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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 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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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ɻ ņ Ї Ḧ

ᵩ Ї Ї ҡ ɻ Ὴ ЇꞈⱵ ῠ ꜙ

ḍ ӕ Ί ɻ

∕ᵲ ӕָ ɼ

（二）本科人才分类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1. ӕ Ѓ ӕ ◌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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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设置

ᶳ ʃ Ҙҟ Ѓ2020 Є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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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及结构

2021 9 30 Ї Ὴ ┼ ҿ 936

ָЇῚҲ 561 ָЇ 296 ָЇ 79

ָɼ Ὴ ┼ 59.93%ɼ

四、招生计划与生源质量

（一）招生概况

ӕ ԓ ‼ Ї

Ї Ὴ ɼ2021

ᴌ Ї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下，

Ї √ ֢ ɻ Ї

ᵲɼ2021 我院本科专业招生考试共设 3 个专业、9 个专业

方向、

%���

%���%��Ñ��%��º �¿，考生Ὴ1͑ɻ ҿ�EЇṾ ♅ѷῊ Ҏ

ɻ

ɻ
◦ɼ 9

26%��` �>生考业12021 ↔ҿ2ԇ Ї◦ ҿ1ָ Ṿӕҿ1 ָЇ2 Ҕ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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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 26ү ɻ ɻ Є147 ָɼῚҲ 120 ָɻ

9 ָɻҒⅎ 42 ָɼῚҲЇᵲ ғᵲ Ҙҟ

ָ ҿ 14 ָЇ ָ 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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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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Їᾨ ΐῊ

ЃҌָ ↔  ָ Є ᴑ Їᾣ Ѓ Є

ᴑ Ӏᴑɼ ᴑ ᾫ ɻ Ὶᾣɻ∏ ᴑ ӀᴑЇ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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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9 Ї Ҙᴑ 99 ָЇ 70 ָɼ

Ὶ ɻ ᵣɻ ɻ ҅ ᴮ Ї שׂ ꜘ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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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ᴑ ᴣ ҿЕ 35 ָЇ ҿ 35.35%Ж◖

25 ָЇ ҿ 25.53%ЖҲ 28 ָЇ ҿ 28.28%Ж√ 11

ָЇ ҿ 11.11%ɼ

Ҙᴑ ᴣ ᵣ ҿЕ 25 ָЇ ҿ 25.25%Ж

63 ָЇ ҿ 63.63%Ж 11 ָЇ ҿ 11.11%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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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ᴑ ᴣ ҿЕ35 Ґװ 28 ָЇ ҿ 28.28%Ж

36ŀ45 42 ָЇ ҿ 42.42%Ж46ŀ55 14 ָЇ ҿ 14.14%Ж

56 ҏװ 15 ָЇ ҿ 15.15%Ї ԋװҲ ҿӀɻ

ᴣɼҘᴑ ᴣ ҿЕ2

Е
ľ
Е

ЇЕľ 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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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院师资力量较强

ᴣҲ Ҍָ ↔  ָ ɻ ꜙ Ҙ ɻ қ

ᴮ ָ ↔ɻ Ҍָ ָ ɻ ₴

Ҳ Ҙ 1ָЇῊ ᵲ 1 Ї֩

Ҙ 5 Ї 3 Ї ᴮ Ҳ Ҙ 3 Ї

2 Ї Ņ῏ү҅ ņָ 3 Ї ᴮ

2 Ї 1 ɼ

（三）科学构建人才引进机制，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ҿ ᴣЇ ḷ ʃ ӕ ָ

⸗ ʄ ʃ ӕ ָ ⸗ ʄ

┼ ɼ ɻῊ ᵣ ָ ᵲ Ї Ҙҟ ‼Ї

ⅎָ Ὺ ӕ Ї ῇ

ɻ ₴ɼ ᾥⅎ ᴮׂשЇғḍ

ӕ ӕ ꜘ ᵲ֢ Ї Ⱶ

ḍ ḍ ӕ ɼ Ὴ ᴮ ָ ɻ Ҙ

ָ ɻ Ї 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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ᴣЇ ꜘ Ⱶ ɻ ɻ ₴ ɻ ֢

Ԑҟ ɼ

Ҏ Ї ῎ ָ Їᾨ ΐῊ

ԋװ ЃҌָ ↔  ָ Єɻᾣ Ѓ

Є ɻ ɻ ɻ ɻ ᾦ ɻ ᾦ ɻᵫ ҿ

ש ҅ ᴮ ָ ΐ 40 ָЇῚҲΊ ᵣ 9 ָЇΊ

ᵣ 30 ָЖῚҲ ҟԓ 22ָЇ ҟԓҲ

ɻҲ ɻҏ Ҏ ӕ 9 ָЖ 23 ָЇҿ

ῇ ꜠Ⱶɼ ה ῠɻ ⸗ ₴ Ї

Ⱶ Ҙҟ ָ Ї Ὺ ָ Ї ╦ ᴑ

ԋ ᾫ ɻ Ὶᾣɻ ɻ ɻ ɻ∏ ɻ ҅

Ὺ Ҙ ҿ ᴑ Ӏᴑɼ

二、生师比

2020-2021 Ї ҿ 8Е1ɼЃ

2Є

2 ӕ 2020-2021

ЃָЄ ЃָЄ

Ὴ

┼
Ҙᴑ Ὴ ┼

561 296 79 936 1163 99 70 134 8Е1 4Е1

三、本科课程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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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Їΐ 558 Їΐ Ӏ

99( 59)ָɼ Ї 558 ҲЇ

Ӏ 76 Ї◖ Ӏ 220 ЇҲ Ӏ 188 Ї

√ ꜡ 74 ɼῚҲЇҘҟӀ Ņ҅ ҅ņ Ņ҅

Ҏņ ᵣ ΐ ɼ

四、教授承担本科课程

ɻ◖ ҿ ҅ ɼ

ҘҟӀ Ҙҟ Ї ɻ◖

װ ᴮ ɼ2020ŀ2021 Ї Ҙᴑ Ҳ

35 ָЇӀ 35 ָЇ 100%ɼ

五、教学经费投入

װ ָװ ῠҿҲ Ї ⸗ ᶕ ҏ

Ņ ῡ Ї ᴮᾨņ ∑Ї2020 Ї

₴ 9748.61 ҌᾣЇ ₴ 3465.01 Ҍᾣ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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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4%Ї ₴ 1525.77 ҌᾣЇ

₴ 15.65%Ѓ 3Єɼ

3 2020 ₴ ЃҌᾣЄ

ЃҌᾣЄ

₴ 3465.01

₴ 1525.77

₴ 1158.79

ḷҘ ₴ 16.88

六、教学行政用房及其利用

2021 9 Ї 219210.70 Ї

67950.01 Ж ꜡ 37369.5

Ї 7272.27 Ї

44641.77 ɼ Ὴ ┼ 47.69 Ї

Ὴ ┼ 79.58 ɼ

Ҳ Їᴮ Ї⌐ Ї ԋ ɼЃ 4Є

4 2021 9

Ѓ Є

1. ꜡ Ѓ Є 37369.5

Ὴ ┼

47.69

ΒЖ Ὴ ┼

79.58 Βɼ

ῚҲЕ 22698.53

ӫ 3451.1

ɻ ӥ 1801.91

ᵩ 2014.47

2. Ѓ Є 72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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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图书资料及其利用

2021 9 Ї ӫ 90176 ῳЇῚҲ

ӕ ӫ 53.17%ɼ ӫ 111 ῳЇ

2812169 ɻ ӫ ҿ 1421 ɼЃ

5Є

5 2021 9 ӫ

1 ӫ ЃүЄ 1 ŀŀ

2 ᵣ ЃүЄ 212 ŀŀ

3 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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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9 Ї ᴀ ẅ 13109.4

ҌᾣЇ ẅ ҿ 11.3 ҌᾣɼЃ 6Є

6 2021 9 ᴀ

1
ᴀ

Ѓ Є 7821 ŀŀ

ẅ

ЃҌᾣЄ
13109.4

ẅ ҿ 11.3 Ҍᾣ

2
2021 ᴀ

ẅЃҌᾣЄ
1368.2 ŀŀ

九、信息资源及其利用

╦, Ӏ ҿҌᾦԝ , ₴ ҿ 2000Mbps;

Ὴ ɻ⸗῎ ɻ ῎ ɻ ӫ ɻᵩ ɻ

, ῇḪ 1543 үɼ Ⱶ ,

Ὺ ᾭ ,ҿ ᶱԋᴮ

ᵲ ӥ ɼ

ꜘ Ⱶ Ḫ ᵲɼ ԋ Ӏ ɻḪ

ɻ Ж Ї

IPv6 ᵲЇ IPv6 ;

ԋ OA ⸗῎ , ԋ⸗῎ɻ ᴌɻ ɻ ɻ ғ

ꜙɻ҅ ү ҟꜙ ɼῚҲ,

ᴌ 1301ү, Ḫ 7600GB,Ḫ

ᵲָ 7 ָɼ Ņ҅ ņ ɼ҅

ᴓ ɻ ꜙɻ ֢ Ҏ ꜗ ԓ҅ᵩ, שװ ɻ

ɻṨӫ ɻ Ὺᶕ , ԋŅ҅ ,

ņ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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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教学建设与改革

Ὴ Ά Ӣ ֒ҲῊᴰ ɻ Ὴש

ᵲᴰ Ņ ש 40 ņ װ ʃ

҅ Ῐ ꜠ ↔ʄ ᴌ Ї װ ָҿ

ᴑꜙЇװ ҿ Ї ʃ ӕ ҅

∕ ꜠ ↔ʄЇ Ņ ү ņЇ

Ї Ҳ ɻ֥₴ ɻ Ї ҅

∆ Ї ҅ ɼ

一、专业建设

ᶳ ɻ ӕғ 2 ү҅

ᵣ ҅ ᵣ Ї ӕғ ҅

Їװ ӕ ҅ Ҙҟ ɻ ӕ

Ҙҟ ҿ Їװ ҟҿ ɻװ ꜙ ᴰҿ Ї

Ḍ Ҙҟ ֢ Ї Ⱶ ғ

Ҙҟ Ї ꜘ ҘҟῪ ɼ

（一）专业建设与改革顺利实施

1. Ҙҟ ɼ 2 ү

ҘҟЇ ⌐ ‼ɼ 5 ү Ҙҟɻ38 үҘ

ҟ Ї ɻ ӕғ ҩ Ҙҟ Ї

ῇҘҟ ɼ

2.Ҙҟ Ї ӕ Ҙҟ 2020

҅ Ҙҟ Ї Ҙҟ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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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ҟ Ї Ҙҟ Ņ ņ ЇҘ

ҟ ᵣ ⸗ Ҙ ɼ

3.Ҙҟ Ї ɼ ӕҘҟ

Ѓ ӕ ɻ ӕ ɻᵲ ғᵲ ҎүҘҟ

Ņ ӕָ ∕ ҅ᵩ ῠғ ꜙҘҟ ņЄ

Ҙҟ ɼ

4. 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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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ð 	L �± 	L N)

�? 	L �( �± -7

��

��

�µ

	L 	L

�‹ -$ �ð �(�ð �0 �b �½ �½ �‹ �† �G L# L#

�´

M,

�b 6è M, �ƒ �†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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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ú �0 A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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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 5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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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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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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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ӕ Ņ ņ ↔Ї Ⱶ

ӕ Ņ ņЖ Ņ ņ

↔ɻ ӕ ↔ɻ ӕ ꜡ ↔Ж

Ḫ ↔ɼҎ Ҏᴮָ ῠ∕ ꜠ɼ ӕ ŅҎ

ᴮņ ָ ῠ ↔Ї ӕ ָ ῠ ↔Ї ֥

ɻ ῠЖ Ҳḍ ָ ῠ ↔Ї

Ҳḍ ᵲ⸗ Ж ӕ ᵲ ∕ ↔ɼ

ᵩ ꜠ɼ ꜡ ↔Ї

ⅎ Ņ ņ ᵩ Ж ӕ

↔ɼ֒ ᴮ ᴣ ꜠ɼ ɻ

ᴣ ↔Ж ↔ɻB

↔ɼ̓͂ ᵩ ꜠ɼ ᵩ

↔ɻ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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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 Ņ ∕ ָ ῠ ↔ņЇ2021 1

₴ ʃ ӕ Ņ ∕ ָ ῠ ↔ņ ⸗ Ѓ ЄʄЇ

ΐ 10 ῇ Ņ ∕ ָ ῠ ↔ņɼ

↔ ҅ ָ ῠ ɻ Ҙҟ 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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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 ҅ ᴮ ɼ ᵲ ∕ Ї

ҟ ɻҲḍ ᵲ ῠ Ї ᴮ

Ж ằῊ ɻ ῠɻ ҟ ꜠ ᵲ ┼ɼ

二、课程建设

（一）全员全方位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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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程思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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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学院制

定实施《哈尔滨音乐学院课程思政工作方案》，全面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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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项改革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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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围绕 2021 年“课程建设年”主题，开展多项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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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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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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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俄籍教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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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院师生开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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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获得多项省级课程立项

2020 ʃҲ ӕ ʄ ɻʃ

ӕʄЃӀ Є ɼ2021 ҅

Їʃ ӕЃӀ Єʄʃ ʄ2

҅ ɼῚҲʃ ӕӀ ʄ ꜘ ҅

ɼʃ ӕЃӀ ЄʄӀ

ԑ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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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育人作用和服务社会的作用，使实践教学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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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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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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实践教学改革

1.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培养模式，多项教学实践成果

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2021 年 4 月组织我院师生参加“全省艺

术类高校教学成果展演活动”，我院师生共有 30项艺术类教学成

果获奖。5月组织民乐系本科生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

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推荐 11项成果参赛，最终民族室内乐

团（小型民族乐器组合）获得最终展示资格，这是我院民乐系本科

生参加国家级民乐展演赛事的最好成绩。2021 年 5 月，我院学生

交响乐团荣获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一等奖。

2.完成 2021 届 82 人次优秀本科毕业生音乐会，完成 133 名学

生的学士学位授予审核工作。完成 2021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工作。对所有本科毕业论文进行学术

不端检测。评选 7 篇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二）以高水平艺术实践活动推进育人体系建设，推进学院

高水平、特色化办学

学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

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步伐，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艺术实践等多方面，多措并举推进学

院育人体系建设，提升学院高水平特色办学水平，更好服务社会文

化社会发展。一年来，哈音师生亮相省内、国内重要艺术展演舞台

和音乐学术讲座平台，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2020 年 10 月，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请我院师生 111 人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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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录制央视音乐频道特别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合唱

春节联欢晚会，已在 2021 年春节期间在央视循环播出。为普及高

雅音乐知识，提升广大市民古典音乐文化素养，2021 年 5 月，由

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哈尔滨音乐厅共

同推出的音乐大讲堂《交响曲巡礼系列讲座十讲》在哈尔滨音乐厅

开讲，讲堂特别邀请我院院长杨燕迪教授作为主讲人，得到哈尔滨

市民的广泛好评和学界的高度认可。2021 年 6 月，我院民乐系在

哈尔滨大剧院成功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青年民族乐

团专场音乐会。6 月由我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杨燕迪教

授在龙江讲坛成功举办《中国交响乐声中的家国情怀》讲座。7 月

3 日，我院在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太阳石广场隆重举办“红色旋律

颂百年”庆祝建党 100 周年交响音乐会，《人民日报》、黑龙江卫

视《新闻联播》等多家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

2021 年 9 月我院成功承办“全国声乐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暨第十

四届全国声乐展演“大师班”，该活动是本届哈夏音乐会的两项主

题活动之一，来自全国各地 21 位优秀声乐表演人才齐聚哈音。10

月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在成都开幕，我院元杰教授倾情献艺，

我院 2 名教师、3 名学生入选复赛，最终 1 人入选民族声乐半决赛。

11 月初，学院成功举办“2021·哈尔滨音乐学院国际钢琴教学法

艺术节”，活动在借鉴学习俄罗斯钢琴音乐发展成就的同时，共同

探讨中国的钢琴教育发展，推广中国钢琴新作品，为营建中国特色

的钢琴教学话语体系添砖加瓦。

一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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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艺术展演活动中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获艺术表

演类乙组一等奖，在国内音乐院团中彰显专业化的乐团水平。

（三）开展多样化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将人才培养与

服务社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

学院积极创新形式，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学生搭建线上线下结合

的艺术实践平台，在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积极服务龙江文化发

展，展现哈音风采。

一年来，学院举办践行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原创及改

编作品音乐会巡演、巡展 20余场次，覆盖学生 7000 余人次。全院

有志愿大学生 700 人，对接省内 15个县区开展“惠民专场演出”

“高雅艺术进社区”等多项志愿服务活动，受益学生累计 2000 余

人次。开展“三下乡”、主题活 10余场，建立社会实践基地、田

野采风基地、志愿服务基地、文明实践中心 10 余所。打造“中国

精神”学生宣讲团，建立学期巡讲制度，开展校内宣讲 10 余场。

深化打造“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联精神”系列社会实践项目。

通过“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抗联研究社”学生社团利用暑期奔赴巴

彦县、密山市等省内多个县区开展以红色抗联文化为主题“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化青少年思想文化阵地，依托音乐专业优势资源，

将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紧密结合到龙江四大精神上，组建“中国精

神宣讲团”，举办以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以及龙江四大精神，建立学

期巡讲制度，开展校内宣讲 10 宣讲扬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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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改革

（一）学院举办首届教学科研会议

2020 年 12 月，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凝聚教学改革共识，学

院隆重召开首届教学科研工作会议。学院院长杨燕迪作了题为《开

拓创新 踔厉奋发 努力建设哈音特色的一流人才培养与科研体系》

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过去四年学院教学科研建设的成绩，科

学研判了学院教学科研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同时结合“十四五”发

展规划，提出了建设哈音特色的一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体系的改

革策略。党委书记关健发表了题为《锐意进取 踵事增华 坚持发扬

哈音建院精神着力开创学院教学科研工作新局面》的讲话。提出学

院将全面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凝聚力量，努力实现学

院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新提升。首届教学科研工作会议为学院未来

教学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将加快推动构建具有哈音特色的一流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体系。

（二）组织多项教师教学竞赛

2021 年学院开展省级一流课程的评选与推荐，最终 2门课程

获批省级一流课程，1 门课程推荐参加国家级一流课程评选；组织

教师参加黑龙江省首届课程思政教学竞赛，1 名教师获得省级二等

奖，2 名教师获得院系奖项；组织参加第八届黑龙江省高校微课教

学和青年教师多媒体制作大赛，1 名教师获得多媒体制作大赛第三

名。

（三）新文科教改建设获得重大突破

ʃ 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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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本科招生校考工作

1.创新校考宣传及线上考试形式，圆满完成本科招生任务。

2020 年 12 月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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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 4000 名学生参加

招生宣传会。参加中国教育电视台校考宣传直播节目，线上观众近

5 万人。在全国 50 余所高中进行新媒体在线宣传，有效扩大学院

招生力度。

完成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校考工作。2021 年校考从 2020 年 11

月末启动，直到 2021 年 3 月末完成，学院先后制定了《哈尔滨音

乐学院 2021 年本科招生简章》《哈尔滨音乐学院 2021 年本科招生

专业课考试工作方案》等文件，对疫情防控要求下的现场面试、校

考命题、考务管理、评委阅卷、疫情防控、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进

行了周密部署和细致安排，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招考程序、强

化监督检查、落实信息公开，确保本科招生考试工作按照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有序开展。

完成校考及录取。在疫情防控的严格要求下，创新视频校考形

式。今年我院本科专业招生考试共设 36 个音乐类专业方向，526



33

名考生通过专业校考，最终录取 171 人，录取考生覆盖全国 26省

（市、自治区）。来自音乐附中学生比例、专业课第一名录取比例

明显提升。

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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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校考的新举措被新闻媒体予以

报道。《哈尔滨音乐学院新增演艺产业管理方向》《哈音为疫区考

生开绿色通道》先后被《音乐周报》刊载。

五、教材建设

（一）开展教材评选及资助项目

2020年12月经学院初评后推荐省级的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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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组织

第二届院级优秀教材资助立项及“‘十四五’哈音精品系列教材”

选题（第一批）资助评选，《音乐论文写作》《法文艺术歌曲

540 首》获得资助。截止目前有《柴可夫斯基浪漫曲》《歌曲改

编民族乐队简易曲集》《中国民间音乐教程》等 3 部即将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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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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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业培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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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学专业

（一）专业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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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定位、历史沿革和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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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专业综合改革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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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Ї ₴ ₴ ᵲ ⅜ Їᵲ

ᶕ ҏԍװᴮᾨᶕ ЖҲ ҟ ₴ ԍ

₴ᴮᾨװ Ὺ ᵣװ Ầ Ї ᶕ

ҏꜘ Ⱶ Ж Ї

ҏᴮᾨ Ж ₴ ꜘᴰ ꜘ

Ⱶ ɼ

二、音乐表演专业

（一）专业带头人

Ҙҟ ָҿᾣ Ї Ӏᴑɻ Ї

Ї ᶕЇῊ Ї ӕ

Ї ⌐ Ї ָ Ҳ Ҙ Ї

֢ Ņ ֢ᾨ ņЇΐ Ņ ₴ ņЇ

ЇҲ ŅҲ ņɼᾨ Ҳ

῝ҏ Ї Ὴ 40 ᵯү 600

₴ 2000 ӕᴰЇ ҿҲ Ņᴮ ᴶ

ņЃʃָ ʄЄЇ └қ Ņ

ӕ ᶕל ҿ ש҅ Ҳ ᶒᶒ ņЃʃ ʄЄɼ

（二）专业定位、历史沿革和特色优势

Ҙҟ ᵣЕװ ָҿ ᴑꜙЇ Ņ ņ⸗

Ї ɻ Ὴ Ї ῠ ᵩ Ὴײַ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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ᵩɻ ᴗԐҟ ᵣהԐ ӕ ᵲЇΊ ∕

Ⱶ ɻ ŅҎᴮņ ӕָ ɼ

Е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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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Ї ᾣ ָ ῠ ɼᶳ ŅҘҟ+ ņ

Ї Ņ ɻ ɻ ᴗɻ ņ ῠЇ

ԋ Ί ɻ∕ ָ ῠ ɼ ӃЇ

Ї ҅ Ҳḍ ɻ ɻ ᴮ

ᴣɼ Ї ⱵЇ Ὺ

ӕ Ї꜡ ⱵҘҟ ɼ֒ Ⱶ ῠЇ

ɻ ɻ ɻ ᴰ ∕ ᵩ

Ї Ņ ⅎ+ ꜠ ⅎ+ ⅎņ Жװ

Ҳḍ֢ ӕ ɻ ӕ ɻ ҿӀᵩЇ

◌ Ņ ӕҐ ņ Ὺ ӕᴰɻ ᴰ Ņ ņ

ӕᴰ ₴ װ꜠ ꜠Ї ҿ

Ї Ӥ ꜙ ᴰ Ж

ɻ ɻ ꜠Ї Ⱶɼ῏

Ї ꜙ ᴰ ɼҘҟ ∕ ԓ

҅ᵩЇ ғ∕ᵲ ₴ʃ ҅ ʄʃ ῝ʄװ ʃ₆ ʄ

ʃḦ ʄ ҅ ∆ᴮ ӕᵲ Їҿ ɻ

ᴰӀӎ ԐҟẦ₴ ɼ҈ Ҳḍ ⸗ Ї

ָ ῠ ɼʂ ғḍ ӕ ᵲ

⸗ Ї ӕ ҘҟҲḍ ᵲָ ῠɻ ֢ ҵ ɼᾨ

15 ӕ ᴮ ᴑ Ї ɻ ӕ ◌

Ņ2+1ņҘҟ ɼғ ӕ ӕ Ҙ

ҟ ᵲ Жꜘ ғḍ ӕ ɻ

ӕ ɻ ҡ װ ӑᾫῒ

ӕ ֢ ғ ᵲЇҿ Ņ҅ ҅ ņ 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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Ґ ӕ ֢ Ầ₴ ɼ̓̀

ɼ֒ Ҙҟ ᾨ ɻ

ɻ יִ 400 ᵯ ɼӢ Ņ ņ

ᵩ Ї ɼ

三、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一）专业带头人

Ҙҟ ָҿ Ї ᵲ ӀᴑЇ Ї

 ָ ָЇ ӕ ᴰ◖Ӏ ЇҲ

ӕ ᴰᵲ ғᵲ ᴰ ԐɼהԐ ɻ ӕ∕

ᵲ ᵲЇ ᵲ ɻᵲ ɻ ӕⅎ ɼ

（二）专业定位、历史沿革和特色优势

ᶳ Ņ ɻ ɻ ɻ ņ⸗ Їᵲ ғᵲ

Ҙҟ ῠ Ї Ї ָ ῠɻ

ӕ∕ᵲ Ї Ὴ Ї ₴ ḍ⸗ Ї ḍ

ӕ Ї∕ᵲ ӕᵲ ɼ

Ҙҟ ᵲ ɻ 2 ү Ї ῠ∕ᵲ ɻ ɻ

ָ ɼғ ӕ ᵲЇᾨ 6 ᵣ ᴑӀ

Ї ḍ⸗ ɼ Ҙҟ ҅ ҅ Ї

ῠɼ ῠ ῊЇה └ Ї ⌡ῊЇ

ɼ ∕ᵲ ҵ ЇӀ

Ї ⅜ Ї Ņ ņ

Ņ ņ Ņᴮ ņЇ ῒ ɻ

⌐ ∆ Ӥ ῝ ᵲ ɼ 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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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Ҳ Їʂ Ņ ӕ∕ᵲ ғ ņҿ Ӄ⸗

Їғᵲ ᵲЇ ₴ ғ Ⱶᵲɼש

（三）深化专业综合改革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ᵲ ғᵲ Ҙҟ ָЇ ɻ ɻ∕ᵲ

ғ ᵩ ɼ ӕғ ᴮׂש

ɻ̔ ɻ ⸗ ᴮׂשЇ Ҙҟ Ї Ņ

ӕ Ҙҟ ņЇ Ҙҟ ᴮ ɼ

Ņ ᴶ ῗ ש ӕЇ ӕ ӕЇװ∕

ᵲɻ ҿӀ Їꜘ ᵲ ָ ῠņ ⸗ Ї

Ғ ָ ῠ ɼ

Ņ ᴶ ῗ ש ӕņɼ ꜘ ҘҟӀ Ї

2019 ῠ ᵩ Ї ɻ ɻ ⅎ⌡ ҩ

Ї 4 1 Ї ᶕ ꜗЇ

ҿ ⱵҘҟ Їꜘ ָ ῠɼ

Ņװ∕ᵲɻ ҿӀ Їꜘ ᵲ ָ ῠņɼ

ᵲ Ҙҟ ῠ∕ᵲ ָ Ї Ҙҟ ῠ ָ ɼꜘ ᵲ

ɻ ɻ Ї ῠ

Ῐ Ї Ї Ӏ Ї ָ

ῠ ᵣЇ Ї ᴰ Ҙҟ └

ῠ ɼ

ָ ῠ Ї Ҳḍ Їᵲ ɻ

ҘҟӀ 3+2 ῠ Ї╦Ҏ ҘҟҘᴑ Ї

ҩ ḍ Ї ɼ ᵩ Їꜘ ҘҟӀ

Ї Ὺ ɻ ɻҘҟ ‼ ғ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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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 Ҳḍ ᵲ ɻ

Ӏ ᵩ ɼ Ⱶ ῠЇᵲ Ҙҟ ꜘ

∕ᵲᵲ Ї Ҙҟ ꜘ ◌ʃ‚ --

҅ ʄ ◌ ЇҘҟ Ⱶ └ ɼᵲ Ҙҟ

῏ ῞ ῞¥ ᵲ ɻ ӕ ᴰᵲ

Ὺ Ҳ 10 ᵯ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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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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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ᵲЇ ɻ

ָ ῠ ᵲҿ ᵲ Ὺ ɼ Ї ⸗

῎ᴰɻΆ ᴰ ᵲЖ

ҐЇשׂ √ɻ Ҳɻ װ ҏ Ї

ῇ ҅ Ї ꜘ ɻ ꜠ɼ҅ Ї

ɻ ῇ ҅ 341 Ї

ΐ 210 Ї 356 Ї

1004 ָ ɼῊ ԋ ɻ Ї ┼

Їꜘ Ж Ї

Ї Ά ӫ ɻ ᴑ

Їְ Ņ ҅ ņЖ ┼ ָ ῠ

ҲЇ Ӏ ɻ

ᴰЇ Ҙ ᴰ ЇῊ ָ ῠ ɼ

（二）坚持党政一把手负责制

ָװ ῠҿ ᴑꜙЇװ ҿ ЇḦ

ָ ῠҲ ᵣ ɻ └ ɼ Ά ҅

ҿ ᵲ ҅ ᴑָЇⅎ ҿ ᵲ ᴑָЇ

₴Ά ҅ ᵲҲ Ӏ ᵲ Ї

Їהҏ Ґ ꜠ ᵲɼ

ⅎ ԑ ┼ ᵲ ┼Ї ┼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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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ɻ Ҳ ɻ ҏ

┼ɼ

（三）定期召开教学工作例会

ҩ ᵲᶡᴰЇ ₴ ᴰ

ῗ ‟Ї Ҳ

₴ ” Ж ү √ɻ Ҳɻ Ї

ꜙ ҐЇ ῇ ᵣ Їғ

ᵣ Ї Ҙҟָ ῠ Ҳ └ Їה

Ҙҟ ָ ῠ ᵲЇḦ ָ ῠ

ɼ

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Ḧ ᵩ Ї ằῊ

Ḧ ᵩ ɻ ᵲҿ ᴑꜙ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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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Ї ɻ ῇ ҅ 341

Ї ΐ 210 Ї 356

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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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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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ꜘ ᴰ ғ Ὴ

Їᾥⅎ ᵲ ɼ

（二）组织网上学生评教工作

ҿꜘ Ї⅓ Ї

623 ᵲЇ ⌡ ҏ

Ї ҏ ᴍЇ ᴍ ԓ Їҿ

ᶱ ᶳ Ї ɻ └ ᵲ ɼ

三、日常监控及运行

（一）“四评四查”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发挥较好作用

Ņ ņװŅ √ɻ Ҳɻ ɻ ņҿ Ї

ғ Ѓ Є

Ї ᴍЇ ᴍ

ЇḌ Ї ɼ Ї

ŅԜ ņḦ ҏ ɼ ҏ Ї ғ

Ņҩ ņ ҏ ᵲɼ Ņ ņ

Ņ ņ Ņ ņЇḦ ҏ ғ Ґ

Ї Ņ ɻ ɻ ɻ ņ ɼ

ҏ Їᾨ ҏ

Ї ꜙ ָ

ⅎ Ї  ʃ ӕ ҏ

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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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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音乐学院一流本科教育创新行动计划》《哈尔滨音乐

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办法（试行）》《哈尔滨音乐

学院教学成果及工作量认定办法（试行）》3 个文件，截止目前共

出 37 个文件，印制《哈尔滨音乐学院本科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汇编》

（2021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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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ᵲ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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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启用教务管理信息化平台，提高教学管理效能。利用期中

教学检查平台，组织开展全院本科毕业论文、期末试卷的规范检查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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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ꜙ ӕ ɼ

Ӏ⸗Ї ⸗ Ņ 2021 Ҳ ӕ

ņɼᾨ ⅎҩ 80 Ҳ ӕ

ɼ Ҙ ɻ ɻ ɻ

ᵲ ӕᴰ Ҳḍ֢ ӕ

Ї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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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学生学习效果

一、学生学习满意度

ָ ῠ ᵲ Ї ɻ

ɻ ɻ Ї Ӏ Ḫ

ғ ᴍЇ ᴰ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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ԓḌ ∕ ∕ҟ ʄЃ ʍ2015ʎ16 Є

ᴌ Ї ∕ ∕ҟ ᵲЇ ∕ ∕ҟ

Ї ָ ῠ Ї ҅ Ầ ∕ ∕ҟ Ї

∕ ∕ҟ Ї ῠ ∕ ɻ∕ҟ ∕ ∕ҟ

ⱵЇ Ὴ Ї Ί ӕҘҟ ∕ ∕ҟ

Ї ∕ ∕ҟ ῇָ ῠῊ Ї ɻ

Ї ָ ῠῗ Ї ∕ ɻ

∕ Ⱶғ∕ҟ ɼ

（一）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

ҿ Ⱶ ∕ Ғ ꞈⱵЇ ԋ

∕ ∕ҟ ɼ ҅ Ї ғ∕

∕ҟ Ї ԋ҅יִ ∕ ∕ҟ ꜠Ҳ ɼ

ҏЇ ԋ∕ ∕ҟ ᵲ Ї Їғ 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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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ҟ ᵲḦ ┼ Ї Ӄ Ḧ ᾥ

ⅎ ҟɼ2021 ҟ ҟ └ 9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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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ԓ 2020 Ņ ᵲ ꜠ ņЇ

ӥᴑꜙ Ї ᵎ Ҙҟ ῠ Їҿ

ה ӥ└ ῇ ᴰ ᵲ Ҳ ᶱ ɼŅ ᵲ ꜠

ņ ᶳ ӕ ŅҲḍ֢ ӕ ņŅ ӕ ņ

Ņ ņҎү ₴ ᵩ ҟ ᵣЇӀ ᵲῪ

ҿ ᴮ ҟ ɻ ₴ ɻ

Ҳ, ᵲҿ ꜡ ɻ ꜡ ᵲָ ᵲ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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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Ά ɻ ᵲָ ɻҘҟ Ņ҅ ҅ņ

Ї ɻ ꜠ɻῊ ғ ҟ ᵲ ┼ɼ

ҿ ҟ ᶱ ᴶ ꜙɻ ҟ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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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ҟɼ2021

ҟ ┼ Ї2022 ҟ

Ї Ίᵩ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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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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ꜘ ҟ ꜙḪ ,Ầ Ầ Ņ ņ,

Ԝ ɻ ɻ ҟ ᵩ Ї

ҿ ҟɻ ҟ ЇῊ ҟ ꜙ ɼ ҅

Ї ԋ Ņ ҟԜ ņЇ ҟḪ ɻ

ҟ Ḫ ꜙ῎ᴭ ᵩ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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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特色发展

——立足龙江，创新发展，开创中俄合作办学特色之路

哈尔滨音乐学院于 2016 年 3 月成立，是黑龙江省唯一独立设

置的公办艺术类高等院校，是全国独立设置的 11所专业音乐学院

之一，也是黑龙江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之一。学院成立五年来，

以服务国家和区域文化艺术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坚持“高

精尖特”的人才培养理念，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够胜任专业艺术

院团需求的国际化、高水平、高素质“三优”音乐人才。建院五年

来，学院依据建院的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结合学院改革

发展实际，探索走出了一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并举的中俄合作办学的特色之路，现总结如下：

一、多措并举，打造中俄合作办学特色

（一）系统引进俄罗斯优质教学资源

学院坚持国际化办学、打造全方位对俄合作为办学特色，以俄

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为合作主体，与其他知名音乐院校友好合作，

并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结成了关系紧密的姊妹学校。在办学发展过

程中积极借鉴俄罗斯先进的音乐教育教学理念和经验，引进符合学

院发展实际的高水准课程、教材和教学方式方法等，采取中俄双方

联合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俄课程共享、教材共享的合作模式，

构建中俄合作模式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结合学院教学管理需要，

引进先进教学管理模式，探索音乐精英人才的中俄联合教学管理机



54

制。做到在英语作为选修课的同时，强化俄语训练，将俄语作为必

修课，为专业学习打好俄语基础。

（二）建立中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依托中俄战略合作背景和哈尔滨音乐文化传统，明确精英

式人才培养办学定位，打造国际化对俄办学特色。2019 年学院修

订完成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及其配套改革文件，从教学大纲、教案、

实践教学、毕业论文和毕业音乐会管理等方面实施改革，引入高水

平俄籍教师主讲专业课程、担任艺术指导、主讲俄罗斯音乐史、器

乐史的专业选修课，加大对中俄合作培养音乐人才目标达成度的支

撑。先后引进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 17 名俄籍专家参与到本科

教学中，将俄罗斯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案等融入到教学

体系中，构成中俄教师优势互补的教学模式，为学生带来了新鲜的

理论知识。

实施“一对一”讲课模式——声乐歌剧系、作曲系、钢琴系等

专业主科由俄籍教师与学生一对一授课。管弦系开展“2+1”培养

模式——每周为学生开设 2 节俄籍教师的主科课，另加一节艺术指

导课。学院为入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学生配备高水平的

俄籍艺术指导教师。同时，在专业课方面外，为了使学生更加了解

和学习俄罗斯文化知识，还开设俄罗斯音乐选修课程，设置俄语教

育、俄罗斯民族音乐赏析等特色的选修课程模块，由俄籍教师亲自

授课。

（三）搭建中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利用区位优势，与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开展教学科研等实质性合作。积极扩大与俄罗斯学校、政府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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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机构、团体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与知名度较高的俄罗斯艺术类

高校、团体和研究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办学关系，引进俄方优秀专

家，定期召开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凸显对俄办学

特色，使其成为国际会议品牌，提高学院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近年来，学院先后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音乐学院

交流合作会议、第三届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重大全国性

和国际学术会议；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合作，音乐表演专业正式

签署了《哈尔滨音乐学院与圣彼得堡国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

乐学院合作协议》；加强与俄罗斯喀山音乐学院、圣彼得堡国立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远东国立文化艺术学院以及乌克兰柴科夫斯基音

乐学院等学院的交流与合作；学院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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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进行音乐文化艺术交流；“中俄校长论坛”“中俄音乐国际学术研

讨会”“中俄大学生交流会”等多项大型国际活动；派出青年民族

乐团赴俄罗斯冬宫参加“从松花江边到涅瓦河畔——庆祝中俄建交

70 周年”专场音乐会演出，巩固了对外高层次常态化交流互动，

有效推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龙江丝路带建设框架下的音乐艺

术交流。

（四）构建高水平俄籍音乐师资引进模式

学院以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本科专业为主

体，在专业中建立中俄联合人才培养方案并联合实施教学计划，通

过多种渠道和工作方式，提供优厚待遇和工作生活保障条件，引进、

聘任俄罗斯著名音乐专家学者来校开展教学、科研等工作。选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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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外籍专家来校任教，广泛开展音乐大师班、国际交流演出、国

际论坛等活动。同时在相关专业按照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

学模式，教授学生学习俄罗斯乐派（钢琴学派、小提琴学派、声乐

学派）。

学院先后选聘 17 名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高水平在职教

师作为我院相关专业的专任教师，聘请俄罗斯人民艺术家、著名小

提琴家、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原院长冈特瓦尔格为我院名誉院长，聘

请著名钢琴家、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外事处长格拉祖诺娃为我院特聘

教授；在教师方面学院先后聘请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巴维尔·尼

古拉耶夫斯基、奥莉加·叶列缅科等多名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推荐的

优秀教师来院任教。

（五）实施师生赴俄交流学习模式

为拓宽师生国际化视野，培养大批国际化优秀教师和学生，学

院定期选派师生赴俄短期访学。目前学院已选派三批次师生赴俄罗

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进行短期留学和合作交流。首批的交流学生目

前已经毕业，部分学生考取国内外知名院校研究生。同时，学院组

建哈尔滨音乐学院“俄罗斯外籍专家团”进行全国巡演、讲学，力

求逐步实现有深度、宽领域的中俄合作。学院还每年有计划地选派

重点学科、重点专业和重点攻关课题的骨干教师赴俄学习、进修或

进行合作科研。

（六）组建全国专业音乐院校首个中俄交响乐团

充分利用中俄两国的优质音乐资源，将两国的优势音乐文化资

源优化整合，形成独特的中西合璧的音乐文化品牌。学院于 2017

年成立“中俄交响乐团”，由中俄两国演奏家共同组成，乐团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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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对俄交流合作

实施对俄海外交流拓展和深化项目，成立中俄音乐院校联盟，

打造具有龙江特色并具有国家高度的一流中俄音乐教育基地。进一

步加强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深度合作办学，建立音乐人才的中俄

联合教学管理机制，探索建立本硕连读、本硕博连读的中俄联合培

养机制。实现与 1-3 所俄罗斯高校达成学分互认、学生派遣协议，

到 2025 年累计派出学生赴俄学习达到 150 人次以上。成立中俄音

乐研究所，联合中俄友好合作音乐院校优秀师资共同开展学术科研

活动，促进中俄优秀专家学者开展学科共建、科研合作、学术和文

化艺术交流，使学院成为国内学习俄罗斯乐派的中心、研究俄罗斯

音乐的基地。

（二）拓宽国际合作交流渠道

建立国际教育学院，与一批世界高水平音乐学院建立校级合作

关系，开展人才培养和交流互访。推进学院与国外高校及科研机构

的多领域、高层次合作与交流，把海内外一流的人才、青年艺术家

以多样化的方式吸引到学院讲学访学，举办音乐会，开办大师班，

讲授公开课，开拓师生眼界，实现培养模式与国际交流之间的融合，

促进教师队伍和学生培养的国际化。开展留学生教育，提升学院国

际知名度。

（三）推进音乐文化双向交流

搭建国际文化艺术合作交流平台，设立中俄暨“一带一路”国

际音乐文化交流艺术季，与俄罗斯音乐院校及远东专业艺术学院开

展音乐交流演出合作。积极以多种形式参加国际知名音乐节、表演

中心的交流演出，推动学院精品佳作走上世界舞台，艺术表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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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作、理论研究成果进入国际视野，展示优秀中华文化和黑龙江

艺术魅力风采，形成音乐文化交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

北亚辐射的新格局，提升学院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与圣彼得堡音

乐学院合作建立中俄（俄中）音乐文化交流中心。

未来，学院将继续以特色办学、品牌办学、高质办学为引领，

加强招贤引智，深化中俄交流合作，逐步建立起本科毕业生赴俄攻

读研究生合作机制，本硕博连读的中俄联合培养机制，以构建多形

式、多层次、多方位的中俄合作与交流体系。努力建设成为“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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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第八部分 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已进入提高质量的升级期、变轨

超车的机遇期、改革创新的攻坚期，还存在一些制约瓶颈和薄弱环

节，其中既有全国音乐院校的普遍性问题，也有我院的特殊性问题。

具体表现为：

一是专业、课程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建设力度不大。面对国

家和我省“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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