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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商贸学校社会文化艺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社会文化艺术

专业代码：750401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职业面向表

序

号

专业

大类
职业领域 职业岗位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名称、等级、颁证单位）

1

文化

艺术

类

声乐表演、器

乐表演

声乐演员、器乐

演奏员

（1）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试证书

（钢琴）、六级、四川省音乐学院

与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与四川音乐家

协会联合主办

（2）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试证书

（声乐）、六级、四川省音乐学院

与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与四川音乐家

协会联合主办

（3）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试证书

（中国舞）、六级、中国/四川省舞

蹈家协会主办

（4）舞蹈教师资格证（中国舞）、

六级、中国/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主办

2
舞蹈教育、舞

蹈表演

专业艺术培训

机构和幼儿园

舞蹈教师、舞蹈

演员

3

公共文化艺

术活动服务

与指导

群众文化指导

员、文化艺术培

训人员、演出策

划师等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面向文化艺术行业，培养具有较高

文化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从事公共文化艺术活动——音乐

和舞蹈的组织、培训、表演、管理等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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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按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

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

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企业规章

制度，具有较强的安全文明生产与节能环保的意识，具备较强的获取信息、

分析判断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4）吃苦耐劳，工作责任感强，工作执行力强，具有积极的职业竞

争和服务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较高的审

美素养与艺术人文内涵。

（7）热爱群众艺术事业，具有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

2.知识

（1）掌握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

（2）了解艺术的起源、本质、特征与功能，以及文化系统中的艺术。

（3）掌握音乐和舞蹈艺术的基本特点和基础理论知识。

（4）掌握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的基础理论知识。

（5）了解不同时期、类型和风格的中国民族民间优秀音乐作品的艺

术特点。

（6）了解舞蹈创编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7）了解化妆的基础技能和相关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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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

（1）具备初步的艺术审美和音乐、舞蹈鉴赏能力。

（2）具备身体控制、跳转翻等各项舞蹈基本技能。

（3）具备初步的形体表演和舞台综合表现能力。

（4）能根据表演主题，进行整妆妆面设计与操作。

专业（技能）方向——音乐

（1）具有基本的五线谱（或简谱）视谱、唱谱及听音记谱能力。

（2）掌握所学钢琴演奏的基本技能，具有初步的钢琴演奏、伴奏、

合奏能力。

（3）掌握声乐演唱的基本技能、具备基本的独唱、合唱能力。

（4）具有基本的音乐表现能力。

（5）具备初步的音乐（器乐\声乐）辅导、编排等社会文化艺术指导

能力。

专业（技能）方向——舞蹈

（1）具备较扎实的中国舞表演基本能力，初步掌握中国古典舞身法

韵律风格。

（2）具备较好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表演能力。

（3）具备毯子功基本技术技巧。

（4）具备初步的舞蹈辅导、编排等社会文化艺术指导能力。

（三）培养模式

本专业采用课程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工、演、学“三元一体”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以“岗位”“表演”“教学”三元融合的教学范

式，让中国民族音乐舞蹈艺术以创新的模式、特色的内容、深入的研究、

鲜活的演绎等方式进行传承。在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教育教学中不断探索以

德树人、以美育人的人才培养实践创新路径，从而形成系统、成熟、可持

续的以德为先、能力为重、美育为本的音乐与舞蹈人才培养实践模式。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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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独立设置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和选

修课程。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1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思政课

程，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发展，明确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阐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本内容，引

导学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正确认识中华民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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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近代以来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进

程；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坚决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认清自己在实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目标中的历史机遇

与使命担当，以热爱祖国为立 身之本、成才之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健康成长、成才报国。

2
心理健康与职

业生涯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思政课

程，课程基于社会发展对中职学生心理素质、职业生

涯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心理和谐、职业成才的培养

目标，阐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

识，掌握心理调适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帮助学生

正确处理生活、学习、成长和求职就业中遇到的问题，

培育自立自强、敬业乐群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信、理

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

学生心理特点进行职业生涯指导，为职业生涯发展奠

定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结合活动体验和社

会实践，了解心理健康、职业生涯的基本知识，树立

心理健康意识，掌握心理调 适方法，形成适应时代

发展的职业理想和职业发展观，探寻符合自身 实际

和社会发展的积极生活目标，养成自立自强、敬业乐

群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

好心态，提高应对挫折与适 应社会的能力，掌握制

订和执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提升职业素 养，为

顺利就业创业创造条件。

36

3 哲学与人生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思政课

程，重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讲述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及

其对人生成长的意义；阐述社会生活及个人成长中进

行正确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意义；引导学生弘扬和

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成长奠定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

学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认识世界，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学会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方法，正确认

识社会问题，分析和处理个人成长中的人生问题，在

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自觉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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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4
职业道德与法

治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思政课

程，主要着眼于提高中职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治

素养，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帮助学生理

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基本要求，了解职业道德

和法律规范，增强职业道德和法治意识，养成爱岗敬

业、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理解全面依法治国

的总目标，了解我国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践行

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及其重 要意义；能够掌握加强

职业道德修养的主要方法，初步具备依法维权 和有

序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

合自身实际，以道德和法律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

做恪守道德规范、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好公民。

36

5 语文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

础课程，指导学生学习必需的语文基础知识，掌握日

常生活和职业岗位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

力、口语交际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和

浅易文言文阅读能力。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学习

方法，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引导学生重

视语言的积累和感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提高思

想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

格，促进职业生涯的发展。同时为参加对口升学考试

打下基础。

216

6 数学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

础课程，使学生进一步学习并掌握职业岗位和生活中

所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计算技能、计算

工具使用技能和数据处理技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

力、空间想象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和数学思维

能力。同时为参加对口升学考试打下基础。

144

7 英语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

础课程，帮助学生进一步学习英语基础知识，培养听、

说、读、写等语言技能，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

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策

略，养成良好的习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

了解、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异，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同时为参加对口升学考试打下基础。

144

8 信息技术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

础课程，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

识，提高学生计算机基本操作、办公应用、网络应用、

多媒体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技能。并能将该技能运用到

本专业的工作中。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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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9 体育与健康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

础课程，让学生具备选择利于提高职业素质运动项目

的意识、自我评价体育锻炼效果的能力。形成自己的

运动爱好和专长，具有改善与保护身体健康的意识，

能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自我健康状况的科学健身手

段。

180

10 艺术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

础课程，让学生掌握艺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

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帮助学生塑造美好心灵，健全健康人格，厚植民族情

感，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36

11 历史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

程，主要内容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本课程坚持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使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掌

握必备的历史知识，形成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中的

部分核心素养，如唯物史观、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

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

导，促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形态

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基本脉络、基本规律和优秀文化

成果；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进

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塑造健全的人格，养成职业精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72

（二）专业技能课

1. 专业核心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1 艺术学概论

从美学和文化学的角度了解艺术的起源、本

质、特征与功能，以及文化系统中的艺术。并且通

过对中外经典作品的读解与分析，帮助学生加深对

艺术作品的理解，并掌握鉴赏作品的方法。

36

2 基础乐理

掌握音、音程、节奏、节拍、调式、转调等音

乐理论基础知识，并能运用这些知识理性认知、分

析、鉴赏和表现音乐。

72

3 民族民间音乐

通过学习中国民歌、民间器乐、戏曲音乐和曲

艺音乐等，初步了解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丰富的语

言、基本形态和不同特征，能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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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中继承发扬民族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

4
舞蹈基本功

训练

具有较全面扎实的舞蹈基本技能、技巧以及与

此相联系的中国舞蹈风格、韵律、音乐感和艺术表

现力。

180

5 形象设计

了解化妆基本概念;掌握面部骨骼肌肉的特

点，熟练掌握化妆产品与工具使用方法;掌握美容

化妆基本步骤与技巧能进行面部轮廓与五官的调

整与修饰;掌握日妆、舞台妆特点，并能独立进行

妆面造型。

36

2.专业（技能）方向课

（1）音乐方向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1 视唱练耳

能准确地识唱五线谱（或简谱），提高听觉对

节拍节奏、和声、旋律等音乐要素的感知和记忆能

力，积累音乐语汇，掌握基本的记谱技能。

324

2 钢琴

正确掌握钢琴弹奏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弹奏一

定数量的初、中级钢琴作品，能为简易的歌（乐）

曲伴奏，为专业学习提供帮助。

324

3 和声基础

了解和声基础知识，进行初步的和声应用练

习，能够分析音乐作品中基本的和声现象，为演唱、

演奏音乐作品和进一步专业学习打下必要基础。

216

4 声乐

掌握演唱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正确运用呼吸、

共鸣、位置和吐字四要素，演唱一定数量的中、外

声乐独唱作品，具备基本的演唱水平与音乐表现

力。

216

（2）舞蹈方向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1 中国古典舞
训练中国古典舞身韵基本技能、技巧及组合舞

蹈，初步掌握中国古典舞风格、韵律及特点。
288

2
中国民族

民间舞

训练汉、藏、蒙古、维吾尔、朝鲜、傣族等民

族民间舞蹈，初步掌握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的风

格、韵律及特点。

324

3 毯技

全面提高速度、灵敏度、力度、柔韧度、幅度

及协调性和控制能力等方面的身体素质；掌握正确

的毯子功基本技术技巧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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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设置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 学时

1 综合实训

为加强学生的专业实践训练，提升对专业知识与技

能的综合应用能力，在第二至第五学期每学期安排一周

时间的综合实训，可集中或分开时间进行。实训内容可

以是与专业相关的节目排练、演出实践和社会劳动服

务，也可以是民间音乐舞蹈采风、体验生活等，根据实

际情况自行安排。

120

2 顶岗实习

在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共同组织下，学生到社会文化

艺术相关单位，如专业文艺团体、群众文化馆（站）等

对应岗位跟班实习。通过实习，使学生了解群众艺术文

化创作生产、演出服务和人文环境，能运用所学知识和

技能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初步具备音乐或舞蹈表演、编

排的职业实践能力。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提高综合职业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600

（四）选修课程

1. 公共选修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 学时

1 普通话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普通话发音方法；掌握音

变的发音要领。充分使用教材内的训练资料，达到本专

业普通话等级要求。

36

2 面试技巧
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面试礼仪、面试流程、面试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为就业打下基础。
36

3 创业教育
通过学习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立业观、创业

观，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6

2.专业选修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1 合唱

掌握合唱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在不同组合的合

唱中与其他合唱队员协调配合，具备参与演唱一定数

量的中、外合唱作品的能力。

36

2 古筝

掌握演奏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正确运用各种技法，

演奏一定数量的独奏作品，具备基本的演奏水平与音

乐表现力。

36

3 手工
学会折纸、剪纸、泥工等各类手工技法，能根据

幼儿园环境创设、教学活动的要求，开展各类手工制
36

4 剧目排练

掌握舞蹈表演元素、表演小品、经典舞蹈剧目、

舞蹈片段等，具备理解作品和表现作品的基本能

力。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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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作及简单玩教具的制作，能教会幼儿掌握一些基本的

手工技能。

4 绘画

掌握图案、色彩、平面设计基础知识；能用基本

绘画技能及简笔画法，临摹、创作幼儿园活动需要的

美术作品和教学简笔画；能够初步指导幼儿绘画的创

作。

36

5
群众文化基

础

了解群众文化的起源、本质、构成、群众文化史、

群众文化辅导与群众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

识。

36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活动时间安排表

每个学年共计 52周，其中教学时间为 40 周，寒暑假累计 12周。

教学活动时间安排表（单位：周）

内 容
第 一 学 年 第 二 学 年 第 三 学 年

合 计
1 2 3 4 5 6

军训

（入学教育）
1 1

课堂教学 18 18 18 18 18 90

综合实训
（劳动教育）

1 1 1 1 4

顶岗实习 20 20

复习考试 1 1 1 1 1 5

寒 暑 假 4 8 4 8 4 8 36

合 计 52 52 52 156

（二）教学进程表

教学周学时为 28学时，综合实训按 1 周 30 小时（1 小时折 1 学时）

安排，顶岗实习按每周 30小时（1 小时折 1学时）安排。

课程类

别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考核

方式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公共基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A 考查 2 36 36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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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考核

方式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础课 心理健康与职

业生涯
A 考查 2 36 36 0 2

哲学与人生 A 考查 2 36 36 0 2

职业道德与法

治
A 考查 2 36 36 0 2

语文 A 考试 12 216 216 0 2 4 4 2

数学 A 考试 8 144 144 0 2 4 2

英语 A 考试 8 144 144 0 2 4 2

信息技术 B 考查 6 108 54 54 4 2

体育与健康 B 考查 10 180 20 160 2 2 2 2 2

艺术 B 考查 2 36 18 18 2

历史 A 考查 4 72 72 0 2 2

公共基础课小计 58 1044 812 232 16 18 12 8 4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基础乐理 C 考试 4 72 8 64 2 2

形象设计 C 考查 2 36 36 0 2

艺术学概论 A 考试 2 36 36 0 2 2

民族民间

音乐
C 考查 2 36 4 32 2

舞蹈基本功训

练
C 考试 10 180 20 160 2 2 2 2 2

专业核心课小计 20 360 104 256 6 4 6 4 2

专

业

︵

技

能

︶

方

向

课

音

乐

方

向

视唱

练耳
C 考查 18 324 36 288 4 2 2 4 6

钢琴 C 考试 18 324 36 288 2 4 2 4 6

和声

基础
C 考查 12 216 24 192 4 4 4

声乐 C 考试 12 216 24 192 2 4 6

音乐方向课小计 60 1080 120 960 6 6 10 16 22

舞

蹈

方

向

毯技 C 考查 16 288 32 256 6 2 2 2 4

中国古典

舞
C 考试 16 288 32 256 2 4 4 6

中国民族

民间舞
C 考试 18 324 36 288 2 4 6 6

剧目排练 D 考查 10 180 0 180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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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考核

方式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舞蹈方向课小计 60 1080 100 980 6 6 10 16 22

顶岗实习 D 考查 33 600 0 600 30

专业技

能课小

计

音乐方向 113 2040 224 1816 12 10 16 20 24 30

舞蹈方向 113 2040 204 1836 12 10 16 20 24 30

教学课时

小计

音乐方向 171 3084 1036 2048 28 28 28 28 28 30

舞蹈方向 171 3084 1016 2068 28 28 28 28 28 30

综合实训 6 120 0 120 √ √ √ √

选修课程 16 288 32 256 2 4 4 4 2

合计 193 3492

说明：

（1）课程类型：A类为纯理论课程、B类为理论+实践（实验）课程、C类为教学改革

课程（如理实一体课程、工学结合课程等）、D类为纯实践课（跟岗实习、顶岗实习、

自主实习）。

（2）学生只能选择本专业中一个专业方向学习。学时和学分数统计只计算一个专业方

向课程。

（3）“√”表示课程开设的学期。

（三）独立设置的实践性教学安排表(综合实训）

课程名称 学期 周数 备注

综合实训 2-5
每学期约 1周，可根据
现实情况集中或分开时
间进行。

实训内容可以是与专业
相关的节目排练、演出
实践和社会劳动服务，
也可以是民间音乐采
风、体验生活等，

顶岗实习 6 20

（四）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表

单位:节

类 别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公共基础课 1044 812 232 288 324 216 144 72 0

专业核心课 360 104 256 108 72 108 72 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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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专业
方向
课

音乐方向 1080 120 960 108 108 180 288 396 0

舞蹈方向 1080 100 980 108 108 180 288 396 0

综合实训 120 0 120 0 30 30 30 30 0

顶岗实习 600 0 600 0 0 0 0 0 600

选修课 288 32 256 36 36 72 36 108 0

合计
音乐方向 3492 1068 2424 540 570 606 570 642 600

舞蹈方向 3492 1048 2444 540 570 606 570 642 600

备注 利用第二课堂进行选修课教学。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

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师资

源。

2.专业专任教师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得教师职业资格证书和

相关的职业证书，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较高的思想觉悟，先进的职业教

育理念，较强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教学、教育能力。

3.专业兼职教师具有专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具有较强的业务

能力，并且有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实践工作经历和经验，对于本行业有较

深的了解，有较好的教学经验，能够胜任教学工作。

4.社会文化艺术专业共有 9 名专业教师，专业专职教师 7名、校内兼

职教师 1 名，校个兼职教师 1 名。其中 5 名讲师，3 名助理讲师，详表如

下：

序号 姓名 所任课程 职称 资格证书
教师

类别
备注

1 李佳蔚

舞蹈基本功训练、

中国民族民间舞、

剧目排练

讲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

专任

教师

专业带

头人、

双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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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所任课程 职称 资格证书
教师

类别
备注

教师

2 周梦

基础乐理、视唱练

耳、钢琴、和声基

础、声乐

讲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社会艺术水平

等级考试证书（古筝）

十级、化妆师职业资

格证书（高级）

专任

教师

双师型

教师

3 杨昊
声乐、基础乐理、

视唱练耳、钢琴、
讲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

专任

教师

骨干教

师

4 杨杰

舞蹈基本功训练、

中国民族民间舞、

剧目排练

讲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

专任

教师

骨干教

师

5 李晶晶

舞蹈基本功训练、

化妆、艺术、艺术

学概论

讲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社会艺术水平

等级考试教师资格证

（中国舞）中级、（芭

蕾舞）1-4 级、化妆师

职业资格证书（中级）

专任

教师

双师型

教师

6 唐静

艺术、艺术学概论、

中外音乐史、民族

民间音乐

助理

讲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

专任

教师

青年教

师

7 金超山

舞蹈基本功训练、

中国民族民间舞、

剧目排练

助理

讲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

专任

教师

骨干教

师

8 吴亚楠

舞蹈基本功训练、

中国民族民间舞、

剧目排练

助理

讲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证

校内

兼课

青年教

师

9 周莉莎

舞蹈基本功训练、

中国民族民间舞、

剧目排练

无

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

试教师资格证（中国

舞）高级、（芭蕾舞）

1-6 级

校外

兼课

教学名

师

（二）教学设施

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结合专业建设实际需求，以促进就

业为导向，遵循职业教育认知规律，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创新教学环境，

充分运用学校智慧教室、实训中心、实训室文化、班级文化等环境，构建

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的实践教学环境，大力开展专业文化建设，改善育

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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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内实训条件

序号 实训室名称 实训课程 主要设施设备 工位

1 录播室 综合课程 录播室全套设备 1套。 50

2 形体室

舞蹈基本功训

练、中国民族民

间舞、剧目排练

智能一体机 1台、液晶电视 4

台、功放 4 台、音响 4 个、DVD2

台

150

3 古筝室 古筝 古筝 20 台、谱架 20 个 20

4 音乐室

基础乐理、视唱

练耳、钢琴、和

声基础、声乐

钢琴 2台，电子钢琴 60 台，

智能一体机 1台
60

5 茶艺室 茶艺

茶艺表演桌 15 张、茶艺表演

凳 156 张、茶艺观看桌 6 张、茶

艺观看凳 18 张、展示柜 2个、展

示台 1个、茶具 20 套

30

6 化妆室 化妆
化妆台 45 张、化妆品 1套、

智能一体机 1台
45

7 语言实验室 普通话、英语

多 媒 体 语 言 卡 1 块

（LBD2003F)，教师耳机 1个，系

统管理软件（LBD2000+S)语言学

习终端 56 个，学生耳机 56 个，

联想操作管理主机，教师位监视

器，多媒体控制平台，学生位长

城牌显示器，湖山音箱、功放，

齐声牌 DVD，学生椅子 56 张，学

生桌 28 张

56

2.校外实训条件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实训内容 学生数

1 丽芭蕾舞蹈工作室 幼儿及成人舞蹈的教学、编排 20

2 文化广场 歌唱、器乐、舞蹈表演 100

3 社区文化中心 群众歌唱、器乐、舞蹈表演、指导 50

（三）教学资源

1.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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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选用的原则是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推荐教材、国家一

级出版社教材等，并且特别注重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教材的适应性、针对性，

不断提高教材选用的优秀率。

2.教学资源

选择各大教学资源网络共享平台上的适合学生实际情况的优秀教学

资源，补充教材内容，进行教学。如慕课、智慧职教等。

（四）教学方法

1.“岗”，以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加强实训教学。

根据对艺术职业群的研究，结合岗位知识和技能要求，加强实训教学。

并在教学中融入职场规范教育，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实现“岗课对接”。

推行工(演)学结合，努力实现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的对接。要在加强专业基础教学的同时，强化对职业岗位技能的训练，根

据专业特点，加强教师的专业示范和个别指导。通过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

学模式，促进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步增长，确保专业教学既满足职业

岗位的需求，又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课”，结合课程特点，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1）钢琴、声乐、舞蹈等课程以集体课为主,结合“讲授、演示、实

践”相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加强教师的专业示范和个别指导，灵

活采用小组活动、竞赛 pk及个别辅导等多种形式，注重因材施教，确保

学生能够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

（2）民族舞、剧目排练等课程，采用“做中学”、“学中做”的项

目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实现“教、学、做”一体化教学。形成以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为主线的一体化教学模式，促进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

步增长。

3.“赛”，以职业技能大赛促进常规教学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技能竞赛岗位练兵统筹纳入教学改革行动范畴，深入推进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从而更新教学理念和

教学模式、促进课程改革和创新、提高教师师资水平、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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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证”，课证融通、以证促学。

将职业资格证书与相关专业技能课程融通，进行“教、学、练”一体

化教学。通过考证，促使学生重视对各相关专业课程知识的记忆、理解与

把握，重视提高自己的综合应用能力与动手能力，重视获得实际的职业技

能与素养。

（五）学习评价

学生所修课程均应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文化课、专业知识课

统一命题和阅卷；专业技能课实行教考分离，集体评分。

公共基础课实行教师评价，学生互评与自我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

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不仅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更关注

学生运用知识以及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重视学生职业素质的形

成。

专业技能课是根据课程特点和培养目标，采用校内校外评价相结合，

职业技能鉴定与学业考核相结合，吸收行业企业参与的多元评价形式，

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根据课程的不同适当调整。

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普通话等课程采取学校与社会考核相结合的

办法，课程结业，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认可的等级考核，取得相应的等级合

格证书。

（六）质量管理

1.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和学校改革发展需求，以学生为本，建立完善

的教学管理制度，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实行，推动各项教学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高效化，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1）根据音乐类课程特点，不断改进对集体、小组和个别课等不同

课堂形式的管理办法，提高课堂教学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严格执行学

校的教材使用审批制度，确保教材使用的合理性和规范化；改进专业教学

评价方法，增强教学评价的客观性；随时进行教学督导，促进教学质量的

全面提高。

（2）根据舞蹈类课程和学生年龄特点，时时监控专业教学的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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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发挥教学过程管理机制的有效性，确保课堂技能训练的合理密度

和强度，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执行并不断改进工(演)学结合、顶岗

实习管理办法。从实际出发，改进舞蹈类课程教学的评价机制，促进教学

质量的全面提高。

2. 建立教学评估制度。通过教学工作、学生评价、教考分离、职业

技能考试、职业技能比赛、期中及期末考试等评估工作的开展，考核和督

促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检验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教学质量的提

升和对其有效的监控。

3. 实行毕业生毕业调查反馈制度，是深化教育教学的必然要求。其

宗旨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了解情况，反映情况，结合本专业的实际，

为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真实、可靠的反馈信息。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制度，

目的是动态掌握升学高校和毕业生对本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既在了解教育教学质量水平的同时，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有针

对性的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和教育教学工作。

4.实行常态化教师培训机制。实行专项教育与通识培养相结合、集中

培训与分散辅导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线下活动与线上自

学相结合、典型示范与自主发展相结合的多维度培训培养体系。通过开展

期初期末全体教师集中培训、新教师入职及岗前培训、青年教师导师制培

养、青年教师社会实践、名校名师培训项目、个人自学等多样化分层次培

训，着力提升教师师德素养和教学科研水平。

九、毕业要求

（一）学业考核要求

1.思想品德评价合格。

2.修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全部合格，或修满规

定学分。

3.顶岗实习或工学交替实习鉴定合格。

（二）证书考取要求

序号 技能等级考核项目 考核等级 考核类别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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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技能等级考核项目 考核等级 考核类别 要求

1 计算机应用 一级 B 全国计算机（一级 B）考试 必考

2 普通话 普通话二级乙等 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 选考

3 英语 一级 B 全国英语（一级 B）考试 选考

4
社会艺术水平等级

考试证书（钢琴）
六级

四川省音乐学院、四川省艺

术研究院、四川音乐家协会

联合主办的考试
必考

（三选

一）
5

社会艺术水平等级

考试证书（声乐）
六级

四川省音乐学院、四川省艺

术研究院、四川音乐家协会

联合主办的考试

6
社会艺术水平等级

考试证书（中国舞）
六级

中国/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主

办的考试

7
教师资格证

（中国舞）
六级

中国/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主

办的考试
选考

十、附录

典型工作任务职业能力分析表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1.音乐

1.1 歌曲演唱

1.1.1 较熟练的简谱或简谱视谱即唱及一定的听音

记谱能力;

1.1.2 能够说好普通话，正确运用歌唱语言;

1.1.3 较熟练的演唱技能，一定的舞蹈表现能力，

能运用所学唱法演唱一定数量的中、外声乐作品;

1.1.4 能弹奏一定数量的初、中级钢琴作品，并能

为简易的歌曲伴奏;

1.1.5 一定的合唱能力;

1.1.6 良好的形体姿态和初步的形体表演及舞台综

合表现能力;

1.1.7 正确的艺术审美和舞蹈鉴赏能力

1.2 器乐演奏

1.1.1 较熟练的简谱或简谱视谱即唱及一定的听音

记谱能力;

1.1.2 较熟练的演奏技能，能运用所学乐器演奏一

定数量的中、外器乐作品;

1.1.3 能弹奏一定数量的初、中级钢琴作品，并能

为简易的乐曲伴奏;

1.1.4 一定的合奏能力;

1.1.5 良好的形体姿态和初步的舞台综合表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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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力;

1.1.6 正确的艺术审美和舞蹈鉴赏能力

2.舞蹈

2.1 舞蹈表演

1.1.1 具有比较全面扎实的舞蹈基本技能、技巧;

1.1.2 能表演中国古典舞的风格、韵律，初步展示

出其艺术表现特点；

1.1.3 能表演汉、藏、蒙古、维吾尔、朝鲜、傣族

等民族民间舞蹈，初步展示出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的

风格韵律及特点;

1.1.4 具有初步的舞台综合表现能力;

1.1.5 正确的艺术审美和音乐鉴赏能力

2.2 舞蹈教学

1.1.1 具有比较全面扎实的舞蹈基本技能、技巧;

1.1.2 能初步传授中国古典舞的风格、韵律，展示

出其艺术表现特点；

1.1.3 能初步传授我国几种主要民族舞蹈的基本步

伐和动作组合；

1.1.4 了解儿童舞蹈的特点，能够初步编排与指导

儿童舞蹈。

3.公共文化

艺术活动

3.3 群众文化

音乐指导

1.1.1 较熟练的简谱或简谱视谱即唱及一定的听音

记谱能力;

1.1.2 较熟练的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能力

1.1.3 一定的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的辅导能力;

1.1.4 较好的合唱或合奏及其排练、指导和指挥能

力;

1.1.5 初步的形体表演和舞台表现能力;

1.1.6 一定的社会文化指导和管理能力。

3.3 群众文化

舞蹈指导

1.1.1 较熟练的舞蹈表现能力;

1.1.2 一定的舞蹈创作能力;

1.1.3 正确的艺术审美和音乐鉴赏能力;

1.1.4 一定的社会舞蹈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指

导能力;

1.1.5 一定的社会文化指导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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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教学进程变更申请表

系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课程名称 专业 班级 年级

原计划内容、进程 变更后的内容、进程

变

更

理

由
专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

系部

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意

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教务处、教学系部、授课教师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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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审核意见表

专业名称 电子电器应用与

维修

专业方向

使用年级 学制 3年

专家评审

意见

专家意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意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系部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校长

审核意见
主管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校长

审核意见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