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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2 年艺术教育年度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强化

学校美育育人功能，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下

简称“江门幼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

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贯穿艺术教育各学段，为学生提供艺术实践的舞台，丰富学

生校园文化生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一、秉承艺术教育传统，打造优质艺教资源

江门幼专的前身是广东省江门幼儿师范学校，是广东省

有名的学前教育中职学校，以艺术教育见长，曾获“全国艺

术教育先进单位”以及全省中师文艺调演四联冠等多项殊

荣，连续两年作为江门侨乡旅游节的主要文艺节目表演单

位；学校女子合唱团曾参加中央电视台“合唱先锋”栏目合

唱比赛取得全国第八名的好成绩。自 2019 年创办大专院校，

学校一直秉承江门幼师在艺术教育方面的成就与传统，把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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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教育发扬光大，成为学校的一块金字招牌。

江门幼专现有 7 个专业，其中音乐教育、舞蹈教育、美

术教育是艺术类专业，其它专业如学前教育、小学英语教育、

体育教育等均开设艺术类课程。

拥有一批设备先进、能满足艺术教学需要的校内实训

室，其中音乐类的实训室有：数码钢琴教室 9 间（含数码钢

琴 378 台），琴房 254 间（含立式钢琴 275 台、三角钢琴 2

台），声乐多媒体教室 10 间，音乐理论教室 3 间，音乐阶

梯室 2 间，舞蹈实训室 14 间，音乐厅 1 个、演艺厅 1 个。

美术类实训室有版画实训室、造型基础素描实训室、造型基

础色彩实训室、插画实训室、综合材料手工实训室等美术功

能室 5 间。完善齐全的教学设施，为专业建设、艺术人才培

养和学生艺术修养的熏陶的实现提供了有效保障。

学校艺术类师资实力雄厚，共有公共艺术教育教师 61

人，专职教师 53 人，校外兼职教师 8 人，其中高层次人才 4

人，副教授 11 人，均参与专业艺术课程与公共艺术课程教

学，能较好地满足艺术技能课程教学和开展美育实践活动的

需求。

二、建设艺术特色课程体系，培养一专多能素质人才

音乐教育、舞蹈教育、美术教育主要招生对象为高中、

中职毕业生，生源以江门市为主，辐射中山、佛山、广州、

东莞及湛江、揭阳等地区，对省市一级幼儿园、早教机构、



- 3 -

艺术培训机构，青少年宫等单位展开了人才需求调研，全面

了解人才市场供需实际状况，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加强课程

的系统化、专业化、特色化、实践化，将公共艺术课程与艺

术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开设的艺术类课程共

78 门，公共艺术课程 2 门，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 2 个学分

方能毕业。以下是 4 个专业的艺术课程安排表。

表 1：音乐教育专业艺术课程一览表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本项

总共

学分

占比 备注

专业

基础

课

1 乐理 3

2 视唱练耳 4

3 音乐简史与名作欣赏 2

4 舞蹈 4

5 美术基础 3

小计 16 26.5 60.38%

专业

核心

课

1 声乐基础 10

2 钢琴基础 10

3 音乐分析 2

4 钢琴即兴伴奏 6

5 合唱与指挥 4

6 儿童音乐教学法与实践 4

小计 36 36 100%

专业

选修

课

1 声乐（提高） 2

2 视唱练耳（提高） 2

3 器乐（一） 2

4 器乐（二） 2

5 儿童舞蹈与创编 2

6 音乐制作 1

7 奥尔夫实训 2

8 艺术概论 1

9 儿童歌曲创编 1

10 非遗民歌 1

11 艺术活动策划与指导 1

12 化妆造型艺术 1

小计 18 11 100%
学生仅需修

满 1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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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选修

课

1 艺术审美模块 1

小计 1 5 20%

总计 71 78.5 70.09%

表 2：舞蹈教育专业艺术课程一览表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本项

总共

学分

占比 备注

专业

基础

课

1 音乐基础 2

2 美术基础 2

3 舞蹈艺术概论 2

4 钢琴与儿歌弹唱 4

小计 10 22.5 44.44%

专业

核心

课

1 舞蹈基础训练 10

2 中国民族民间舞 8

3 中国古典舞身韵 4

4 儿童舞蹈与创编 6

5 舞蹈表演与排练 10

6 儿童舞蹈教学法 2

小计 40 40 100%

专业

选修

课

1 艺术活动策划与指导 1

2 音乐剪辑与制作 1

3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1

4 舞台美术与道具制作 1

5 国际标准舞 2

6 儿童歌舞剧 1

小计 7 11 64%

公共

选修

课

1 艺术审美模块 1

小计 1 5 20%

总计 58 78.5 57.02%

表 3：美术教育专业艺术课程一览表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本项

总共

学分

占比 备注

专业

基础

课

1 美术概论 1.5

2 造型基础（素描） 4

3 造型基础（色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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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构成 4

5 中国民间美术实践 4

6 综合材料手工制作 4

小计 22.5 31 72.6%

专业

核心

课

1 中国画基础 4

2 版画基础 4

3 平面设计图像 5

4 插画设计 4

5 幼儿园环境创设 4

6 毕业创作 6

7
儿童美术教育与活动设

计
3

小计 30 33 90.9%

专业

选修

课

1 Pop 海报设计 1

2 儿童创意绘画实践 1

3 绘本与手工书制作 2

4 多媒体实验艺术创作 1

5 书法 1.5

6 声乐与幼儿歌曲演唱 2

7 钢琴与幼儿歌曲演奏 2

小计 10.5 11 95.45%
学生仅需修

满 11学分

公共

选修

课

1 艺术审美模块（限选） 1

2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限

选）
1

小计 2 5 40%

总计 65 80 81.25%

表 4：学前教育专业艺术课程一览表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本项

总共

学分

占比 备注

专业

基础

课

1 钢琴与幼儿歌曲弹唱 6

2 乐理与视唱练耳 2

3 声乐与幼儿歌曲演唱 3

4 舞蹈与幼儿舞蹈创编 5

5 美术与幼儿美术创作 5

小计 21 37 56.8%

专业

核心

课

1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

指导（音乐）
1.5

2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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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美术）

小计 3 28 10.7%

专业

选修

课

1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2

2 绘本与手工书制作 2

3 书法 2

4 玩教具的设计与制作 1

5
幼儿教师技能—音乐

（一）
2

6
幼儿教师技能—音乐

（二）
1.5

7
幼儿教师技能—舞蹈

（一）
2

8
幼儿教师技能—舞蹈

（二）
1.5

9
幼儿教师技能—钢琴

（一）
2

10
幼儿教师技能—钢琴

（二）
1.5

11
幼儿教师技能—美术

（一）
2

12
幼儿教师技能—美术

（二）
1.5

13 童话剧鉴赏与表达 2

14 绘本鉴赏与表达 1

15 播音与主持 1

小计 25 11 100%
学生仅需修

满 11学分

公共

选修

课

1 艺术审美模块 2

2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限

选）
1

小计 3 5 60%

总计 52 81 64.2%

根据专业特点，学校的艺术课程教学把理论与实践教学

相结合，强化学生专业技能训练。引导学生参加模拟教学实

践和舞台实践，通过一系列艺术比赛、展演、音乐会、课堂

模拟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弹、唱、跳、画各项技能和音乐、舞

蹈、美术教学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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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赛促学加强实践，创新艺术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坚持职业竞赛与艺术教学活动相结合。各艺术专业

制定了一套科学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包括舞蹈比赛、演唱

比赛、演奏比赛、教学技能各项比赛等，竞赛标准来自于职

业行业标准，竞赛项目贯穿于三年教学过程中，构建“以赛

促学、以赛促练”的教学模式，以省、市级技能大赛为契机，

逐步建成了“校-省”两级技能大赛管理体系，强化教学能

力和技能训练，全面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实践能力。通过

举办音乐、舞蹈、美术设计等各级各类艺术比赛活动，激发

学生学习艺术的兴趣，通过提高学生参赛水平，逐步促进学

生艺术素养的提高，有效提升艺术教育质量。2022 年，学生

们在各级艺术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1.校内学生艺术技能比赛丰富多彩。通过各类比赛活动

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和展示的舞台，2022 年举办了“技能

成才，强国有我”音乐教育专业（声乐、钢琴、舞蹈）技能

大赛﹑校园“十大歌手”比赛、21 级学前教育专业钢琴弹唱

比赛、舞蹈剧目比赛、“青春心向党，启航新征程毕业生音

乐会”等等，促进学生专业成长，提高音乐舞蹈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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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技能成才，强国有我”音乐教育专业综合技能大赛学生参赛现

图 3-4：2022 年“唱响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校园十大歌手大赛

图 5-6:2022 年“凝聚青春之力 舞动百年风华”第二届大学生舞蹈大赛校内选拔赛

2.参加校外艺术比赛屡获佳绩。2022 年，江门幼专合唱

团参加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荣获合唱一等奖、二等奖、独

唱三等奖各一个；在江海区“学党史，颂党恩”合唱比赛中

获特等奖和最佳表演奖；郭思敏老师、黄致韬同学分别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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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孔雀杯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高职高专美声唱

法教师组、学生组铜奖，张瑞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由谢

雅、郑艳芬老师指导的舞蹈剧目《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荣

获省级二等奖。胡一鸣同学在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

大赛（高职组）艺术专业技能赛项中荣获声乐演唱一等奖，

王艳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图 7-10：郭思敏老师、黄致韬同学荣获第八届孔雀杯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高职高专美声唱法教师组、学生组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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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1：我校胡一鸣同学在广东文艺职业学校举行的

2021-2022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高职组）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赛项中，荣获一等奖。

美术教育系以作品展览为学生提供艺术实践的平台。

2022 年，共组织三场以上美术作品展览，其中《以刀代笔写

意抒情——2022 级美术教育系学生版画习作展》在 5 月成功

举行。同学们以刀代笔，用油墨为媒介表达了自己对美的认

识，展出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富有时代气

息，饱含了年轻人蓬勃的艺术激情、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和丰

富的艺术想象力。2022 级美术教育系毕业展览以庆祝党的二

十大为主题，学生们一起激情挥毫，精妙泼墨，用心创作，

灵动写意，深情回顾伟大祖国的光辉历程热情讴歌的同时，

也是对大学的学习成果和艺术教学成果的一次展示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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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3：美术教育系学生在美术馆展览作品

3.教师艺术技能比赛成果多。音乐教育系艺术专职老师

雷励、周玉娥、卢静、阳一晨参加 2022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荣获高职高专专业课程一组的二等

奖；郭思敏老师荣获第八届孔雀杯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

演高职高专美声唱法教师组铜奖。曾宝萍老师创作的声乐作

品《丰收的喜悦》参加广东省“农行杯”乡村音乐原创歌曲

创作大赛，荣获三等奖。

图 14：音乐教育系雷励、周玉娥、卢静、阳一晨参加

2022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荣获高职高专专业课程一组的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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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力建设艺术教学资源，推进艺术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

实行艺术课程建设责任制。由各课程骨干教师牵头，做

好教学内容遴选工作，按课程内容模块化、项目化。申报校

级精品课程《音乐简史与名作欣赏》《钢琴即兴伴奏》两门。

《音乐简史与名作欣赏》《视唱练耳》获批广东省高校教学

管理学会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已

建成《音乐简史与名作欣赏》《钢琴即兴伴奏》《声乐基础》

三门课程的音响资源库。

所有艺术专业课程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库，建立网上

教学平台，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率，

拓展教学资源。艺术教师们充分利用职教云平台、多媒体等

信息化技术，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进行研究和探索，教师

们积极收集教学资源，大胆尝试翻转课堂的形式组织教学，

助力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实施多元评价，增强艺术技能课

程教学的有效性。2022 年，学校立项了 6 个校级线上开放课

程，建设周期两年，其中三门是艺术类课程。

表 5：江门幼专 2022 年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名单，三门艺术在线开放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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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全覆盖。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

向同行、协同育人体系，提炼艺术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

素，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相结合，将思政

教育贯穿于艺术教育教学全过程，使教书育人的内涵落实在

艺术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在“润物无声”中实现立德树人的

目标。其中，钢琴课程思政见成效。江门幼专钢琴教研室以

广东省教育厅十三五教育规划课题“高职大思政建构下专业

钢琴课程的思政化探索与实践”为依托，积极开展钢琴课程

思政的学术研究及相关实践探索，推动艺术教学改革。组织

教师编写了《儿歌伴奏与实践》校本活页教材，《钢琴即兴

伴奏》教程编写正在积极筹备中，教材初稿已经完成。已建

成《音乐简史与名作欣赏》《钢琴即兴伴奏》《视唱练耳》

三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推进课程思政精品课堂建设，积极排练倍受关注的“艺

术党课”——红色歌剧《党的女儿》，音乐教育专业教师和

学生积极参加由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指导，共青团江门市委

员会、江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艺术党课《党的

女儿》的复排。通过“艺术+党课”舞台实践活动，让复排

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体悟到党的初心使命，并在艺术感染力中

接受精神的洗礼，感受信仰的力量。艺术党课将于 2023 年 6

月底在江门市侨都大剧院演出，目前在密锣紧鼓的排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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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6：红色歌剧《党的女儿》排练中

五、组织艺术交流，成立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

学校通过开展多样化的艺术学习交流，开阔师生的视

野，更新教师的艺术教学理念，提高艺术教育能力，有效促

进教师专业成长。选派 1 名教师参加国内访问学者项目，赴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访学。邀请华南师大黄桂芳﹑陈雪慧

教授来为音乐教育系老师们讲学，邀请江门市教育第一幼儿

园资深老师为美术教育系学生作《关于幼儿园环境创设》的

报告等，系列交流创设了浓厚的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筹备成立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并制定了中心建设方

案。承担教学、实践、演出、讲座、教育等艺术活动。目前，

与江门市蓬江区丰盛幼儿园、江海区江演明星幼儿园﹑台山

市深井镇中心小学签订了非遗实践基地合同，开展红色童谣

调研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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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0：非遗音乐文化调研活动

六、以艺术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

1.开展“助力地方幼教，服务学前教育”艺术赋能活动。

2022 年 6 月 17 日，音乐教育系曾宝萍主任为江门市谢峰彩

名园长工作室开展《奥尔夫音乐教育在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

应用与实践》专题讲座。2022 年 11 月 21 日周玉娥、袁媛老

师赴丰盛幼儿园开展“送教下园”活动，周玉娥老师为老师

们开展了音乐教学法讲座，袁媛老师展示了音乐活动示范课

程《年》等。

2.开展“筑梦新时代，奋进新百年”文艺惠民活动。音

乐教育专业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开展“三全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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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的使命担当，提高服务社会的责任

意识；贯彻落实“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要求，

构建音乐艺术课程思政的社会实践模块，创建体验式学习与

应用式实践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模式。2022 年 1 月初，音乐教

育系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开展“筑梦新时代 奋进新百

年‘我为群众办实事’文艺演出进基层——走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江门市棠下镇良溪村”活动。30 多名师生参加惠民演

出取得圆满成功，获得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图 21-22：筑梦新时代 奋进新百年“我为群众办实事”文艺演出进基层——走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江门市棠下镇良溪村

3.“音乐扶贫，振兴乡村”。音乐教育系曾宝萍老师充

分发挥专业特点精心创作歌曲《丰收的喜悦》助力台山市汶

村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参加广东省“农行杯”乡村音乐原

创歌曲创作大赛，荣获三等奖。

4.艺术品牌宣传推广。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组

织师生推出器乐重奏《我的祖国》和舞蹈《茉莉花开》参加

江门市音协、舞协的展播活动；艺术教师积极参加宣传部组

织的歌曲《领航》《核心力量》的拍摄、展播，广受社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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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七、经费投入与保障

2022 年建设期满，学校艺术专业在综合建设、教学内涵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面向行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科研和社

会服务等方面产出了一系列成果，提升“三全育人”质量，

初步形成艺术教育专业特色，为学校学前教育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发挥了“一体四翼”组成专业应有的作用。

本年度用于艺术专项资金共计 950480.88 元：其中艺术

功能室多媒体设备使用资金 401300.00 元，美术实训室场馆

建设 180300 元；数码钢琴实训室改造 100374.00 元；艺术

各级各项活动使用资金 128506.88 元，艺术教育教学改革科

研项目投入经费 14 万元。项目全部资金按照学校经费管理

使用管理办法，支出用途合理，符合规定。

八、艺术教育代表性成果

1.艺术教育结硕果，教学科研齐发展。学校共获艺术教

育类市级以上科研立项课题 25 项，其中省级 9 项、市级 16

项、结项课题 4 项，教师发表艺术教育类论文 25 篇。7 名教

师荣获 2022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高职

高专专业课程一组二等奖；1 名老师荣获第八届孔雀杯全国

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高职高专美声唱法教师组铜奖。1 名

老师创作的声乐作品参加广东省“农行杯”乡村音乐原创歌

曲创作大赛，荣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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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美育教育卓有成效。音乐

教育专业组建有合唱团、表演唱团以及舞蹈队等艺术团队，

体育教育专业有啦啦操团队，团员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

训练下，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胡一鸣同学

在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高职组）艺术专业技

能赛项中声乐演唱荣获一等奖；校合唱团参加大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中荣获合唱一等奖、二等奖、独唱三等奖各一个，在

江海区“学党史，颂党恩”合唱比赛中获特等奖和最佳表演

奖；黄致韬同学荣获第八届孔雀杯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

演高职高专美声唱法学生组铜奖。

3.“送教下园”，教育扶贫落地生根。音乐教育专业师

生一直秉承“守初心、担使命、振兴乡村、服务幼教”的宗

旨，将社会服务走深、走实。2022 年为地方幼儿园送教 6 次，

深受好评。

4.“送戏下乡”，我为群众办实事。音乐教育专业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开展“三全育人”工作，增强新时

代大学生的使命担当，提高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构建音乐

课程思政的社会实践模块，创建体验式学习与应用式实践相

融合的教育教学模式。开展“筑梦新时代 奋进新百年‘我

为群众办实事’文艺演出进基层——走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江门市棠下镇良溪村”活动。30 多名师生参加惠民演出取得

圆满成功。“音乐扶贫，振兴乡村”。曾宝萍老师创作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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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喜悦》助力台山市汶村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参加

广东省“农行杯”乡村音乐原创歌曲创作大赛，荣获三等奖。

九、反思与努力方向

（一）推进艺术类课程资源建设

艺术类课程资源建设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后期要加强

课程资源团队建设，推进声乐、中西方音乐史、音乐教学法

等课程资源库建设。进行课程教学信息化改革，充分利用网

络资源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通过校外专家引领、指导，促

进教师专业素养与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

（二）加强美育教师队伍建设

关心美育教师的成长成才，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美育教师队伍。提高艺术

教育师资队伍学历和职称。目前艺术教育师资队伍高学历、

高职称教师比例不够，师资学历层次和职称有待进一步提

高。计划在未来 3 年内，鼓励艺术教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每年引进硕士 3－4 名、博士 2－3 名，以进一步提高艺术专

业师资的学历层次。

（三）提高艺术教师科研学术水平

在艺术学科建设中，艺术教师的科研水平还有待提高。

要开展以老带新的帮扶结对活动，让高职称高学历教师在科

研上多帮扶指导年轻教师，积极组建科研团队，争取多申报

成更高级别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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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推进教学改革

积极响应职业院校教学改革精神，鼓励教师多参与教改

研究和交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一方面有目

的、有针对性地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前来讲学，另一方面选派

教师外出进修提高，以强化本专业教师的教学改革理念并付

之行动；通过艺术示范课、艺术技能比赛等系列措施来进一

步深化艺术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