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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明德引领风尚，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艺术教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聊城大学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学校美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

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重点任务及分工方案〉的

通知》文件精神和要求，全面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科学健康

发展，强化美育育人功能，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大

力推进艺术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审美观念，陶冶高尚道德

情操，培养深厚民族情感，提升锐意创新意识，促进学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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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加强美育教育制度建设，优化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 

（一）聊城大学美育领导小组及美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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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学校《聊城大学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美育工作的实施

方案》（校发〔2021〕98 号），形成学校领导负责、部门分工

、全员协同参与的责任体系。成立由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任组

长，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工作处、校团委、美术与设计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传媒技术学院、文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聊城大学美育工作领导小组，指导

、统筹、协调学校美育教育工作。

 

（二）其他机构 

美术与设计学院，主要承担美术学、设计学和书法学的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美术类展览、赛事的组织和承办，美术类公共

领导小组下设美育中心，具体负责学校美育教育及评估工作，

重大事项会同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工作处、校团委等有关部门、

相关学院协商解决，并发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作用。中心设在

美术与设计学院，中心主任由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担任，成员由

相关学院教学工作负责人担任。

课程教学及部分校园文化建设。 

音乐与舞蹈学院，主要承担音乐学和舞蹈学的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音乐类公共课程教学、学生艺术团业务指导、群众文化

活动指导、演出场馆服务。 

共青团聊城大学委员会，主要负责学生艺术团、群众文化艺

术活动的组织工作。 

聊城大学空中美术馆，作为面向校园和社会大众的艺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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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艺术展览，并开展一系列公共艺术教育活动。 

其他相关院系还包括传媒技术学院、文学院、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

等，主要承担相关课程教学工作。 

学校着力构建制度化、协作化的工作运行机制。明确各机关

部处、学院的任务，统一规划、统筹推进，保证专业机构开展好

艺术教育工作，其他相关责任单位做好艺术教育工作场地、经费、

氛围、安全等保障工作。 

  

 

四、美育课程体系进一步优化，提升课程教材建设质量 

三、 引培一体和专兼结合，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校艺术教育师资主要包括在编专任教师及外聘兼职教师，

负责艺术专业人才培养、公共选修课程教学、学生艺术团指导以

及群体文化活动指导等工作。同时，聘请其他院校教师、社会艺

术团体艺术家、行业专家担任外聘兼职教师开设课程以及指导学

生艺术团实践活动。另有来自文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

29 名教师参与艺术类公共选修课程的教学。

（一）公共艺术通识选修课程 

学校按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要求，

开设限定性选修、任意选修等公共艺术通识选修课程，将公共艺

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学分制管理，每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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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须修满学校规定的美育课程 2个学分方能毕业。 

 

（二）

学校加强艺术鉴赏、艺术史论、艺术美学、艺术批评等美育

理论课程建设，强化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影视、设

计、表演等美育实践课程建设，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学

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持续推动系统化、层次化、多元化的美育

课程体系建设。开设“山东民歌赏析”“东昌府木版年画艺术”

等具有地域文化的特色美育课程，并邀请部分非遗传承人、相关

研究学者等走进大学课堂。共面向全校学生开出 26门公共艺术

通识选修课程。

艺术课程及教材建设 

    学校坚持价值引领、知识探究和能力培养有机统一，持续

优化课程体系，推进艺术教育课程改革，优化课程内容，创新教

学方法与教学模式，推进课程与信息技术融合，加大课程建设支

持力度，丰富了学校的艺术教育课程资源。“美学原理”“音乐

治疗实践”“平面设计原理”3门课程获评省级、校级一流课程，

“中国民间美术导论”立项校级规划教材。学校将进一步合理规

划，完善艺术教育体系，推出更多优秀课程、教材保证艺术教育

的顺利开展。 

 五、两个课堂有机融合，实践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为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融合，提高学生艺术、审美素

养，学校开展丰富艺术实践活动，提升学生参与度。学校组织开

展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举办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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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积极提升学生社团水平，形成了九歌文学社、“与美同

行”志愿服务协会、5566剧团、民间艺术协会等品牌性社团。学

生社团开展音乐节、影展、社团成果展等 20 余场主题鲜明、形

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传百年薪火 宣相和新声”第八届传统相

声大赛活动、原创文艺节目展演暨元旦汇演、“情暖冬日”剪纸

书画绘制大赛、“弘扬英雄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演讲比赛等活

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艺术教育实践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

文化作品征集大赛、诗歌朗诵会、“与爱同行”校园歌手大赛

、荧光夜跑等文体艺术类活动 30 余项；开展“起舞中国梦”“

中国梦 新时代 跟党走”主题演讲比赛、“重温红色旋律 唱响

校园强音”师生大合唱、“革命经典咏流传”校园歌手大赛、五

四青春诗剧、书画摄影展等主题文体活动，营造了浓郁校园艺

术氛围。持续推进书香校园建设，举办第九届大学生读书节，举

办中华美文诵读大赛、文学作品经典诵读会等活动20余项，遴

选 32项作品参加全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23项作品获奖，

学校获评优秀组织奖。“音为你——视障儿童盲态音乐纠正志

愿行动”荣获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

活，集中展示学校美育工作的优秀成果。 

六、激活校园美育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校位于黄河流域、运河流域交叉地带，非物质文化遗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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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美术与设计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运河学研究院聚集了大量非物质文化资源和优秀学者。2021年 7

月，全省黄河、大运河非遗寻访调研、非遗课题成果汇报暨非遗

传承人群研培交流活动在聊城大学举办。 

学校持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邀请东昌木版年

画、临清供砖、邓氏剪纸、书画装裱、雕刻葫芦、马官屯泥塑、

山东琴书、临清舞龙舞狮、道口铺跑竹马、梁水镇伞棒舞、聊城

八角鼓等等大量非遗传承人来到校园，展示非遗技艺，开设非遗

传承课程，建立非遗传承基地；依托美育创新项目博雅大讲堂，

邀请国内艺术名家、非遗传承人讲授美育公开课，传承中华美学

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还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

支持学生开展非遗传承与发展相关“双创”项目。 

学校基于区域社会现实，不断加强特色学科的培育，积极整

合学术资源，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

积极开展非遗传承教育实践和美育课程体系工作，将非遗资源融

入课堂教学，推进特色课程建设，已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学术研

究品牌和人才培养模式。 

七、加大美育经费投入，艺术教育环境条件进一步改善 

学校将美育专项工作经费纳入学校经费预算，对学校美育中

心运行及美育品牌项目专项工作予以经费支持。建立多元筹资机

制，完善政府、社会、高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 

学校不断完善学校美育场馆建设规划，加强学校艺术场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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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善艺术教育工作评价 

将美育工作纳入学校相关评价体系，纳入部门（处室）、学

院目标考核、教师年度考核范围，更加注重过程及效果评价；将

设，建立学校美育器材补充机制。学校空中美术馆，每年举办各

类展览十余场；音乐厅打造专业的演出环境、为学生提供优质的

艺术学习氛围、为学校的艺术教育工作提升品质；学校同时借助

公共空间展示美术作品、进行文艺演出，形成浸润无声的艺术教

育氛围。

美育教学和实践纳入教育督导范畴，强化督导检查结果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