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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一）总体概述

我校是 2006 年经教育部批准，由中山大学与广东珠江

投资集团合作创办的独立学院，是一所多学科全日制应用型

本科高等学校，2016 年被遴选为广东省普通本科转型试点高

校。

学校位于素有“北回归线上的明珠”和“广州后花园”

之誉的广州市从化区，校园占地面积 1000 亩。经过十一年

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拥有完备的教学生活和文化体育设施，

校园布局有致，秀丽宁静，是陶冶情操、读书治学的胜境。

（二）学生规模

学校设有 10 个院系 37 个专业，形成以管理学、经济学、

文学为主，工学、理学、医学、艺术学协调发展、结构合理、

优势互补的学科体系，现有本科生 18283 人。

（三）师资队伍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师资主要来自中山大

学教师，国内“985”、“211”高校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研

究生，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瑞典、日本、韩国、台湾、

香港等地的优秀教师人才，同时面向全国招聘具有海外留学



经验和有关行业、企业富有实践经验的高层管理人士、专业

技术骨干任教师，建立了一支具有国际视野、结构合理的高

素质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581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112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06 人；现有兼职教师 528 人。我

校一流师资队伍规模较大，现拥有博士生导师 12 人，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 人，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

名师 1 人，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1 人、南粤优秀教师 3

人，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培养对象 1 人、

中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23 人、“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校

级培养对象 5 人，广东省省级教学团队 1 个，广东省民办教

育优秀教育工作者 1 人，广东省民办教育优秀教师 1 人。

二、2017 年艺术教育建设情况

在全校师生共同促进艺术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下，我校

设三个单位作为艺术教育日常管理及建设的主力部门，分别

是：学校团委、音乐系、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校内各类

艺术活动、艺术教育讲座、艺术竞赛、艺术展及专业学生的

艺术教育等，由该三单位主要落实。以下是我校 2017 年艺

术教育发展各类情况。

（一）经费投入和设施设备配置

2017 年，我校共投入约 374 万元用于校内从事艺术教育

工作的教职工的薪酬福利发放；在艺术教育相关活动开展上，



据不完全统计（未完全计算各类国际艺术活动支出），我校

2017 年共投入约 24 万元，其中包括：师生参与国内各项艺

术比赛、会议的报名费、作品打印费、差旅费、展览策划布

展费、宣传等费用；校内举办各类主题的艺术晚会、艺术展、

艺术沙龙等活动费用；受邀为兄弟院校、当地政府部门或定

点扶持的贫困地区民众开展艺术教育讲座、举办艺术汇演、

进行艺术活动联谊等产生费用。

在艺术教育设施设备配置方面，学校为各类艺术生实践

教学开辟了专门的练习室，内部均配备先进的教学设备及实

践设施；并在图书馆规划大片场地用于学生绘画、摄影、文

学作品展览及相关主题讲座开展。特别要提出，学校在 2014

年耗费超过 2500 万元建立了一栋独立综合性的音乐楼，该

楼配备学生练琴房 89 间、音乐微格教室 1 间、钢琴工作室 3

间、声乐工作室 6 间、音乐教育工作室 2 间、音乐专业表演

大课室 2 间、电钢集体课教室 1 间以及标准音乐会演奏厅 1

间，教学面积达 9900 平方米。楼内共有演出教学钢琴一百

三十余台，其中，音乐厅配备了高规格的 Steinway（斯坦威）

和 Yamaha（雅马哈）九尺三角钢琴，琴房和课室配备了

Yamaha 、Kawaii（卡瓦伊）、Wilh.Steinberg(威廉斯坦伯

格)等多台著名品牌三角钢琴，为师生日常教学活动及艺术

实践表演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硬件基础。此外，楼内还有多功

能音乐厅、舞蹈排练室、书法练习室、茶艺室等供校内师生



发展各种艺术爱好的专门场所，为打造校内良好的艺术教育

氛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二）竞赛成绩

2017 年，学校师生参与各类艺术竞赛成绩喜人。

绘画及设计方面，2017 年我校学生获得各类奖项或入选

各类竞赛性展览共 67 项，其中，获得国际知名奖项或入选

国际竞赛性展览 11 项，获得国家级奖项或入选国家级竞赛

性展览 27 项；教师获得各类奖项或入选各类竞赛性展览共

30 项，其中，获得国际知名奖项或入选国际竞赛性展览 13

项，获得国家级奖项或入选国家级竞赛性展览 8 项。

音乐方面，2017 年我校学生参加各类音乐比赛共获奖

25 项，其中，获得国际知名奖项 9 项、国家级奖项 5 项；教

师参加各类音乐比赛共获奖 3 项，均为国际知名奖项；教师

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音乐教育相关论文共 17 篇，其中，

获得省级一等奖 1 篇。

社团艺术竞赛方面，2017 年，由我校学生组成的“南音

合唱团”“阿卡贝拉 Flexsing 人声乐团”在各类外部比赛中

共获奖 3 项，其中省级奖项 1 项；由我校学生组成的“DMC

舞蹈协会”在各类外部比赛中共获奖 2 项；由我校学生组成

的“戏曲协会”在各类外部比赛中共获奖 1 项，为省级奖项。

（三）师资队伍建设

目前，我校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共 58 人，其



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13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8 人，

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33 人；兼职教师共 55 人，其中，具有

高级职称的教师 22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8 人，具有硕

士学位的教师 29 人。各艺术教育相关专业的师资配备在学

历、职称、专业结构上均较为合理，各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

研究水平、学历层次等显著提高。

在我校专职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组成多元化，有来自国内“985”“211”高校的

毕业生，也有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才，其中有 4 名教师为

学校从台湾专门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科研和指导学生的工

作上成绩丰硕；此外，音乐系的学术带头人黎颂文、罗艺峰、

雷敏宏教授，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的系主任冯原教授等，

均为学界翘楚，颇有名望，为学校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领航

掌舵。

（四）管理机制完善及创新

学校现行的艺术教育管理机制为：在各校领导的共同指

导下，学校团委、音乐系、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三单位协

同开展各项艺术教育活动。具体表现为，在全校性的艺术活

动方面，多以学校团委为主办单位，多单位配合开展艺术晚

会、主题汇演、艺术竞赛等活动；在专业性的艺术活动及专

业学生的艺术教育方面，音乐系、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以

各自为主要单位，开展艺术沙龙、专业表演、艺术展览等活



动，并为本单位学生开设系统的艺术教育课程、提供专门的

实践场地进行专业人才培养。

在艺术学科专业建设及管理方面，我校艺术设计与创意

产业系、音乐系两单位，围绕艺术相关行业实际需要，结合

艺术教育自身规律，构建了紧密联系艺术实践的多维度、宽

视野的新型理论教学体系。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采用“基

本概念学生做，项目指导老师领”的教学模式，配合鼓励学

生参加行业比赛、邀请业界学界专家开展讲座、扩展产学研

合作机构、建立双师教学资源平台等多重方式，力图培养拥

有综合能力的高素质设计人才。音乐系是一个年轻的单位，

目前只有音乐学一个专业，经过不断细化学科架构，形成了

包括音乐教育、钢琴 、声乐、音乐学、作曲、音乐基础（流

行音乐、合唱、舞蹈、艺术指导、国乐）六个教研组在内的

较为完善的“大音乐”学科；近年来，音乐系从校外聘请多

位国内乃至世界知名学者作为学术带头人，在学科专业建设

上得到了质的飞跃。

（五）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学校坚持“高起点、有特色、更开放”的办学理念，鼓

励学生积极组织参与各项课外艺术活动，发挥艺术教育主体

的主观能动性。

1.校园文化艺术节

每年的四至五月是学校传统的校园文化艺术节，旨在为



学生们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近年来打造了十大歌手、

舞蹈大赛等拥有强大号召力的活动品牌。此外，在每个季度，

共青团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委员会、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学生委

员会均协同组织开展歌唱、舞蹈、才艺展示等各类大型文化

艺术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课外艺术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校

园文化艺术氛围。

2.艺术展演

2016-2017 学年，由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主办，在全

校范围内开展了 20 场不同主题的艺术设计展览；同时间段，

据不完全统计，我校学生至少有 65 幅作品受邀参与国内外

各类艺术设计展。2017 年至今，由音乐系主办，在全校范围

内公开举行艺术活动共 37 项，其中艺术表演类 17 项、班级

活动 4 项、比赛类 5 项、大师班 2 项、艺术参观类 1 项、艺

术研讨 1 项、教学汇报 2 项、艺术讲座 2 项、艺术义务教学

项目 3 项。各类艺术展演为全院师生提供了良好的艺术发展

平台，构建了良好的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3.校内艺术社团组织

学校专门设立艺术素质发展中心，专门承接校内各大中

小型文化艺术类活动；同时，学校的 10 个院系内均设立文

娱部、策划部等，用于组织举办本院系各类文化艺术活动。

学校团委下属社团联合会，共管辖各类社团 70 个，包括体

育竞技类、文化艺术类、学术科技类、公益实践类等多个主



题，各类社团常年开展丰富的课外艺术活动，有效地带动了

校内学生发展艺术爱好的热情，为学生们展现多彩自我创造

更多机会。

（六）存在不足

目前我校艺术教育工作的开展还存在较多不足。

1.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有待改进

目前艺术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略显单一，实践

教学环节的产教结合程度还需进一步扩大，各类实践教学资

源的统筹有待提高，学生参与高层次项目、竞赛的力度不足，

教师授课过程中缺乏创新型教学方法，学生的热情度、学习

效率仍待提高。

2.实践配套措施不足

学校部分艺术专业学生的实践平台需要更好搭建，产学

研合作项目的落地及多样化有待进一步落实；对为全校师生

进行文化艺术表演的组织和团队，应给予更多的场地及专业

性指导支持。

3.经费配置仍有短板

在有利于艺术教育工作开展的一些方面，外部的如：增

加民办高校艺术教育项目立项、大范围开展艺术教育相关讨

论及论文选拔、扩大艺术教育比赛种类及开展频率等，内部

的如：更多举办全校性艺术活动、鼓励师生受邀外出参赛/

展演、奖励代表学校获得较高荣誉的作品等，由于经费配置



的不足，往往会导致工作无法长期更好开展。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针对以上提出的几点不足，未来我校在艺术教育工作上

做出如下规划。

1.构建更合理的学科专业体系

有效整合各专业院系艺术教育资源，在各艺术专业内成

立专门的规划小组，提出更符合我校实际的艺术专业发展思

路，落实到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教研组工作计划、课程教

学大纲等核心文档中，并对专业教师授课过程进行实地指导，

进一步改善教学方法、教学工具等，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各类

高水平竞赛、活动，努力打造有学校特色的高素质复合型人

才。

2.切实加大实践配套力度

加大艺术专业实验室、练习室等实验平台建设，督促各

专业院系教师带领学生“走出去”，与更多来自政校行企的

知名单位进行专业上的结合；对非专业的从事艺术活动的学

生团队，给予更多场地、道具及专业性指导支持。

3.合理提高艺术教育工作的经费投入

对于以上提到的各方经费配置不足的问题，从学校的角

度出发，适当投入更多经费，用于高层次的校园艺术活动开

展，及师生代表学校外出参与高水平竞赛补贴，建立艺术教

育的专项奖励机制，对代表学校获得较高荣誉的个人或集体



给予鼓励支持，激发师生参与艺术教育活动的积极性，让艺

术教育工作者更好地投身到本职工作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