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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美育工作年度报告

“美育”是指运用审美的方式实施教育，目的是提高人们

的审美感受力、审美创造力及审美情趣，以促进其人格的完善

以及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是学校

实施美育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它有着其它教育方式所没有

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学生的美育教育工

作，积极贯彻国务院、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美育工作的总体

部署和工作要求，把美育工作摆放在重要位置，经过各有关部

门的共同努力，我院美育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对提高学生审

美与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组织机构

学校的美育工作主要包括美育课程师资配置、美育课程的

设置及美育活动地开展等，为更好地保证美育工作顺利实施，

学校特成立了美育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美育工作的开展。

组 长：王力

副组长：汤延庆、才德鑫

成 员：石海涛、侯音、刘万昱、金锦花、李健

二、工作保障情况

（一）优化艺术场馆的建设及艺术设施设备的配备。

在我院现有资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进行艺术场馆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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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进行艺术设施设备的配置，尽最大的努力，为美育教育提

供条件。如：我院文化艺术中心的维修，灯光、音响、舞台等

的重新布局、校图书馆及体育馆的建设，校园内各个宣传栏的

合理规划利用等，为开展各类文艺活动，文艺节提供条件，为

更多引进高雅艺术进校园等艺术实践活动提供合理的设备。文

化艺术中心，以及在建的校图书馆、体育馆等场馆的建设，不

仅服务于美育教育，也会服务于其他的主题活动。通过活动选

拔文艺骨干组成大学生艺术团，并为其专门配置室内活动场地

400 余平米。

（二）建立非遗展厅，创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社团。

通过建立非遗展厅，创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社团，

学院积极开展课下传承和制作活动，作品创意新颖、造型别致、

工艺考究、独具匠心，打造了具有学院特色的课程品牌。 非

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样的表现形式，能够提升职

业院校校园文化发展的鲜活生命力。将非遗传承教育活动纳入

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学分和第二课堂管理体系，开展多途径、多

形式非遗教育实践活动，在校园广泛推广普及非遗文化及技艺，

既用好课堂、社团等线下育人载体，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直

播软件等线上平台，积极培育非遗网络文化，精心策划新媒体

文化作品，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三）加强艺术教师的配备、艺术团队的建设和艺术教育

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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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公共艺术课程的教学质量，我院特把教务处设为专

门的公共艺术课程管理部门，将公共艺术课程教学作为对学生

实施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融入到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与此同时，我院也在不断加强公共艺术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目前所开设的公共选修课课程的教师有 90%来自我

院艺术类的专业教师，10%来自于我院聘请的艺术类的优秀教

师。我院艺术团队建设方面也颇有特色，其中团委学生处文艺

队的同学们艺术娱乐能力很强，在学院大小艺术演出中表现突

出。

美育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研究方向 专家类别

1 石海涛 艺术设计 校内专家

2 刘君政 美术教育 校内专家

3 李 健 艺术设计 校内专家

4 姜秀玲 音乐 校内专家

5 张 林 工艺美术 校外专家

6 周耀文 塞北泥人 校外专家

7 曲学英 曲氏木雕 校外专家

8 王义刚 玉石雕刻 校外专家

9 曲英红 方正剪纸 校外专家

10 安树友 勃利黑陶 校外专家

11 王春艳 乌鱼秀 校外专家

12 唐德斌 桦树皮技艺 校外专家

13 杨富长 东北核雕 校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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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建设

（一）有机结合，把美育教育工作渗入整个教学过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

国、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全面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美育工作，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

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 的实施意见》（黑政办发〔2021〕32 号）文件

精神，确实提高学生的美育教学成果，利用美育工作多面性的

特点，我院把美育工作渗透到各项各科的教学工作中去。

1.开设美育艺术限定性选修课。

我院从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起，利用超星尔雅网络通

识课程平台，开设《艺术导论》《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

视鉴赏》《戏剧鉴赏》《舞蹈鉴赏》《书法鉴赏》《戏曲鉴赏》

等 8 门限选课程，课程学分均为 2 学分，开设时间为大一第二

学期，并要求学生必须修满 2 学分艺术限定性选修课方可毕业。

美育艺术限定性选修课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形式 总学分 总学时

1 艺术导论 网络 2 36

2 音乐鉴赏 网络 2 36

3 美术鉴赏 网络 2 36

4 影视鉴赏 网络 2 36

5 戏剧鉴赏 网络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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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续开设各种具有特色的艺术选修课程。

其中《音乐欣赏》《国学精粹与人生》《俄罗斯影视及文

化欣赏》《手工皮革制品赏析与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鱼

皮画”》《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经典影片与近现代

中国发展》等公共选修课程都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并且在课

堂教学中，强调教师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来完成课堂教学，

学生通过听录音、看投影、录像等多位一体的教学手段，不断

提高美的意识，树立美的思想。

艺术类公共选修课程

6 舞蹈鉴赏 网络 2 36

7 书法鉴赏 网络 2 36

8 戏曲鉴赏 网络 2 36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形式 学分 学时

1 音乐欣赏 面授 1 33

2 国学精粹与人生 面授 1 36

3 俄罗斯影视及文化欣赏 面授 1 36

4 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皮画”

艺术

面授 1 33

5 西方音乐名曲欣赏 面授 1 36

6 古典诗词鉴赏 网络 1 31

7 手工皮革制品赏析与制作 面授 1 36

8 《老子》《论语》今读 网络 1 33

9 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网络 1 24

10 红色经典影片与近现代中国

发展

网络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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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课程部分专职授课教师

3.开设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选修课程。

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

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支重要

力量，发挥职业院校的独特作用，既是非遗传承事业所急，也

是职教突破发展所需。我院立足自身实际和地方非遗文化构建

非遗教育体系，彰显校本特色与区域特色，做大、做强、做优

区域非遗传承与保护产业，主动参与地方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

培养非遗传承人，促进非遗市场化开发。围绕“保护匠心工艺，

序号 姓 名 职 称 授课名称 学时

1 姜秀玲 副教授 音乐欣赏 33

2 蒋丽波 副教授 国学精粹与人生 36

3 张玉侠 副教授 俄罗斯影视及文化欣赏 36

4 祁丽丽 讲师 西方音乐名曲欣赏 36

5 于 静 讲师 手工皮革制品赏析与制作 36

6 朱晓松 讲师 设计表现训练 76

7 郎华梅 高级工艺美术师 设计表现训练 8

8 王帆 讲师 设计表现训练 240

9 姜铁山 副教授 绘画 36

10 张大治 副教授 绘画 36

11 李 卓 副教授 绘画 36

12 闵星伟 讲 师 绘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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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匠人精神”，不忘初心，传承工匠精神，打造“鲁班式”

人才。学院于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开设中华优秀文化

艺术传承选修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皮画”艺术》， 特

聘请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赫哲族鱼皮画传承人、高级工

艺美术师、黑龙江省大师张林教授为我院师生讲授赫哲人宝贵

的遗产文化。

四、艺术类活动

（一）校园科技文化艺术活动丰富多彩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我院已形成以校园科技文化艺术活

动龙头，各类主题和专项活动蓬勃开展的良好发展格局，承办

了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哈尔滨歌剧院、黑龙江省曲艺

团等专场演出三十余场，打造了高雅艺术进校园、五四文艺汇

演、一二九文艺汇演、校园广场节、迎新生晚会、十佳歌手大

赛、大合唱比赛等文化活动品牌，营造了文明、活泼、健康、

向上的校园文化和育人环境。通过参加校园科技文化艺术活动

推动学生综合素养提升认证工程的实施，根据学生具体表现对

学生综合素养进行星级认证，将学生综合素养提升认证作为学

生毕业所需的“四证”之一，并将美育内容纳入第二课堂成绩

单。

学院近三年多次组织学生欣赏高雅艺术团演出，主要有以

下专场演出---2017 年 4 月 13 日《山西省话剧院专场演出》；

2017 年 6 月 12 日《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专场演出》；2017 年

11 月 3 日《黑龙江省歌舞学院专场演出》；2018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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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专场演出》；2018 年 10 月 24 日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专场演出》；2019 年 5 月 29 日《黑龙

江省歌舞剧院走进龙建院专场演出》。受疫情影响，2020 年

起未举办校内线下高雅艺术团体演出。

各系通过组织“三下乡”、关爱特殊儿童等活动，带领学

生艺术社团赴安达、呼兰等农村小学，以及孤儿院、残疾人服

务学校、敬老院等场所，开展慰问演出，年均开展相关各类活

动 20 余场次。

学院加强学生社团建设，学生社团活动蓬勃开展，现有滑

板社、街舞社、手工社等艺术类社团 11 个，社团通过社团纳

新、社团活动展演等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展演活动，参与

学生 6000 余人次。

（二）组织参加大学生艺术展演

按照上级部门的相关要求，学院开展五四文艺汇演、迎新

晚会、十佳歌手大赛等校级文化艺术活动，每个系选送 3-4 个

文艺节目参加各类文艺汇演，全院优秀文艺节目 40 余个。通

过这些活动选拔文艺骨干组成大学生艺术团、选拔优秀文艺节

目做为艺术展演备选节目。

五、学校美育特色做法

（一） 发挥基地的平台和纽带作用，促进成果开放“共

享”。

学院积极发挥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的作用，

与抚远市为市校合作单位，结合赫哲族传统节日“开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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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抚远市开展传承项目技艺创作，指导和协助抚远市开发具有

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创文旅产品；在 2021 年职教活动周期间，

举办传承项目表演，展现学生技艺和传播传统文化，开发系列

传承项目创意文化产品，实现成果转化，成为学院的特色文化

品牌，通过手手相传，达到有效的传播效果。

（二）以“非遗”成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风俗的缩影，具有

鲜明的地域特色。重视并发挥非遗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建

设的助推作用。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

工作室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结合时代元素，在内容、载体、形式、手段上对非遗文化及技

艺进行创新创作，设计并研发符合市场需求、契合时代审美的

非遗衍生产品，推动非遗文化基因与当代艺术文化生活相适应，

推进非遗作品向产品和商品转化，从而以非遗商品化、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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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促进非遗活态传承，实现非遗传承与地方经济发展“双赢”。

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黑龙江流域旅游产品，服务黑龙江地区

旅游业的发展，扩大黑龙江省非遗文化的影响力。推动“赫哲

族鱼皮技艺”手工艺产品创新转型，将传统技艺与本土材质结

合，开发出 10 余种独具黑龙江特色元素的民艺收藏品、手工

艺伴手礼，深受市民及游客的喜爱，开创了非遗人才工作和文

化产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三）立德树人、艺术育人，让高职学生在艺术实践中绽

放青春。

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已经成为青年学生校园生活不可或

缺的文化盛宴。每年开展各类文化科技活动近百项。学院团委

还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省市各类比赛：我院合唱团荣获全省

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歌咏活动比赛第一名；在首

届全国大学生冰雕比赛中获铜奖；学院校园文化建设不断深入，

切实提高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

学院将美育文化活动融入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连

续两年入选团中央“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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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为全国唯一一所连续入选高职院校。艺术活动的开

展对于形成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

是凝固的音乐”。高雅艺术的熏陶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既满足了高职学生的需求，也有益于他们身心成长，促进他们

专业素养的形成，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