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大学关于强化公共艺术教育 提升学生
艺术修养的实施方案

广大〔2017〕108 号

为全面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落实《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教

育部令第 13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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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共艺术教育工作，提升学生艺术修养，

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化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大力开展

普适性的艺术教育，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打造高水平公共

艺术教育平台，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学生文化艺术素养，陶冶情

操，启迪智慧，增强“创新、创造、创业”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使“懂艺术”，善于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成为我校学生

的精神底色。

二、建设目标

（一）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公共艺术课程，构建惠及全体学生的公

共艺术教育体系

发挥我校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文学、建筑设

计等艺术学科专业门类的优势，建设高品质艺术类课程，将公共艺术

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构建公共艺术课程体系，保障每个学生在校学习

期间有机会修读艺术类课程。

（二）面向全体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营造向真、向善、向美

的艺术氛围



充分发挥各级团委、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的主导作用，扶持学生

艺术社团和课余艺术兴趣小组，因地制宜、分层分类开展灵活多样的

艺术交流和实践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愿选择参

加至少一项艺术活动，并按相关规定给予认定第二课堂学分。

（三）全方位加强校园环境文化建设，发挥校园文化在艺术教育

中的熏陶感染作用

加强校园环境文化建设，依托宣传栏、文化长廊、主题雕塑等媒

介和平台，营造健康、高雅的学校文化环境氛围，实现课程学习与审

美实践、审美内涵与办学特色、艺术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三、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开设公共艺术课程并纳入学分管理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在全校性通识选修课程中设置“艺术修养与

审美体验”课程模块，开设“中国民族音乐”、“20 世纪中国歌曲艺

术”、“舞蹈鉴赏”、“形体健美与啦啦操技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话剧鉴赏与表演”、“合唱艺术理论与表演”、“传统音乐美学精神与

当代音乐创作”、“影视作品中的社会意蕴鉴赏”、“动态视觉艺术心理”、

“中国文化名著导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导读”、“唐宋词欣赏”、

“西方文化经典导读”、“中国新诗鉴赏”等选修课程。每个学生在校

学习期间，至少修读一门艺术类选修课程。分期分批立项建设 10-20

门艺术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60 门左右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通过购

置或共享等方式引入 10 门左右的艺术类网络课程或慕课，引导学生

在线修读，实现线上线下艺术教育全覆盖。

（二）建设高水平学生艺术社团

加大对校属学生艺术团的建设力度，提升学生艺术类社团的实力，

以点带面，营造良好艺术活动氛围。建设好“4 团 3 队”即管弦乐团、



舞蹈团、合唱团、话剧团、龙狮团、啦啦队、礼仪队等现有校属学生

艺术团，重点扶持曲艺社、书画协会、摄影协会、电影协会、读书社

等学生艺术社团建设。聘请知名艺术人士担任艺术团和艺术类社团指

导老师，提升艺术团体建设水平。做好“迎新晚会”、“五四合唱节”、

“红棉音乐会”和“新年音乐会”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品牌活

动建设。

（三）举办高水平人文艺术讲座

依托博学讲坛、人文高端论坛以及各学院系列讲座平台举办高水

平的“人文艺术系列讲座”，每年邀请不少于 10位国内外的学者、艺

术家来校举办讲座或开展艺术展演活动，并通过购置或共享等方式引

入 100 场左右的人文艺术类网络讲座，引导学生在线修读，实现线上

与线下艺术教育的全覆盖。

（四）做好“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依托两团一校、音乐舞蹈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等部门，邀请国

家级、省市级的文艺团体或个人来校每年开展不少于 10 场的“高雅

艺术进校园”等高质量艺术展演活动，让每个学生在校期间至少有机

会欣赏至少一场高雅艺术演出，营造高雅的校园艺术文化氛围。

（五）加强艺术类学科专业的引领与辐射作用

引导教师结合专业教学进行美育教育，渗透美育意识。学校为艺

术类学生摄影、绘画、雕塑、服装设计、毕业设计等作品的展示、展

演提供经费资助、场地保障，将其打造成公共艺术教育的平台和资源，

发挥艺术类学科专业对公共艺术教育的引领、辐射作用，形成推进学

校艺术教育发展的合力。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和地域优势，开发具

有岭南特色、区域特色的地方艺术课程及讲座，满足学生的多样化的

兴趣和需求。



（六）开展文化艺术竞赛与实践活动

以校园文化艺术节和学术科技节为依托，开展各类诗词诵读、摄

影、微电影、书画、设计、歌唱、舞蹈、语言文学艺术等艺术活动竞

赛。组织校园十佳歌手大赛、主持人形象大赛、舞蹈大赛、才艺大赛、

微电影创作大赛、语言艺术大赛、摄影作品创作大赛、艺术作品创作

大赛、“传承经典”中华经典诵读诗词会和“同唱一首歌”学生校歌

合唱比赛等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支持学生团体参加大学生艺术展演、

省文体文化艺术节等全国、省市各级各类艺术比赛。引导学生走出校

门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展览馆，自主提高文化艺术鉴赏能力。

鼓励学生以班级、团支部、社团等为单位与高校、文化艺术单位等进

行文化艺术沟通交流。策建“文化素质教育校外教学基地”。结合寒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推进学生文化艺术交流实践进社区、进农村，拓

展学生文化艺术实践的时间和空间。

（七）发挥校园环境文化的育人功能

加强校园规划和环境改造，完善校园功能定位和布局，在校园建

设中融入文化传统，加强校园人文景点建设。重视校园景观建设，教

学楼、宿舍楼，校内道路、宣传栏、文化长廊、图书馆、艺术馆、体

育场等场所因地制宜地设置雕像、画像、名言警名、校训、标语等，

实现使用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充分发挥网络媒体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把校园网络建设成为展示学校精神风貌和

艺术氛围的重要载体。

四、保障条件

（一）建立健全公共艺术教育管理机制

成立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公共艺术教育中心由校团委、教务处、

音乐与舞蹈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人文学院、新闻学院、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组成，制定学校公共艺术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统筹全校

公共艺术教育工作。全校公共艺术课程课程教学由教务处牵头组织落

实，相关学院负责实施。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全面负责艺术教育实践活

动的策划和实施。

（二）加强公共艺术教师队伍建设

加大引进与外聘力度，优化公共艺术教师队伍结构，建立一支满

足公共艺术教育工作需要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安排专项经费，支持外

聘社会艺术名师名家担任公共艺术教育兼职教师。校内专兼职艺术教

师在职务评聘、工资、住房、奖励等方面，享有与其他学科教师的同

等待遇。艺术教师课外组织、指导、排练、展演等工作计入教学工作

量并作为教师岗位聘任、评奖评优、晋升职称的重要指标。学校每年

对艺术教育中取得优秀成绩的个人，学校给予表彰和奖励。

（三）多途径保障公共艺术教育经费

学校每年安排公共艺术教育专项经费，专款专用。经费由公共艺

术教育中心具体支配使用。条件成熟时，筹资成立学校公共艺术教育

发展基金。

（四）加强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条件建设

进一步加强公共艺术课程教学专用教室及课外艺术活动场所建

设，满足全校学生艺术教育教学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艺术教育活动资

源，推进学生艺术活动场地的装饰整修工作，充分发挥演艺中心、报

告厅等室内外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学生艺术实践活动提供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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