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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本情况

1.音乐表演专业于 2008 年获批成立，2009 年正式招生。现有在

校生 375 人，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所在学院为音乐学院。

2.现任专业负责人信息：

姓名：唐萌萌 职称：讲师 获得学位：硕士

3.相应的《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名称：《国标》音乐表

演专业

4. 已获批各级质量工程项目：

河南省合格基层教学组织

二、调研情况

音乐表演专业培养的是具有高水平音乐表演能力和文化艺术修

养，能够从事音乐表演、国民音乐教育和社团音乐组织管理工作，并

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在音乐表演工作者中，既有代表本

行业高水平的独奏（唱）家，也有在各个层级团队中以合奏、合唱或

伴奏的身份参与音乐表演活动的演员，以及在各级各类学校、群艺馆、

文化宫等单位工作的音乐教师，还有在群众日常音乐文化生活场所或

社区、社团等从事音乐表演或组织管理的音乐工作者。对照音乐表演

专业人才培养的能力需求，和社会各部门对音乐表演专业人才的需

求，音乐表演专业的发展是极具社会实用性和价值的。

（一）专业的合理性体现

安阳学院以人才培养能力整体提升为核心，以校企合作为平台，

积极适应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立足安阳，面向河南，培养具有高度

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实践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走访佳音琴行（走出去）

2.在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评价的调研方面

本次专业调研涉及到 15家用人单位，单位类型有中小学、幼儿

园、琴行、群艺馆、培训中心、演艺公司、文博馆等有音乐公务员招

录单位、地放戏曲剧团等等。

在调研过程中，评价采用调查问答的方式进行，现对问题和各单

位反馈情况汇总如下。

调查问题：

1.您单位雇佣了多少名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

2.每年对音乐表演专业学生的需求数量是多少？

3.音乐表演专业学生专业技能是否满足岗位需求？

4.对高校音乐表演专业的课程开设有什么建议？

5.学生除了掌握演唱演奏、表演、基本教学能力外，还需要具备

什么样的能力？

6.我校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对贵单位的岗位适应性怎样？

7.我校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在工作岗位中哪些方面的能力有待提

升？



表 1 毕业三年以内

等级 评价内容 比例

优秀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专业素质过硬，完全满

足工作岗位的需求；并且在岗位中拥有较强的适应

能力，创新能力突出，有极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受

到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18%

良好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专业素质较好，能较好

的完成布置的各项工作内容。在工作中能适当发挥

主动性创新性的完成工作，且受到同事好评。

55%

中等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具有一定专业素质，能

基本的完成布置的各项工作内容。碰到熟悉的工作

有较强的兴趣完成。

22%

合格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具有一定专业素质，能

按部就班的完成布置的各项工作内容。 3%

不合格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具备较弱的专业素质，

工作积极性不高，录用期结束不再续签合同。 2%

表 2 毕业三年以上

等级 评价内容 比例

优秀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专业素质过硬，完全满

足工作岗位的需求。并且在岗位中拥有较强的适应

能力，创新能力突出，有极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受

到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26%

良好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专业素质较好，能较好

的完成布置的各项工作内容。在工作中能适当发挥

主动性创新性的完成工作，且受到同事好评。

57%

中等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具有一定专业素质，能

基本的完成布置的各项工作内容。碰到熟悉的工作

有较强的兴趣完成。

13%

合格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具有一定专业素质，能

按部就班的完成布置的各项工作内容。 2%

不合格
近三年录取的音表专业学生具备较弱的专业素质，

工作积极性不高，录用期结束不再续签合同。 2%

3.在对不同阶段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方面



在对不同阶段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方面

毕业年限 调查人数/比例 行业

毕业四-五年
127 人/78%

中小学教师、特岗教师、销售、私

企单位、县级公务员、考研、艺术

中心教师、县级艺术团成员、文秘

等

毕业三年以上
269 人/80%

职业技术院校教师、中小学教师、

特岗教师、销售、私企单位、县级

公务员、考研、艺术中心教师、家

族企业员工等

毕业三年以内
491 人/93%

中小学教师、特岗教师、律师、销

售、私企单位、县级公务员、考研、

艺术中心教师、幼儿园教师、培训

师等。

根据调查结果综述本专业学生职业发展评价通过对本专业学生

近 5年学生职业调研可以得知，大部分学生都能根据自身所长在相应

的音乐专业岗位。从职业比率可以看出 51%学生从事教师行业（职业

技术院校、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其中 42%学生教授音乐专

业课程，57%学生教授语文、数学、科学等非音乐课程。39%的学生从

事和音乐相关的工作，如艺术中心教师、乐器销售、县级艺术团成员

等。19%的学生在毕业 2-3 年跨专业就业，从事非音乐专业的工作。

可见，学生利用本科专业所学，毕业几年内基本能按照校内规划

走入相应的教师岗位。部分学生由于音乐基础不扎实，进行了跨专业

就业也不失为一种良性选择，结合自己在大学期间的所学所长和积

累，在他行业也得到较好的发展的。

4.在近三年专业招生计划的调研方面

2020 年招生人数为 217 人，

2021 年招生人数为 37 人，

2022 年招生人数为 48 人。

（二）专业的先进性体现

音乐表演专业在建设中不断深化课堂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



理念，加强课堂创新，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加强理论和实践能

力。在教学过程中以技能教学、个人独唱（奏）音乐会、师生音乐会

等舞台实践方式培养学生舞台表演能力。近三年策划、组织的演出活

动约 50余场，各类大型综合性演出乐 8 场；各类班级毕业音乐会及

汇报音乐会 25场、学生独唱（奏）音乐会 5场、师生汇报音乐会 10

场。各类演出活动时学生们从中获得课堂意外更为实用的知识和体

验。此外，校外实践基地为学生根据需求进行岗前工作能力奠定了基

础。

经过多年实践，本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音乐表演人才培养机制

与平台，并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果。近三年在省内各项比赛中，音乐

表演教师和学生均有获奖。

总之，音乐表演专业将继续坚持服务安阳市地方经济建设，在促

进安阳市文化事业发展和群众文化建设方面发会作用，并为安阳市中

小学音乐教育、社会各培训机构提供师资力量。

三、下一步建设计划

（一）加强音乐表演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高级职称人才的引入和培养，鼓励教师积极提升个人能力，

提高“双师型”教师的认证，使教师队伍从职称结构与和数量上达到

国标要求。未来两年内，培养 3-5 名青年优秀骨干教师，引进 1-2 名

学科带头人。

（二）优化课程结构

加强音乐表演专业传统课堂和线上课堂融合力度。摆脱单一的线

下教学模式，使学生学习渠道合理、多元。同时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增开提升和突出音乐表演专业实践技能的课程，加入安阳市地方文化

建设的相关课程和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的相关课程或讲座。未来两年内

申报省级优秀精品课 1 门，校内优秀金课 1-2 门，优质课 2-3 门课。



（三）提升和改善学院实践团体的业务水准

加强院内民乐、管乐、合唱实践团的规模化、体系化培养。通过

专业的实训教室投入使用，提升院内实践团成员的技能训练，进而提

高乐团在河南省的影响力。建立、健全实践团机构，建立常规性乐团

选拔、训练、演出机制。选拔具有优秀素质的学生，以跨年级的基本

结构，形成一套有序的学生选拔运作模式。

（四）加强专业特色建设

加强特色专业与专业群建设。结合示范性音乐表演专业的建设，

努力发挥声乐、钢琴、器乐、民乐的教学特色，扩展音乐表演的舞台

呈现形式，加强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

提升广大学生适应岗位的能力。

（五）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建立自我完善、自我约束的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重点做好

目标明确、各教学环节监控程序完善、教学信息收集、范阔及时、教

学评估机制健全等完善的质量监控项目，提升音乐表演专业学生纪律

性、组织性蹲好，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