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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按自然年（1 月1 日-12 月31 日）编写。

二、授权学科（类别）名称、代码和级别按《贵州大学

2020-2025 周期性合格评估参评学位授权点列表》填写。

三、各授权点请参考《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列出的主要内

容逐项进行编写，重点体现年度建设总体情况。

四、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

处理后编写。

五、本报告正文使用小三号仿宋字体， 建议不超过 3000 字，

纸张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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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贵州大学音乐学院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贵州大学艺术系

（原贵州民族学院艺术科）和贵州省戏曲学校（原贵州省文化艺

术干部学校），历经贵州省艺术学校、贵州艺术专科学校、贵州

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发展历程。2016年7月，

贵州大学学科结构调整，原艺术学院分为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

音乐学院下设音乐系、舞蹈系、戏剧系等教学机构，现有音乐与

舞蹈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音乐表演艺术与教学方向、民族音乐学方

向和民族民间舞蹈研究方向，其中以民族音乐学方向和民族民间

舞蹈研究方向极具办学特色。

方向一：音乐表演艺术与教学方向

音乐表演艺术与教学方向目前是我院一级学科三个方向中

师资最全的方向，师资队伍优势明显，科研成果较为丰硕。音乐

表演艺术与教学方向的确定，旨在利用我院坚实的传统音乐教学

基础，培养有较高的音乐表演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能胜任表演

与教学、理论研究及管理工作的音乐类高素质人才。

方向二：民族音乐学方向

我院民族音乐学教学与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贵州著名

民族音乐学家古宗智、李维白、殷干清、杨方刚、张中笑等都在

我院任职或兼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们多年来对我省民族音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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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挖掘和保护，为贵州民族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贡

献。我院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确定，正是建立在我院老一代音乐研

究者丰硕成果的科研基础上，利用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

资源，发挥传统学科的资源优势，加快和凸显我院的特色学科建

设，加强民族音乐学高质量人才的培养。

方向三：民族民间舞蹈研究方向

贵州民间舞蹈资源较为丰富，民间舞蹈人才的培养在贵州有

着特色的地缘优势和民族特色，是贵州的民间舞蹈文化传承和人

才培养的重要阵地。贵州大学民间舞蹈研究是省内最早的教学单

位，拥有 40 多年的办学历史，民族民间舞蹈研究方向的确定旨

在为贵州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培养高级的研究型人才。

（二）招生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本年度共有 30 人报考，录取研究生人数 4 名，

录取平均分数在 82 分左右。其中省外大学 4 人，占学生总人数

的100 ，生源质量良好。

（三）师资队伍

贵州大学音乐与舞蹈学授权点现已形成较为合理的学术梯

队。现有研究生导师 17 人，专职导师 15 人，外聘导师 2 人，正

高级职称 9 人，副高级职称 8 人。有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音乐与舞蹈分委员会委员 1 人。省管专家1人，学

术学科带头人 3人，中青年学术骨干 7 人，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合

理，导师年龄 45岁以上的 9 人，35 岁以上的 8 人，学历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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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历的 2 人， 研究生学历 3 人、外校学位 14 人，有海外经

历的 1 人，专业技术职称结构合理，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师

资力量雄厚。

（四）培养条件

1.教学科研支撑

我院有较强的导师队伍、授课教师和管理人员，配备了比较

齐全的设备和场所，有比较完备的科研与教学平台，建有多个校外

研习基地，如“多彩贵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实习基地”、“贵州省

文化馆实习基地”、“贵州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研习基地” 等。

2.奖助体系

本学位授权点设有专门的培养经费，研一、研二学生自主支

配为 1200 元/生/年，可用于参加调研和实践，学生随导师参加

科研项目和演出实践，导师根据工作量和学生完成情况，核发工

作费用。

本学位授权点构建的研究生奖助体系由国家助学金、国家奖

学金、贵州大学新生奖学金、贵州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贵州

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助教助管、困难补助、国家助学

贷款等项目组成。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一）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学位授权点根据学校党委和研究生工作部的相关文



4

件要求，充分利用专业优势，积极组织和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建活动，

研究生党支部以"注重思想引领，强化学习效果，提高理论水平"为

主要行动目标，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各项主题教育活动，如党史故事分享、宣讲比赛、

红歌活动等；党史学习主题教育中，研究生党员参与率 100% 。

支部2020年荣获"贵州大学优秀研究生党支部"荣誉称号，支部有 3

名同志获得“贵州大学优秀研究生党员”荣誉称号。

（二）制度建设

1.培养方案的制（修）订

本学位授权点自 2012 年制定培养方案获批以来，分别于

2012 年10 月、2014 年5 月和 2017 年7 月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修

订，使得逐步凸显了本学位授权点的办学优势，发挥了三个专业

方向的学科特色。

2.课程体系设计原则及审核

本学位授权点结合三个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从知识点、专

业性研究及贵州民族音乐文化艺术特色研究等方面，健全了三个

方向的课程体系。

3.管理服务

本学位授权点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备逐步完善，建立了管理

团队和管理网络。

（三）师资队伍建设

1.导师遴选制度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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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权点的导师遴选严格根据贵州大学的相关文件《贵

州大学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暂行规定》《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执行遴选。

2.师德师风建设得以加强

根据高校师德“红七条”内容，制定有《音乐学院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实施细则》，成立有音乐学院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确保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取得成效。

（四）培养条件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人力资源逐步提升，设施资源基础得以加强，

科研教学平台逐步多元化，科研及研究生教育基础得以强化。

（五）科学研究工作

本学位授权点的科学研究实力稳步上升。本年度在教学、科

研、展演中荣获的省部级奖项 3 次，教师论文发表 26 篇，课题 3

项，学术交流 10 场次。

（六）招生与培养

1.招生选拔

学生生源质量有所提升。本年度学生报考人数有所增加，从

学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来看，生源质量持续向好。招生录取办法更

加科学，录取标准有一定的上升。

2.培养

第一，课程体系建设更加突出整体性、层次性、科学性和前

沿性，三个方向的课程体系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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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立了教学效果评价制度。在每学期均通过期中教学

检查、期末学生评教、期中专家随机听课和评查等方式进行教学

效果的评估、反馈。

第三，强化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建立了学生参与科研

项目的制度，对其要求、时间和经费保证与平台支持进行了具体

规定。建立起学生参加学术报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制度。如学

生在校三年期间须参加 20 次以上学术活动，做公开学术报告（或

参演）一次，参加社会实践或艺术实践。至少进行“三助”（助

研、助管、助教）其中二项。

第四，积极组织推进研究生参加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与各种

学术活动，在校期间，研究生在各类比赛以及实践活动中表现优

秀。

第五，建立了学生分流淘汰机制，对不适宜继续攻读的应予

分流或淘汰。本学位授权点分流淘汰的数据为 0 。

第六，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论文质量取得较好的效果。严格

执行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制度。定期

进行学位论文质量分析，本学位授权点自办学以来毕业的 研究

生论文盲评和抽评合格率 100 。未有论文不合格现象。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通过学院学科建设专家组的自查，本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

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师资队伍中双高人才较少，特别是研究型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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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

第二，课程设置与地域文化结合程度不高，特色课程偏少。

第三，师生发表有较大影响力的论文数量较少。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第一，加强学术带头人的引进与培养，并对内加强培养和扶

持青年人才，对外引进顶级优秀人才，通过“内培外引”的方式

提高导师队伍水平和规模。

第二，充分借鉴省内外兄弟院校和知名专业音乐学院的课程

设置体系，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构建科学的，有特色的课

程体系。

第三，提高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提高学术水

平、艺术创作和服务地方文艺建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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