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哈尔滨音乐学院

2019-2020 学年本科教学

质量报告

2020 年 12 月



一 1 一

目 录

前 言................................................................................................................3

第一部分本科教育基本情况...........................................................................5

一、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5

二、专业设置................................................................................................ 8

三、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及结构....................................................................9

四、招生计划与生源质量.......................................................................... 10

第二部分 师资队伍与教学条件.................................................................12

一、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情况..................................................................12

二、生师比...................................................................................................14

三、本科课程主讲教师.............................................................................. 14

四、教授承担本科课程.............................................................................. 14

五、教学经费投入...................................................................................... 15

六、教学行政用房及其利用......................................................................15

七、图书资料及其利用.............................................................................. 16

八、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及其利用..............................................................17

九、信息资源及其利用.............................................................................. 18

第三部分 教学建设与改革...........................................................................19

一、专业建设.............................................................................................. 19

二、课程建设.............................................................................................. 20

三、实践教学.............................................................................................. 22



一 2 一

四、教学改革.............................................................................................. 24

五、教材建设.............................................................................................. 26

第四部分 质量保障体系...............................................................................28

一、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28

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30

三、日常监控及运行.................................................................................. 31

第五部分 学生学习效果...............................................................................35

一、学生学习满意度.................................................................................. 35

二、本科生学习奖贷补.............................................................................. 36

三、创新创业教育...................................................................................... 36

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38

五、学生就业工作...................................................................................... 39

第六部分 特色发展....................................................................................... 41

一、改革与建设成绩..................................................................................41

二、专业集群典型经验..............................................................................49

第七部分 需要解决的问题...........................................................................54





一 4 一

ӕ ָ ῠ Їװ Ҳḍҩ

֢ ᵩɼ

ҿḦ   ᵲ Ї Ї

ԋŅ Ї

̾ ָ̾Ҳ ԋ ῠŅ̾Ҳ ῠ
֢ ῠҿḦἠῠ Ҳ

ԋ Ҳԋ

ԋҲ Ҳ Ҳ

֢Ҳ ָ̾

ḦҀ
ԋҲ

ῠῠԋ

�ÜE³�´�ð�2�¸�ª�Û,º5L

�!



一 5 一

第一部分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 ᵣЇ ָ

ῠ Ї Ņ ᵣ ɻ ῠɻ ɻ ņ

⸗ Їװ ῠ ӕָ ɻ ӕ

ɻᴶ Ҳ ᴮ ҿ⸗ Ї ₴ ⸗ Ὶ

ḍ ᵲ⸗ Ї Ҳḍ ӕ ᵲ֢ Ņ ņЇ

ԋ Ὺ҅ ɻ ɻ ӕ

Ї ⌡ ָ ᵲ Ї ԓ∕ ₆ ₴

Ņ ᴮ ɻҘҟᴮ ɻ ᴮ ņ ŅҎᴮņָ ῠ Ї

ᶕ ָ ῠ ɻ ɻ Ї

ԋ ꜠ ɻ ᵩ ɼ

Ї 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新时代高教 40

条”精神，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为目标， ŅҎᴮņָ ῠ ЇῊ Ҙҟ

ɻ ɻָ ῠ ɻ ɻ ɻ

ɻ Ḧ ᵩ Ї ָ ῠ ɼ

一、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一）本科人才总体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װ ָҿ Їװ ῠ ᵩ Ὴײַ ָ

ҿ Їװ ҿ ЇҒ ⸗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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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ӕ Ѓ Є

Ҙҟװ ָҿ ᴑꜙЇ ῠΊ ӥ

ᴰ ῗ ⱵЇ ᵩɻ

ῗ ԐҲה ӕ ɻ

ᵲЇ Ί ҅ Ⱶ ∕ Ҙ ӕ

ָ ɼ

5. ӕ Ѓ Є

Ҙҟװ ָҿ ᴑꜙЇ ῠ ᵩ Ὴײַ Ї

ӕ Ҙҟ ЇΊ

ӕ Ї Ҙҟ ᵩɻ ɻᴗԐҟ ᵣɻ

ᴰ ᵩ ῗ ɻ ҲהԐ ɻ ɻᵊ װ

ᵲЇΊ ∕ ɻ Ⱶ Ҙ ӕ

ָ ɼ

6. ӕ Ѓ / Є

Ҙҟ ῠ ᵩ Ὴײַ Ї /

ɻ ЇΊ / ɻ

ⱵЇ Ҙҟ ᵩɻ ᵣה

Ԑ ɻ ɻ ᵲ ɻ ӕָ ɼ

7. ӕ Ѓ ӕ Є

Ҙҟװ ָҿ ᴑꜙЇ ῠ ᵩ Ὴײַ Ї

Ί ӕ ῠɻ ḷῠɻ Ҙҟ

Ҙҟ Ї ɻ ɻ ᵩɻ∕ ҅

Ԑה ɻ ɻ ɻ ᵲЇ Ί ∕

Ⱶ Ҙ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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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ᵲ ғᵲ Ѓᵲ Є

Ҙҟװ ָҿ ᴑꜙЇ ῠ ɻ ɻᵩɻ ɻַײ

Ὴ Ї ∕ᵲ ɻ ᵲ ғᵲ

Ҙҟ ЇΊ ḷῠЇ ᵩɻ

ɻ ɻ ɻᴶ ҟ Ԑה ӕ∕ᵲɻ

ᵲЇ Ί ∕ Ⱶ Ҙ

ָ ɼ

9. ӕ Ѓ Є

Ҙҟװ ָҿ ᴑꜙЇ ῠ ɻ ɻᵩɻ ɻַײ

Ὴ Ї ɻ Ҙҟ Ї

Ί ḷῠЇ ᵩɻ ɻ ɻ

ɻᴶ ҟהԐ ɻ ᵲЇ

Ί ∕ Ⱶ Ҙ ָ ɼ

二、专业设置

ᶳ ʃ Ҙҟ Ѓ2012 ЄʄЇ

ӕ ɻ ӕ ɻᵲ ғᵲ 3 ү ҘҟЇ

ɻ ɻ ɻ ɻ ɻ ɻ

ӕ ɻᵲ ɻ 9 үҘҟ Їᶳ ӕ ◌ ɻ

ӕ ɻ ɻ ӕ ɻ ɻ ӕ ɻᵲ 7

ү ᵣ ָ ῠɼЃ 1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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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ӕ Ҙҟ ҅

Ҙ ҟ Ҙҟ
┼

ԍ

ᵣ ᵣ

1
ӕ

Ѓ Є
130201 ֒ 2016

ӕ

◌
2016

2
ӕ

Ѓ Є
130201 2016

ӕ
2016

3

ӕ

Ѓ

Є

130201 2016 2016

4

ӕ

Ѓ

Є

130201 2016 ӕ 2016

5
ӕ

Ѓ Є
130201 2016 2016

6

ӕ

Ѓ /

Є

130201 2016 2016

7

ӕ

Ѓ ӕ

Є

130202 ֒ 2016
ӕ

2016

8

ᵲ ғᵲ

Ѓᵲ

Є

130203 ֒ 2016 ᵲ 2016

9

ᵲ ғᵲ

Ѓ

Є

130203 ֒ 2016 ᵲ 2016

三、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及结构

Ї Ὴ ┼ ҿ840ָЇῚҲ

526ָЇ 250ָЇ 64ָ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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Ὴ ┼ 62.25%ɼ

四、招生计划与生源质量

（一）招生概况

2020 Ὴ Ї在疫情防控的严格要求下，

创新视频校考形式。 Їⅎ ┼ Ғ √

ɻ ɻ ҏ Ї҅ ҅ Ї ɻ

Ὺ ЇḦ ᵲ ɼ今年我院

本科专业招生考试共设39个音乐类专业方向，共有全国各地

3913名考生报考， Ὴ 31ү Ѓ ɻ ЄЇ ᴓ

╦Ҏᵣ ⅎ⌡ ҡ Ѓ882ָЄЇ Ѓ634ָЄЇ

Ѓ372ָЄЇ560名考生通过专业校考，最终录取139人。

2020 ҲЇ ↔ ҿ 173 ָЖ3 ү

Ҙҟ, ҿ139 ָЖ └ ҿ137ָЇ 36

ָЇ Ѓ 24ү ɻ ɻ Є101 ָ,ῚҲ 99 ָЖ

8 ָЖҒⅎ 30ָɼῚҲЇᵲ ғᵲ Ҙҟ

ָ ҿ10ָɻ ָ ҿ7ָɻ └ָ ҿ7ָЖ

ӕ Ѓ ӕ Є ָ ҿ12 ָɻ ָ ҿ 10

ָɻ └ָ ҿ 9 ָЖ ӕ Ѓ Є ָ ҿ15 ָɻ

ָ ҿ 12 ָɻ └ָ ҿ 12ָЖ ӕ Ѓ

Є ָ ҿ 45 ָɻ ָ ҿ 32 ָɻ

└ָ ҿ 32 ָЖ ӕ Ѓ Є ָ ҿ 49ָɻ

ָ ҿ 26ָɻ └ָ ҿ 26 ָɼ

（二）积极开展招生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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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院首次面向全国招生。为加大宣传力度，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初，学院赴全国各 20 余个城市开展招生宣传工

作。先后走访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等、沈阳

音乐学院附中、天津音乐学院附中等 10 所音乐学院附中以及长

沙十一中、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等 10 余所学校，召开现场宣传

会 20 余场，有近 3000 名学生参加了招生宣传会，通过微视频、

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渠道发布了类型多样的宣传文案和视

频，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2020 年 12 月，在疫情防控形势下，

创新开展线上招生宣传，组织北京、山东、河南等省线上宣讲，

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生源质量明显提高

2020 Ὴ Ї ָ ɼה

ⅎ Ї Ғᵤԓ2020

↔ ᵤ ┼ⅎ Ї Ҙҟ

‼ ɼה ⅎ Ї

Ї ᾣ Ї 6 └Ὴ Ї

录取考生覆盖全国25省（市、自治区），有14名考生来自专业

音乐学院附中，18名考生为各专业课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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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师资队伍与教学条件

ᴮ ɻ ҅ ɻҲḍ Ї Ņᴮ ɻ

ɻΐ֩ņ ∑Ї ꞈⱵ ҅ ɻ ᴮ

ᴣɼ ɻ ɻ ָ

┼Ї Ὺ ₴ ӕָ ɼ Ҙ ғῡ

ָ Ї ҅ Ὺ ָ Ї ᴑᾣ

ɻ ᾫ ᴑ Ӏᴑɻ ɻ ᴑ Ї

ᵣ ָ ɼ

ꜘ ῇЇ Ⱶ ⸗ ᴌЇꜘ

Ї ӕ ɼ Ӏ ɻҡ ɻ

ӕ ɻ ɻ ɻ ɻ Ὺ

Ї Ж ⅎ ⅎ ӕ Ї

Жꜘ ḷ

Ҙҟ ḷῠ ᵲЇ Ḧ ᵲ ⌐

ɼ

一、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20 9 Ї Ҙᴑ 94 ָЇ 70 ָɼ

Ҙᴑ 94 ָЇῚ ɻ ᵣɻ ɻ ҅ ᴮ

Ї שׂ ꜘ ɼҘᴑ ᴣ ҿЕ 35

ָЇ ҿ 37.24%Ж◖ 24 ָЇ ҿ 25.53%ЖҲ 27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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ҿ 28.72%Ж√ 8 ָЇ ҿ 8.51%ɼ

Ҙᴑ ᴣ ᵣ ҿЕ 26 ָЇ ҿ 27.66%Ж

55 ָЇ ҿ 58.51%Ж 12 ָЇ ҿ 12.77%ɼ

Ҙᴑ ᴣ ҿЕ35 Ґװ 26 ָЇ ҿ

27.66%Ж36ŀ45 41 ָЇ ҿ 43.62%Ж46ŀ55 14 ָЇ

ҿ 14.89%Ж56 ҏװ 13 ָЇ ҿ 13.83%Ї ԋװҲ

ҿӀɻ ᴣɼ

Ҙᴑ ᴣ ҿЕ1 ָҿ Ж93 ָҿ

ЇῚҲ Ѓ ῪЄ 68 ָɻ Ѓ Є 25 ָɼ

（二）学院师资力量较强

ᴣҲ Ҍָ ↔  ָ ɻ ꜙ Ҙ ɻ

қ ᴮ ָ ↔ɻ Ҍָ ָ ɻ

₴ Ҳ Ҙ 1 ָЇῊ ᵲ 1 Ї

֩ Ҙ 5 Ї ᴮ Ҳ Ҙ 3 Ї

2 Ї Ņ῏ү҅ ņָ 3 Ї ᴮ

2 Ї 1 Ї 3 ɼ

（三）实行专职引进与兼职聘用相结合，建设高水平师资

队伍

῎ ָ Їᾨ ΐῊ ԋװ

ɻᾣ Ѓ Є ɻ ɻ

ɻ ɻ ɻ ᾦ ɻ ᾦ ҿש ҅ ᴮ

ָ ΐ 29 ָЇῚҲΊ ᵣ 8 ָЇΊ ᵣ 20

ָЇῚҲ ҟԓ 16 ָЇ ҟԓҲ ӕ ɻ

Ҳ ӕ ɻҏ ӕ 8 ָЇῚҲ 23 ָЇ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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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ɻ◖ װ

ᴮ ɼ2019ŀ2020 Ї Ҙᴑ Ҳ 30

ָЇӀ 30 ָЇ 100%ɼ

五、教学经费投入

װ ָװ ῠҿҲ Ї ⸗ ᶕ

ҏ Ņ ῡ Ї ᴮᾨņ ∑Ї2019-2020 Ї

₴ 9795.48 ҌᾣЇ ₴ 3465.01

ҌᾣЇ ₴ 35.37%Ї

₴ 1525.77 ҌᾣЇ ₴ 15.57%ɼЃ 3Є

3 2020 ₴ ЃҌᾣЄ

ЃҌᾣЄ

₴ 3465.01

₴ 1525.77

₴ 1158.79

ḷҘ ₴ 16.88

六、教学行政用房及其利用

2020 9 Ї 219210.70

Ї 68420.22 Ж ꜡

40199.66 Ї 4618.64 Ї

44818.3 ɼ Ὴ ┼ 53.36

Ї Ὴ ┼ 85.21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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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 Їᴮ Ї⌐ Ї ԋ

ɼЃ 4Є

4 2020 9

Ѓ Є

1. ꜡ Ѓ Є 40199.66 Ὴ ┼

53.36

ΒЖ Ὴ ┼

85.21 Βɼ

ῚҲЕ 25578.86

ӫ 3451.1

ɻ ӥ 2229.21

ᵩ 2014.47

2. Ѓ Є 4618.64

七、图书资料及其利用

2020 9 Ї ӫ 85504 ῳЇῚ

Ҳ ӕ ӫ 52.57%ɼ ӫ 83

ῳЇ2020 2720381 ɻ ӫ ҿ 1280

ɼЃ 5Є

5 2020 9 ӫ

1 ӫ ЃүЄ 1 ŀŀ

2 ᵣ ЃүЄ 212 ŀŀ

3
ӫ

ӫЃῳЄ 85504

ӫ 83 ῳ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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ӕ ӫ

52.57%ɼ

2020 ӫ 4710 ŀŀ

4

ӫЃῳЄ 244631

ŀŀᵣ ЃῳЄ 2773238

Ѓ Є 6337

⅜ЃῳЄ 122626

5
2020

ЃҌᾣЄ
101.25 ŀŀ

6
2020 ӫ

Ѓ Є
1280 ŀŀ

7 ⅜

860 ῳЃҲ⅜

1

ῳЇ ⅜

ҩῳЄ

ŀŀ

8 ЃүЄ 10 ŀŀ

9
2020

Ѓ Є
2720381 ŀŀ

八、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及其利用

2020 9 Ї ᴀ ẅ

11741.22 ҌᾣЇ ẅ ҿ 11.41 Ҍᾣɼ

Ѓ 6Є

6 2020 9 ᴀ

1 ᴀ Ѓ Є 7276 ŀ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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ẅЃҌ

ᾣЄ
11741.22

ẅ ҿ11.41Ҍᾣ

2
2019 ᴀ

ẅЃҌᾣЄ
1135.55 ŀŀ

九、信息资源及其利用

╦, Ӏ 2000Mbps,₴

2000Mbps; Ὴ ɻ⸗ῂ

⸗
ɻ

ῂ

Ḫ

Ḫ Ḫ;זּ ῂ

ῂ

ῂ

;;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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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教学建设与改革

Ὴ Ὴ ᴰɻ Ὴש

ᵲᴰ ɻ Ņ ש 40 ņװ ʃ

҅ Ῐ ꜠ ↔ʄ ᴌ Ї װ ָҿ

ᴑꜙЇװ ҿ Ї Ņ ү ņЇ

Ї Ҳ ɻ֥₴ ɻ

Ї ҅ ∆ Ї ҅ ɼ

一、专业建设

ᶳ ɻ ӕғ 2 ү҅

ᵣ ҅ ᵣ Ї ӕғ ҅

Ї ӕ ɻ ӕ ɻᵲ ғᵲ Ҏ

ү Ҙҟװ ҟҿ ɻװ ꜙ ᴰҿ Ї Ḍ Ҙҟ

֢ Ї Ⱶ ғ

Ҙҟ Ї ꜘ Ҙҟ ɼ

（一）获批省级特色应用型本科示范培育专业集群

专业建设首获省级立项，实现省级项目零的突破。音乐专

业集群（即由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三个专

业集成的“高水平音乐人才教研创演一体化培养与文化服务专

业集群”）获批 2019 年省级特色应用型本科示范培育专业集群

（2020 年 1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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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5”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改革顺利实施

2020 2019 Ҙҟָ ῠ 5ү ᴌ

Ὴ Ї ҿ ЇᾥⅎḦ

ɻ ҟ ҟ ӕᴰ ᵲ ɼ ԓ ҅

ɻ ɻ┼ ɻ ‼

ᵲ ɼ

（三）开展新专业申报及学士学位自查工作

Ҙҟ ɼ 2 ү

Ҙҟɼ 2020 9 Ї ⌐ Ҙ ҏ ⌐Ї

ῇ ɼ

完成首届学士学位授予自查申报及审核的相关工作。2020

年 6 月，向教育厅呈报《音乐表演专业（首届毕业）建设情况

自查报告》，顺利通过教育厅审查。完成 2020 年首届音乐表演

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线上答辩、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审核

工作。

二、课程建设

（一）首获多项省级课程立项

课程建设首获省级立项，实现省级项目零的突破。我院《中

国音乐通史》获批 2019 年黑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线下一流课

程），实现了我院课程省级立项零的突破。同时，评选《复调 A》

《民族声乐（主科）》2 门专业基础课为院级一流课程，《室内乐

A》《声乐（主科）》2 门为院级一流培育课程。2020 年开展首届

院级在线课程评选，《黑龙江流域音乐研究》和《西方经典音乐》

2 门课程获得立项；今年《中国音乐通史》还获批 1 门省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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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程、《民族声乐》（主科）教学团队获得省级课程思政团

队建设立项。

（二）圆满完成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课程教学

א Ὴ ŅԜ ņЇḦ ŅẨ

ҒẨ ņɼ ΐ 326 Ї 112 ָЇῚҲḍ

11 ָɼ ŅԜņ Ї 8 ŅԜņ ᶕ

ᴰɼᾨ ʃ ҏ ᵲ ῳʄʃ ҏ

ῳʄЇ꜡Ⱶ ҏ ɻ ”

ɼ ŅԜņ Ї ῎ᴭ Ҙ ₴ 18 ŅԜņ

ɼ ᵣ ҏ ᴮ Ầ Ї

∕ ԋŅ + ņŅ + + ӥ ņ

Ņ ꜘ ņ Ί ҏ Ї ₴ŅԜҏ

ņɼ ŅԜ ņЇḦ ҏ ɼ ⅎ⌡

6 ү 30 Ї 2019 ᾨ 90

213 Ї

85%ɼ ΐ ֢ʃ ᴍ ʄ178 ᴓɻʃ ‟

ʄ321 ᴓɼ ʃ ӕ ҏ ʄ ʃ

ҏ ӥ ʄЇҿ ҏ ᶱᶳ ɼ

Ņ Ї Ӄņ ҏ Ї

Ņ ņŅ ņŅ ņ Ὺ ᵩ

ԍװ ᴶ ɼ

（三）全员全方位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本年度学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展专业集群的“音乐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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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计划。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

课堂教学“主渠道”，让学院所有音乐类本科专业、所有教师、

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使各类音乐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

同向同行。制定《哈尔滨音乐学院课程思政工作方案》，实施

“学院领导思政第一课”“课程思政专项培育”“课程思政名

师引领”计划，构建“浸润式”哈音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形成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四）创新推进中俄合作人才培养

创新中俄合作培养，国际化人才培养初见成效。创新推进

中俄合作人才培养。组织外教顺利实施线上教学，开设中俄特

色课程。本年度共有 11 名外教圆满完成线上授课任务。管弦系、

声乐歌剧系、作曲系实施外教“2+1”“3 对 1”专业教学模式。

在专业选修课中设置“俄语教育”模块，开设《俄罗斯民歌》

等俄罗斯特色课程，形成鲜明的中俄合作教学模式。

三、实践教学

学院不断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力度，充分发挥艺术实践的育人作用和服务社会的作用，使艺

术实践落实在文化产业发展链接点上，不仅使教学成果得以展

示，而且为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做出哈音的贡献，达到专业教学

质量提升与地方文化展业建设相互支持的效果。

（一）加强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ᴮׂשԝ ɻ ΐ֩ɻԝ ɻΐ ∑Ї

ӥ Їא ᾨ ғ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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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多样化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将人才培养

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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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改革

（一）学院举办首届教学科研会议

2020 12 18 Їҿ Ї₆

ΐ Ї ᵲᴰ ɼ

ᵲԋ ҿʃ ∕ ꞈⱵ ҅

ָ ῠғ ᵩ ʄ ЇῊ 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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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首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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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2020

ᵲЇΐ 3 Ї2 ҅ Ї

6 ɼ Ҙ Ҳ

ɼ Ї ₴ ʃ

ӕ ⸗יִ ʄЇ ԋ

ᵲЇ 3

ɼ

（五）完成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本科招生校考工作

受疫情影响，2020 年校考从 2020 年 2 月末启动，直到 5

月末完成，学院先后制定了《哈尔滨音乐学院 2020 年本科招生

简章》《哈尔滨音乐学院 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招生专业课

考试工作方案》等文件，对疫情防控要求下的校考命题、考务、

阅卷、防疫保障、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和细致

安排。坚持把考生的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在全国音乐院

校中，率先提出远程视频考试方案，科学制定为考生延长报名

时间、疫情期间错时评审的工作方案。“考试防疫同保障”的做

法被教育部、人民网等予以报道。

五、教材建设

（一）开展教材评选及资助项目

2020 年开展在线课程与本科教材建设项目，我院首次获得

省级教材奖一等奖。2020 年开展省级教材奖学院初评，推荐《声

乐教学作品选》获得省级教材奖一等奖，并推荐参加国家级教

材奖评选。组织首届院级优秀教材资助评选，《柴可夫斯基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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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歌曲改编民族乐队简易曲集》《中国民间音乐教程》等 3

部教材获得资助并即将出版，这些优秀课程及教材的改革成果

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强化教材建设

ⅎЇ ָ ῠ װ

ɼ Їꜘ Ḧ ָ ῠ ɻ

ָ Ӄ ɼ₉ Ї Ґװה

ᵲЕ

1.Ὴ ῎ΐ ɻ Ҙҟ ɻҘҟӀ

ɻᴮ Ҙҟ ∑ Ї

↔ ɼ

2.ҘҟӀ ɻҘҟ ḷ ɻ

Ї ᴑ

Ї ᶱ ῗ ӫ Ї ҏ

ꜙ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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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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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一）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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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党政一把手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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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期召开教学工作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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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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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评四查”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有效运行

本年度，学院组织实施“四评四查”教学质量监控，取得

一定成效。一年来，学院各级领导、行政干部深入课堂一线听

课 341 节次，学院教学督导共听课 210 节次，各教学室组织同

行听课 356 节次，开展学生评教 1004 人次。“督导、学生、领

导、同行”等四方评价主体、在开学初、期中、期末及日常教

学中发挥重要的质量监控作用。学生网上评教成为常态，为教

师改进教学、职能部门改进管理提供依据。严格并细化学士学

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采用学生网络评教等常态数据监控、全

过程评价等方式方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具有特色的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

ɻ ɻ ғԋ

Ї ꜘ ᴰ ғ Ὴ Ї

ᾥⅎ ᵲ Ї ҟ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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ҟꜙҏ ɼ

（二）组织网上学生评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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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监控及运行

（一）“四评四查”教学质量监控зɭ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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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章建制，加强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制度建设

1.进一步整章建制，完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本年度制定

并出台《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管理办法》《哈尔滨

音乐学院在线课程管理办法》《优秀教材资助立项管理办法》《哈

尔滨音乐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学用

房管理办法》《哈尔滨音乐学院本科生对外交流学习成绩认定及

学分转换管理办法》《哈尔滨音乐学院本科进修生管理办法》等

7 个文件。为加强教学科学、规范、高效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2.完成全校课表编排与网络选修课选工作。高效科学的编

排全校课表，为正常开展本科教学打下基础。 ɻ 2

ү Ҙҟ ɻ ḷ ɻ ḷ ɻ ᵲ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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ΐ 1217 ָ ɼ圆满完成本学年本科教材选用及

招标工作。

3.严谨、规范地完成本科课程成绩管理、考务、试卷存档

工作。2020 年 12 月教务处组织开展全院教师期末考务工作业务

培训，规范评卷流程和试卷存档内容，规范专业个别课的评分

记录单，圆满完成全校本科课程的线上线下期末成绩记载和纸

质成绩文档存档工作；完成本科生艺术实践学分、外出交流学

习学生的成绩认定和录入工作。

4. ɻ ɻ ᵲɼ

Ҏү 30 ᵯ ӕᴰɻ ɻ ꜠

ᵲɼῊ 1000 ᵯ ᵲЇ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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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5 一

第五部分 学生学习效果

一、学生学习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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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生学习奖贷补

2019-2020 Ї Ὴ ┼ 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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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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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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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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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设双创课程夯实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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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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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就业工作

Ņ ᵲ ꜠ ņЇᶳ Ҳḍ֢ ӕ ɻ

ӕ ₴ ᵩ ҟ “ Ї 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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ᾥⅎ ҟɼ2020 ҟ ҟ └ 76.85%ɼ

（一）建立“学士工作流动站”，依托演出团体建立就业缓

冲区

ʃῗԓῊ ҟ “

ʄ ῗ Ї Ņ ᵲ ꜠ ņЇ

ӥᴑꜙ Ї ᵎ Ҙҟ ῠ Ї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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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ņ Ӏ ᵲῪ ҿ ᴮ ҟ

ɻ ₴ ɻ Ҳ, ᵲҿ ꜡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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ӕ ӕ ņɻŅ ӕ ņɻŅ ņ ҟ

ᵣЇ ꜡ ᵣ 26 үЇ ꜡ 2 үЇ

ΐ 28 үЇ ҟ ᶡ 25.93%ɼ

（二）扎实推进就业导师制工作，全员参与毕业生就业工

作

ŅῊ ɻῊ ɻḪ ɻҘҟ ņ ∑ ҐЇ

┼ ʃ ӕ ҟ ┼ ⸗ ʄ,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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Ḫ ᴶ ꜙɻ ꜙɻ ҟ Ὴ ɼ

ү Ғ ‟ ‼ ɻב ɻү ɻ

ᴑ ḦЇ Ņ҅ ҅ņ Ї ɻῊ ɻῊ

ᵣ ҟ Ї ᵩ ҟ ҟ᾽

ꜙЇ Ὴ ҟɼ2020 ҟ ┼ Ї

2021 ҟ Ї Ί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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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健全就业信息化建设，推动实现毕业生高质量

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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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特色发展

——学院“音乐类应用型示范专业集群”建设工作

一、改革与建设成绩

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类应用型示范专业集群”建设以国

家战略需求、黑龙江区域发展需求为导向，以音乐表演专业为

核心，以音乐学和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2 个优势专业为有力支

撑，坚持对俄合作办学特色。依托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

音乐与舞蹈学的省一流学科，构建形成服务哈尔滨、黑龙江省

乃至东北区域优秀音乐人才培养和地方文化建设发展的专业集

群。通过“教”“研”“创”“演”于一体的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文化交流、服务社会等专业建设工作，努力建设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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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龙江丝路带上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合作的纽带和国家高

水平音乐表演人才、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的基地，全

力推动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能力的提升，

为中俄全方位文化交流与合作贡献“哈音力量”。

（一）专业发展现状

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集群”中的音乐表演、音

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3 个本科专业于 2015 年 9 月开始招

生，目前设置美声唱法、民族唱法、西洋管弦、民族管弦、钢

琴、手风琴、音乐学理论、作曲、合唱指挥 9 个专业方向，依

托声乐歌剧系、民族声乐系、管弦系、民乐系、钢琴系、音乐

学系、作曲系 7 个本科教学单位开展教学和人才培养。2020 年，

三个本科专业全日制本科生 526 人。以音乐表演专业的声乐方

向、民歌方向、民乐方向、管弦方向、钢琴方向、手风琴方向

等师生为主体，以音乐学和作曲专业参与作曲、编曲、指挥的

合唱团、交响乐团、管乐团、室内乐团以及中俄乐团成为专业

集群的演出力量，积极服务地方文化发展、传承黑龙江地域音

乐文化和对俄文化交流。

专业集群有一支德艺双馨、结构优化、中俄合璧的高水平

师资队伍。专任教师中，博士生导师 12 人、硕士生导师 44 人，

教授 29 人（二级教授 4 人）

业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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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采取 10-30 人、思想政治课采取 20-50 人的小班教

学。专业集群教师教学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成果颇丰。

（二）专业建设成绩

1.遵循产出导向（OBE）教育理念，实施“教”“研”“创”

“演”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集群深入贯彻“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积极推进“以本为本”和“四个回归”，音乐学、

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在四年的本科人才培养中，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从课程开设到课程内容突出地表现为培养

应用型人才的特征，专业定位清晰，指向性强并有完备的培养

体系。探索总结了集“教”“研”“创”“演”为一体的人才

培养模式，既提高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又积极服务了地方文化发展。

在教学方面，该模式围绕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应用型人才培

养目标，按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结合

调研结果以及音乐类专业岗位的社会市场需求，将“科学研究、

教育教学、作品创作、实践表演”有机融合，互相支撑，建立

了以音乐与舞蹈学省级一流学科为基础，以课程教学为主体，

以艺术创作为载体，以舞台表演为检验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将艺术创作融入教学，特别在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明确要求各专业要加大实践教学学分比例，建立“艺术实践、

研究实践、教学实践、社会实践”为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在

课程设置方面减少部分不适应音乐人才发展的理论学时，增加

实践课比例，新开设部分实践课，探索新的教学途径，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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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学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促进对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培养。

在理论研究方面，教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8 项（重点项目 1 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2 项；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到本科专

业教学，采取“课内外结合”“讲台与舞台结合”的教学模式，

成果颇丰，教师先后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

业组金奖、业余组二等奖，意大利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决赛大

奖、意大利卡萨格兰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美国克莱本国际钢

琴比赛决赛奖、维尔维耶国际声乐比赛特别奖，全国高校音乐

教育专业声乐比赛金奖和钢琴比赛金奖等国际级、国家级、省

级奖项 100 余项。开展地方音乐文化和民族音乐文化的挖掘、

整理和创新发展，积极探索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传承保护、创新

发展，并固化到本科专业课程中。在作品创作方面，音乐表演、

作曲专业始终秉承以地方性特色为主导，传承并发扬抗联精神、

北大荒精神以及白山黑水所孕育特有的东北音乐文化，创作具

有浓厚地方性的音乐作品，如反映抗联精神的作品《家书》，

运用东北音乐素材创作的《龙江随想》，并将地方性特色用于

教学中。创作演出的交响合唱《白山黑水》获得了省级音乐评

比金奖。目前正在创作的清唱剧《冰凌花--永远的赵一曼》，即

将在 2019 年 10 月份上演，集结作曲专业多位教师创作的大型

交响合唱《北大荒》等，两部大型作品的上演都将为黑龙江的

文化事业增加亮丽的色彩，为龙江文化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在演出服务方面，“教”、“研”、“创”有效地提升“演”

的水平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四年来，学院主动承担服务地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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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化事业的职责，为哈尔滨、黑龙江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目前，学院积极将专业教学成果、艺术创作成果转

化为实践表演，以专业师生为演出主体，平均每年举办高雅艺

术进校园、进社区、进部队等公益性慰问演出近 30 场；平均每

年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哈音时间”专场室内音乐会近

40 场；在哈尔滨大剧院小剧场举办“音乐下午茶”室内音乐会

近 20 场；在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哈音周末”专场音乐

会近 40 场，不断培育高雅音乐 ”

哈 滨辩公贡 滨老会厅举黑龙滨、院积极室积 表4 局雅 院院 成 积 乐会积极，平局学演，室 ，平
学 责勋 室 果院 平 院 积极““ 乐学 室院为室成 乐会

做 室 果哈尔 ，
学 贡哈

艺 乐会积 责重每举滨、黑会事 事尔
20 场；

积尔 极会事约约会专 创老专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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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影响研究》获得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立项，连续举办了两届

“中国哈尔滨-中俄音乐交流国际研讨会”（原国务委员李岚清

副总理专为会议写了贺词）等学术交流活动。

3.专业集群以继承发展黑龙江流域音乐艺术为己任，积极

服务地方音乐传承。

在传承发展黑龙江流域音乐艺术方面，各专业依附白山黑

水孕育特有的东北音乐文化，继承发扬伟大的抗联精神、北大

荒精神，依托教育部“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音乐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和“音乐学国家级特色专业”以及黑龙江省教育

厅“黑龙江流域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学科群”、“黑

龙江高校文科创新团队”等高层次建设平台，深入挖掘黑龙江

地域音乐文化历史宝藏（东北古代民族音乐、渤海国音乐、辽

金音乐、抗日红色音乐、东北亚地区跨境民族音乐等），搜集

整理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获

得了《黑龙江流域传统艺术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论

同源民族音乐在跨境背景下的历史变容——以黑龙江-阿穆尔

河流域的中俄跨境少数民族为例》等 2 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形成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高地。同时在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方面，

创作了反映抗联精神的作品《家书》、运用东北音乐素材写作的

作品《龙江随想》、大型原创交响合唱《白山黑水》（获得省文

艺一等奖）、合唱《松花江上》（获中央电视台青歌赛优秀奖）

等富有黑龙江地域风情的精品力作。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经

过四年的探索实践，学院在新一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立了

“黑龙江地方音乐课程”选修课程模块，拟开设《黑龙江流域





一 49 一

业集群在本科人才培养基础上，培养了一名博士生——国家级

“非遗”项目东北大鼓第五代传承人。专业集群培养的学生在

各类比赛和展演中屡获佳绩。三年来，获得第十一届金钟奖黑

龙江赛区获一等奖 1 人，并入围全国赛；全国声乐展演（文华

奖）入围 1 人； “孔雀奖”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获得一等奖

1 人、三等奖 3 人；“金芙蓉”全国声乐比赛金奖 1 人、银奖 1

人、铜奖 2 人、优秀奖 5 人；荣获全省“挑战杯”大学生科技

作品竞赛“优秀组奖”1 项、作品二等奖 1 项，荣获全省“服创

大赛”一等奖 1 项，荣获全省“创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

大赛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荣获全省“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计划大赛三等奖 1 项。专业集群的学生近三年来，累计

获得各级各类奖项近 200 项。

二、专业集群典型经验

一是坚持以本为本，牢固确立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学院

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专业集群建设的根本任务，坚持特色发展、

高地建设、国际视野，把培养“三优”高水平音乐人才作为学

院办学的核心任务，深刻领会新时代高等教育新形势、新政策、

新精神和新要求，聚焦本科教育、聚力师资队伍、聚集改革合

力，在师资、经费、政策机制、资源保障等各方面全面落实和

巩固本科专业集群建设的基础。

二是坚持育人优先，构建“大思政”育人模式。初步构建

“专业+思政”专业集群建设的课程思政体系，实施“学院领导、

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党政干部、辅导员”共同开展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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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全员育人格局课程体系，在基础教育、综合素质教育、

专业教育三个维度齐步发力，加强与提升学生的大爱、大德、

大情怀。

三是坚持龙头引领，强化学科专业建设。学院以建设“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音乐学院”为长期目标，目前已逐步发展

成为拥有 7 个系，1 个研究中心，3 个本科专业、10 个本科专业

方向，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 2 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1 个硕士专业学位点，1 个省级优势特色学科、

1 个省级应用型示范专业集群，3 个艺术实践团体，以及省艺术

文化研究学术交流基地、省级领军人才新建梯队的学科体系完

整、机构设置完善的专业音乐学院。完善专业集群各专业方向

动态调整机制，今年增设演艺产业管理方向，新设舞蹈表演新

专业，基本形成了以省级应用型示范专业培育集群为龙头、以

中俄合作办学为特色的音乐类全口径专业布局与结构。

四是坚持改革创新，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制定并执

行音乐专业集群的2019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及其相关配套改革

文件，依托“专业教育+通识教育”课程平台，各专业形成了具

有自身特色的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开放办学，

初步构建了“高校-艺术团队-中小学” 专业集群建设的协同育

人模式，建立“校校、校团、校企、校地”协同与合作培养模

式。

五是坚持完善机制，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构建多元化

专业集群的教师评聘培训机制，实施新入职教师培训、教师课

堂教学评价、研究生导师按岗聘任和培训等管理制度；建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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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教师教学奖励体系，开展院级教学名师、教师课堂教学大

赛、教材资助项目评选。组建专业集群的教学研究室，激发教

学基层组织的潜力与活力。设立“本科教学论坛”“哈音讲坛”

等，开展首届“教学活动周”，通过教学示范课、教学汇报演

出、大师课等活动，为广大师生的本科教学成果提供交流平台。

外聘国内知名的音乐家担任兼职专业教师，汇聚优秀人才助力

我院教育事业。

六是坚持持续改进，完善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在专业集

群建设过程中，以建立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为目标，组建教学

指导委员会、本科教学督导组等专家组织，构建了督导、领导、

同行、学生为主体的“四评四查”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制

定 20 项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强化过程监控与管理，将本科教学

质量与教师职称晋升与考核严格挂钩，实施本科教学“一票否

决制”。严格并细化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采用常态数据监

控、全过程评价等方式方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具有特色的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七是坚持艺术科研，提高服务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在专业

集群建设过程中， ҿָ ꜙɻҿ ᴰ

ꜙᵲҿ⸗ 循。我院教师创作的《冰凌花》《铭刻》，

以及表演的《凝聚》《保卫黄河》等一系列优秀音乐作品，反映

民族精神、反映龙江文化和时代风貌，为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抗疫必胜信心做出了积极贡献。学院教师集创、研、演于

一体，不仅创作出众多优秀音乐作品，也培养了一批活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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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内外的优秀人才，为推进黑龙江地方文化发展、弘扬民

族音乐艺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八是坚持中俄特色办学，国际化人才培养初见成效。在专

业集群建设过程中，学院与以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为代

表的俄罗斯高校开展合作培养、互动学术交流成果丰硕。学

院承办了首届国际音乐文化交流周暨全省高校留学生音乐

比赛，共有全省 19 所高校，126 名留学生积极参与，吸引了

来自俄罗斯、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同学进行音乐

文化艺术交流。学院先后聘请 17 名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推荐

的优秀教师来院任教。管弦系、声乐歌剧系、作曲系实施外

教“2+1”“3 对 1”专业教学模式。在专业选修课中设置“俄

语教育”模块，开设《俄罗斯民歌》等俄罗斯特色课程，形

成鲜明的中俄合作教学模式。

九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教学科研成果显著。在专业集群

建设过程中，四年来我院获批 1 门省级一流课程、1 门省级课程

思政课程、1 个省级课程思政团队，2 门校级一流课程、2 门校

级一流培育课程；3 名教师被评为校级教学名师，1 名教师在省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并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1

名教师获得教育部思政课教学赛二等奖，1 名教师获得国家级

“青教赛”三等奖；获得 1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准省级教改

项目 17 项，建设校级精品在线课程 2 门，出版优秀教材 3 部。

在学生培养方面，四年来，我院音乐专业集群学生在国内外各

类比赛中屡获佳绩，先后获得各类国际奖项 5 项、国家级奖项

17 项、省级奖项 5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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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与同类音乐院校相比，虽然

我院生师比“6：1”的优势较明显，但高水平教师、高层次人

才缺口较大。我校教师开展学术性、研究型教学的能力还比较

有限，教学水平还不够高，在全国的影响力不够明显。

三是科研基础尚显薄弱。由于建院时间较短，学院整体科

研实力较弱，研究和创作成果数量和质量均有待提升，特别是

国家级科研项目、标志性成果、高水平科研成果奖等高层次科

研产出较少，科研综合实力有待提升。研究优势不够突出、特

色不够鲜明、发展不够均衡，尚未形成哈音特有的研究特色和

领域，特色研究领域和方向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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