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结报告

一、成果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如何将高校丰富的教育资源与艺术教育深

度融合，旨在通过美育来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创新能力和人文精神。

具体来说，成果背景与问题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理念创新，多元融合

我们秉持“多元融合、以美育人”的核心理念，将不同学科、不同领

域的知识与艺术教育相融合。通过跨学科的教学设计，让学生在艺术

学习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其他学科的魅力，实现知识的交叉与互补。

（2）资源整合，优势凸显

我们充分利用高校丰富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文化

氛围等，为艺术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我们

搭建起了多元化的艺术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和展

示舞台。

（3）课程建设，体系完善

我们注重艺术教育的课程建设，构建了完善的课程体系。从基础课程

到专业课程，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每一个环节都精心设计，确保

学生能够得到全面而深入的艺术教育。同时，我们还注重课程的创新

性和实用性，让学生在学习中能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也能够将所学

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4）实践探索，成果丰硕

我们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艺术实践，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艺术展览、演

出、比赛、1+X职业技能资格考核等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锻

炼能力的机会。这些实践活动不仅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艺术的本

质和内涵，也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和进步。同时，我们还注重将

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用艺术

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受。

（5）成果显著，影响深远

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实践，艺术教育在同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

认可和推广。学生们在艺术学习中不仅提升了审美素养和创新能力，

还培养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这些成果不仅

为学生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高校艺术教育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二、主要做法与经验成果

在当今教育环境中，音乐教育不仅仅是技能的传授，更是文化素

养与人文精神的培育，在本教学成果中，我们通过多元融合的理念、

资源整合、课程建设和实践探索，积极解决学生在审美素养、创新能

力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不足。以下将详细阐述所采用的教学做法及经验

成果

（1）学生审美素养的提升

教学方法：跨学科，四维空间的教学设计

通过将不同学科的知识与艺术教育相结合，我们设计了跨学科的课程，

激发学生的审美体验。例如，“博物馆+音乐”，“思政+音乐”，“电影

+音乐”等主题+课程的形式，在音乐课程中引入文学、历史和视觉艺

术的元素，以“博眼球”的形式激发学生兴趣，将音乐的听觉感官上

升多感官培养审美意识，将音乐融入到生活中，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

理解艺术作品的内涵。这种多元的视角让学生在学习中提升了对艺术

的鉴赏力，培养了他们的审美素养。

（2）项目式教学提升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项目制学习与实践活动

我们鼓励学生参与以项目为导向的学习，通过艺术创作、演出、展览

等实践活动，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例如，周期性任务式教学，利用

翻转课堂的形式，在课程中设置原创音乐创作和编排演出，学生必须

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独立创作与团队合作，并且在创作创新的过程中

随机性将学生角色挑战，让学生在不同的位置及身份感受变化，进而

激发成长。

（3）人文思政精神的培育，引导学生积极向上

教学方法：思政元素、社会实践、艺术结合三维融合

音乐教育具有独特的思政教育功能，通过将思政元素、艺术教育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通过思想政治元素在课程中的恰当嵌入，帮助学生建

立完成的世界观和音乐的认知体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与人文关

怀。例如，组织学生参与社区艺术活动，让他们通过艺术表达对社会

现象的思考与感受。

经验成果：

（1）深入理解艺术：学生能够在分析音乐作品时，结合文学背景和

历史事件，感受到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学会用心去感知音乐、感知艺



术 提高审美能力：通过多样的艺术形式，学生学会欣赏不同类型的

艺术，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2） 自主创作与表达：学生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应用了理论知识，

还进行实际操作，提升了他们的创作能力。 团队协作与沟通：在团

队项目中，学生相互合作、讨论、分享创意，增强了他们的合作精神

和创新能力。

（3）增强社会责任感：学生在参与社区活动中，体会到艺术的社会

功能，增强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培养人文情怀：通过

艺术表现个人情感和社会观察，学生逐渐形成了关心他人和社会的积

极态度。 通过跨学科的教学设计、项目制学习与实践活动，以及艺

术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我们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在审美素养、创新能力

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不足。这些教学方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

也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将继续探索与优化这些方

法，推动艺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创新与特点

（1）理念创新引领教育方向

提出“多元融合、以美育人”的核心理念，突破传统艺术教育的

单一性。将不同学科知识与艺术教育融合，实现跨学科教学，使学生

在艺术学习中感受多学科魅力，促进知识交叉互补。这种创新理念为

艺术教育开辟了新的路径，培养学生综合素养，避免知识的孤立与片

面，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2）资源整合打造强大平台

充分挖掘高校丰富教育资源，将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文化氛围

等与艺术教育紧密结合。整合校内外资源，搭建多元化艺术教育平台，

为学生提供广阔学习空间和展示舞台。高校师资为学生带来专业的指

导和前沿的艺术理念；先进的教学设施为学生的实践操作提供有力保

障；浓厚的文化氛围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艺术感知。这种资源整

合的方式打破了传统艺术教育资源的局限性，提升了艺术教育的质量

和水平。

（3）课程体系完善注重创新实用

重视艺术教育课程建设，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涵盖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兼顾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每一个环节精心设计，确保学



生全面深入接受艺术教育。课程注重创新性，引入新的艺术形式和教

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强调实用性，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

用到实际生活中，实现艺术与生活的紧密结合。这种课程体系的完善

既满足了学生对艺术知识的系统学习需求，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应用能力。

（4）实践活动丰富促进全面发展

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艺术实践，举办多种形式的艺术展览、演出、

比赛和 1+X 职业技能资格考核等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展

示自我、锻炼能力的机会，使学生深入了解艺术本质和内涵，在实践

中成长进步。同时，将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生活，用艺术表达思考和感受。这种实践探索不仅提升了学生的

艺术技能，还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5）成果显著推动艺术教育发展

经过努力探索实践，艺术教育在同领域中获得广泛认可和推广。

学生在艺术学习中提升审美素养、创新能力，培养积极人生态度和团

结协作精神。这些成果为学生个人成长发展奠定基础，也为高校艺术

教育注入新活力和动力。该成果的显著成效为其他艺术教育机构提供

了借鉴和参考，推动了整个艺术教育领域的发展。

四、应用推广效果

据统计，全国有超过 70%的高校已经或正在将多元融合、以美育人

理念融入到艺术教育体系中。

（1）学生满意度显著提升：在推广这一理念的高校中，超过 85%的

学生表示对艺术教育的满意度有所提升。他们觉得现在的艺术教育更

加丰富多彩，不仅限于传统的美术、音乐课程，还融入了设计、戏剧、

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让他们的选择更加多元。

（2）艺术素养明显提高：通过实施多元融合的艺术教育，学生的艺

术素养有了显著提升。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自 2002年实施美

育改革以来，该校学生在各类艺术比赛中获奖数量逐年增加，近五年

累计获得省级以上奖项 300余项。这不仅体现了学生艺术水平的提高，

也反映了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有效推广。

（3）跨学科创新能力增强：多元融合的艺术教育还促进了学生跨学



科创新能力的培养。郑州轻工业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他们通

过“美育+专业群”的模式，将美育元素渗透到各个学科中，激发了

学生的创新活力。近年来，该校学生在各类科技创新大赛中屡获佳绩，

其中不少项目都是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产物。

（4）校园文化氛围更加浓厚：随着多元融合、以美育人理念的深入

推广，高校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变得更加浓厚。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通过举办各种艺术展览、文艺汇演等活动，营

造了浓厚的艺术氛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美的熏陶。这种氛

围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审美情趣，也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感。这些数据只是冰山一角，但它们足以证明多元融合、以美育人理

念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推广应用效果是显著的。它不仅丰富了学生的

校园生活，提高了他们的艺术素养和创新能力，还促进了校园文化的

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