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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

规划》要求，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落实文艺工作座

谈会精神，从抓机构机制、课程建设、基础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入

手，开展成都大学艺术教育工作，现将我校工作开展情况作如下总结： 

2018 年，成都大学依托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专业

优势，大力促进艺术教育的发展，加强对艺术人才的培养。积极响应

四川省“十三五”文化专项规划，到 2020 年使文化产业成为全省支

柱性产业之一的目标，不断营造浓厚的校园艺术氛围，致力于提升全

校学生艺术素养，发展艺术类通识教育，举办艺术实践活动，不断提

升学生艺术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大学生。 

一、指导思想 

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全会精神，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下开展大学生艺术教

育工作，明确大学生艺术教育为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高尚的马克思

主义审美观和艺术观， 培养大学生健康的情感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提高他们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表现力和创造力；增强爱国主义精



 

神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开阔视野，拓展思维，使其身心获得全面、

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 领导重视、保障到位、措施有力，不断完善艺术教育管理机制 

 成都大学响应成都市政府建设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的号

召，校领导高度重视，召开多次筹建艺术教育工作专题会议。认真贯

彻落实成都市政府提出的工作要求，按照特色鲜明、国际知名、国内

一流高等艺术院校的标准，大格局、大视野、高规格、高品质做好建

设规划。 成都大学在建设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的工作布置中，提出了

详尽的工作要求，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扎实做好中国-东盟艺

术学院建设工作。2018 年度，初见成效的中国-东盟艺术学院为成都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西部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世界文化名

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依托成都市政府大力打造中国东盟艺术学

院的发展平台，以更高的标准以及更大的力度来推动校内艺术文化建

设和校内艺术氛围营造，举办多个艺术实践周，切实推动了艺术教育

的高水平发展。 

2018年先后举办中国民族声乐男高音论坛、中国戏曲进校园、东

盟艺术大讲堂、首届艺术交流月、中国电视好演员奖等一系列大型高

端艺术活动，大大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开拓师生眼界，辐射成都市

民提升了艺术欣赏水平。 

三、 高水平建设好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切实推进艺术教育发展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是成都市人民政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带一路”国际论坛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西部文创中心和世界



 

文化名城而批准，成都大学依托已有的美术与影视学院等办学基础，

按照新的体制和机制设立的，具有相对独立办学自主权，完全公办的

非法人内设综合艺木学院。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实行理事会制度，享

有相对独立的入事、财务和外事自主权。首任院长由音乐家郁钧剑担

任，冯骥才、才旦卓玛、王晓棠、王次炤、白淑湘、冯远、李谷一、

徐沛东、韩美林、潘公凯、陈凯歌、张会军、姜昆、瞿琮、彭吉象、

殷秀梅、沈培艺等 80 余位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担任学院顾问、学术

委员会成员和客座教授。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下设美术与设计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和影

视与动画学院，学院有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招收艺术设计、美

术、广播电视、音乐表演领域的研究生。本科专业有视觉传达、环境

设计、产品设计、动画、绘画、广播电视编导、音乐表演。 

办学思路上学院将主要突出以下特色:一是把国际学生培养和

国际合作交流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开展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特别

是东盟国家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二是全面实施小班化、个性

化、导师制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对标一流，大力引进国

内外优秀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办学条件力争一流，高标准建设音

乐厅、美术馆、演播厅等实验实训场所。三是坚持艺术教学与艺术

实验并重，突出艺术教育的专业性和技能性，通过实验中心、工作

室、文创孵化器等实践平台，培养高素质的艺术名匠和艺术新锐；

建设“非遗艺术研究中心”、“东盟艺术研究中心”等学术交流机

构，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发挥学院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中的独特作用。四是以宽厚人文基础、过硬

专业技能，突出创新能力、宽广国际视野作为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

通过名家师承、导师引领和设立大师工作室、实行师生奖励制度及

搭建顶级艺术平台等方式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重点打造

民族男高音、文产设计、动漫制作等专业。积极举办“东盟艺术大

讲堂”“国际艺术交流周”等艺术交流展演活动，设立“东盟音乐

奖”“东盟动漫奖”“东盟设计奖”等学院奖项，打造具有代表性

和引领性的中国东盟人文合作新平台。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是成都市重大文化教育建设项目，在市委

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学院正紧紧依靠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的广阔平台、国家中心城市的大力支持、综合性大学的学科资源和

众多艺术名家的汇聚优势，统筹推进学院艺术教育、艺术研创、艺

术交流协调发展，全力打造艺术大师的高端平台、艺术精英的培养

摇篮、艺术创作的核心基地和国家艺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努力将学

院建设成与成都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相匹配，

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在国内有突出

竞争力的高水平的综合性艺术学院，力争十年内跻身全国综合性艺

术学院第一方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同时，成都大学还为全校学生开设艺术类通识型课程，囊括《英

语文化与电影》《西方电影名著欣赏》《电影艺术与研究》《大学美

术》《美术鉴赏》《音乐欣赏》《音乐美学》《硬笔书法》《影视音

乐鉴赏》《形体与健美操》等一系列丰富的课程。学校在当前成都市



 

政府着力打造文化产业、创建文化之都的背景下，加大力度开设更加

健全完善的通识艺术教育体系，提升全校学生的人文素养。 

四、 积极打造高水平艺术教育师资团队，教学研究与改革初见成效 

    成都大学艺术教育师资团队主要力量来自于美术与影视学院。学

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近 200人，其中专兼职教授 30余人、

副教授 30 余人、特聘副研究员 2 人；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20 余人，双

师型教师 46人。教师队伍中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 人、国家

一级演员 1 人、四川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1 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

头人后备人选 1人，教学名师 4 人，全国美协、书协、视协会员 9 人。

目前研究生、本科生、专科学生共 2600 余人。动画专业为国家级特

色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四川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学院有四川

省级精品课程 3门，成都市精品课程 4 门。 

在艺术教育方面我校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3 项、省部级项

目近 30 项、厅级项目 60余项，发表论文 700 余篇，撰写著作与教材

20 余部，获得国家级、省级奖励 30 余项。 

我校艺术教育重视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现拥有四川省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动漫研究中心”、四川省高等学校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动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四川省唯一的艺术类协同创

新中心“四川动漫游协同创新中心”、成都市动漫原创中心、成都市

动漫人才培养基地、成都大学数字动漫体验中心。2018年承办我国

第三届动画学年会；还设有大学生新闻中心（影视制作中心）、大学

生文化创意艺术实践中心、大学生交响乐团等。我校先后与四川省人



 

民艺术剧院、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数媒基地、成都广播电视台、梦工

厂、金山等单位签订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并与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高校联盟、四川省广播影视高等教育学会、四川省美

术家协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等深度合作。 

成都大学艺术教育在创新创业方面成果显著。有国家级学生创新

实验项目、省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多项，成功孵化学生创新创业

团队 30 余支，学生就业率高。 

五、 建设专业艺术团队，注重艺术教育实践 

成都大学艺术教育注重知识传授与审美实践的结合,艺术理论和

审美理论贯穿于艺术教学的全过程,将艺术欣赏和艺术实践相结合,

每门艺术绘画课程结束后面向全校举办展览，每月举办一次文化素质

教育汇报演出,以毕业汇报演出的形式检验广大学生对艺术的领悟和

把握,给学生展示学习成果的舞台。美术展览和音乐汇报演出成为素

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品牌,参与合唱、器乐合奏、时装表演、

舞蹈表演、声乐表演、曲艺表演、诗歌戏剧等表演的各院系学生及留

学生达 1000 人次。学校大力推广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建立成大美

术馆每年举办的大型艺术作品展览达到30余次，大型艺术类讲座30

余次，邀请到如郁钧剑、黄宏、冷军、范扬等一系列知名艺术家，使

成大学子受到一系列艺术的洗礼，营造出更加富有艺术气息的校园环

境。 

我校组建大学生艺术团，致力于打造全国一流的大学生艺术团，

为有一定艺术基础而热爱艺术的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发展的平台。我校



 

艺术团以“打造突出精品校园文化”为目标，创编出一系列富有时代

气息、鲜明校园特色、师生喜闻乐见的优秀节目。为弘扬校园文化，

传承学校精神，培养出具有较高艺术素养和综合素质的人才贡献了巨

大的力量。本年度我校加大对大学生艺术团的场地、器材和资金投入。

通过开设公共艺术选修课程，将美育教育与艺术团建设紧密结合，扩

大公共艺术教育的覆盖面和参与面，促进青年学生艺术修养和人文素

养的提升；艺术团师生们刻苦训练，屡获佳绩，与美国新罕布什尔大

学艺术团进行交流。这一系列的活动促进高雅艺术引领校园文化风尚，

为弘扬成大文化贡献了力量。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 

艺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全校相关艺术教学、教育以及举办艺

术活动的配套设施欠缺，教学基础条件比较薄弱，教育经费较为短缺。

专用的美术场馆、音乐厅、排练场地等均较缺乏，极大地限制了公共

艺术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展开力度。 

今后改进艺术教育的思路如下： 

其一，进一步优化体制，加强对全校艺术教育的组织领导，巩固

与完善艺术教育的保障机制。让全校师生受益于艺术教育教学改革，

让艺术和艺术教育惠泽广大师生。 

其二，加大艺术教育投入，丰富艺术教育形式，提升艺术教育效

果，推出进一步深化艺术教育改革的系列举措。 



 

第三，积极引导学生组织、学生社团、各学院举办满足不同层次

需求的互动型校园文化活动，为青年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创造氛围、提

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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