在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基层教学组织、教学研究改

革、师资队伍等方面的建设情况良好并取得一定成效。 

1.课程建设方面：学院除通用专业课程外，结合美育浸润和江南音乐，重点

打造江南音乐特色课程。黄祖平教授主讲的《合唱指挥》课程获省一流课程，徐

启浩博士主讲的《民族打击乐——醒狮锣鼓》成功入选“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教

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精品课程。 

 



 
《合唱指挥》省一流课程 “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教育教学成果展示

活动”精品课程 

2.教材建设方面：学院鼓励和支持教师积极参与教材编写和课程建设，在声

乐、合唱、音乐史论、苏南地方音乐研究等领域都出版了系列教材。其中《和声

分析基础教程》获批江苏省“十四五”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并出版。 

 

3.教学团队建设：学院十分重视教学团队建设，目前学院有音乐表演、音乐

创作和音乐教育等教学团队，其中音乐教育课程群团队获省“青蓝工程”优秀教

学团队，音乐创作课程群团队获校级跨学科美育课程教学团队。 



 

 
4.推进教学改革：学院深度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陈菁、王

莹主持的《基于江南艺术的美育体系建构与实践探索》获得省重点立项；王馨密

主持的传统音乐创编与排练获校级精品课程立项。 

 
5.师资队伍建设：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37 人，高级职称的 19 人，占比 51.3%；

拥有博士学位的 17 人，占比 45.9%；硕士生导师 18 人，占比 48.6%。省级优秀

教学团队 1 支、“333 人才”、省高校“青蓝工程”和“青蓝团队”各 1 个。学

院定期开展常态化基层教学活动，集中研讨课程设置、课程评价、改进措施等。

学院还通过举办专场音乐会，参加高级别比赛等活动，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在国家级、省级比赛中，我院多位教师取得优异成绩。 

获奖级别 获奖时间 名称 获奖人 

国家级 2023 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教师基本功

展示个人全能三等奖 
黄晓莘莘 

省级 2024 年 
江苏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高校美育

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特等奖 
陈林 

省级 2021 年 

首届江苏省高校艺术教师基本功展示个人全

能一等奖、教学展示（微课）单项奖、专业技

能展示单项奖、审美与人文素养单项奖 

陈林 



获奖级别 获奖时间 名称 获奖人 

省级 2021 年 

首届江苏省高校艺术教师基本功展示个人全

能一等奖、教学展示（微课）单项奖、专业技

能展示单项奖 

徐启浩 

省级 2023 年 
第二届江苏省高校艺术教师基本功展示个人

全能一等奖、专业技能展示单项奖 
梁悦珊 

省级 2023 年 
第二届江苏省高校艺术教师基本功展示个人

全能一等奖、审美与人文素养单项奖 
黄晓莘莘 

省级 2023 年 
第二届江苏省高校艺术教师基本功展示个人

全能一等奖、教学展示（微课）单项奖 
徐启浩 

 

四、人才培养成效 

学院充分发挥师范教育优良传统，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改善

课程结构和评价机制，优化教学环境和师资队伍，构建质量保障体系，人才培养

质量成效显著。 

1.高质量毕业：近年音乐学院本科学生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逐年稳步提升，

初次毕业率均达 90%以上。近年来我院累计有 20 余名毕业生考取上海音乐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赛格德大学、朗伊音乐学院、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皇家音乐

学院（RCM）等国内外知名专业院校。 

2.高质量获奖：近三年我院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专业技能大赛，获多项

高质量奖项。 



 

 

 
3.高质量就业：办学 35 年来，学院已培养毕业生 2500 余人。他们中有的成

为专业及高等院校部门管理人员和音乐领域专家，特聘专家和拔尖人才；有的成

为基础音乐教育的中坚力量和学科带头人；还有部分毕业生投身社会艺术培训行

业，成长为行业标杆。他们用鲜亮的成绩诠释了“育追求恒久之人”的壮丽誓言，

以优异成绩和自豪荣誉为母校增光添彩。 



 

五、特色及创新做法 

学院在人才培养中，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传承江南文化艺术，培

养复合音乐人才”培养目标，将江南文化贯穿始终，通过党建引领、文化浸润、

三台（舞台、讲台、平台）一体，强化对学生核心素养、教育教学能力、专业综

合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形成自己的育人特色。 

1.党建+音乐。学院坚持党建引领，指导音乐人才培养。在课程教学中寻找

“红色基因”与“思政元素”，将其贯穿育人全过程。开设红色歌曲赏析，组织

师生创作红色歌曲，让这些歌曲成为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浸润学生心灵，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互联网+音乐。运用学校多学科优势，将音乐、人文和理工学科交叉融合，

形成“互联网+课堂教学、舞台表演、乐团实践”的新质教学模式，开创“教学、

研究、创作、演出、传承和研习”为一体教学实践平台。学生合唱团获第九届中

国音协金钟奖合唱比赛“金奖”，多位教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基金，多位

师生在教学、创作、表演中获奖。 

 



   

3.江南文化+音乐。学院将昆曲、评弹、吴歌、江南丝竹等地方音乐文化引

入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高校，带领学生融入非遗场馆参与演出，增强学生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他们的表演能力。依托“苏南地方音乐文化艺术研

究所”，对江南文化进行专题研究，将研究成果用于人才培养中，提升育人成效。

《江南音乐创编与排练》课程，入选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核

心课程。《传承江南文化艺术 美育浸润全员育人》美育改革优秀创新案例获第

七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六、持续改进 

学院将继续加强教学管理，结合审核评估基本要求，查找问题和不足，及时

反馈、落实整改，逐步形成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具体工作思路如下： 

1.进一步细化问题：对标审核评估要求，找出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

措施；把问题进行任务分解，对各项问题结合指标进行分解，提出解决方案，把

问题转化成任务分解责任到人。 

2.提出任务落实标准：结合审核评估要求，充分利用国家一流（音乐学）的

标准和新专业（流行音乐）建设的契机，做强传统优势专业，新专业力争做好规

范、做出特色。 

3.做好教学质量管理：留存所有教学质量管理过程材料，从教学规范、教学

评价、教学改革、教学成果等方面结合专业特点，形成质量评价激励机制和质量

文化。 

4.进一步做好学生高质量艺术实践和学科获奖：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高质量就业比例，做好毕业生跟踪和反馈，为人才培养目

标更加精准定位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