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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表演专业⼈才培养⽅案

2022级（三年制）

【专业名称】 ⾳乐表演专业

【专业代码】550201

【学 制】全⽇制 3年

【招⽣对象】艺术类普通⾼中、中专、职⾼等毕业⽣或具有同等学⼒者

【专业⽅向】声乐⽅向、器乐⽅向（钢琴为主）

【简史与特⾊】⾳乐表演专业从 2022年起开始招⽣，依托我院学前教育与早期教育专业

的师资背景建⽴。

⼀、专业介绍与⼈才培养⽅案说明

（⼀）专业背景

⾳乐作为我国⽂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影视教育等⾏业，处于发展相对薄弱的环

节。为提升国家⽂化软实⼒，政府出台相应措施进⾏扶持。2017年 5⽉，在《纲要》中⾸次将

“⾳乐产业发展”列⼊到“重⼤⽂化产业⼯程”，从国家顶层设计上明确了⾳乐产业作为新兴战略

⽂化产业的重要地位。并具体提出⾳乐产业未来发展的三个主要任务：第⼀，释放⾳乐创作活

⼒，第⼆，建设综合性现代⾳乐产业体系，第三，加强⾳乐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为⾳乐

产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标和⽅向。

（⼆）专业发展历程与特⾊

本专业从 2022年起开始招⽣，为本校的新兴专业。已与数家企业建⽴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学院根据更名的新要求，⾼度重视⾮医类院系的转型发展。提出要打破各院系的“篱笆桩”，充

分整合⾮医类院系资源，不断提⾼⾮医学专业办学的深度与⼴度。⼈⽂与教育系结合⾃身学前

教育及早期教育专业的办学优势，整合⼈⽂与教育系专任⾳乐相关教师资源申办⾳乐表演专业

得到学院的⼤⼒⽀持。

（三）⼈才培养⽅案说明

⾳乐表演专业设计了调研问卷，对⼗余家企业进⾏了调研，通过企业需求、岗位需求的调

查，确定了专业⼈才培养的⽬标。根据⾳乐艺术⾏业的发展和专业建设的现状，组织专业教师

进⾏了⼴泛讨论并提出合理建议；依据岗位、⼯作任务和职业能⼒的要求，优化课程结构；校

企合作，采⽤“学训互动推进，演出递进提升”的⼈才培养模式。经⾳乐表演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和教务处审核并修订形成此稿。

（四）⼈才培养⽅案设计理念

认真学习领会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实施⽅案（职教 20条）》的通知、教

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才培养⽅案制订与实施⼯作的指导意⻅》、《⾼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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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职业教育实现 5个对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的全⾯发展，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

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

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的指导思想，设计 2022级⾳乐表演专业⼈才培养⽅案。

（五）主要衔接专业

序号 层次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1 中职 艺术学 ⾳乐表演 750201

2 本科 艺术学 ⾳乐表演 130201

⼆、 职业⾯向

⾳乐表演专业对接三明⾳乐表演⾏业发展，职业⾯向歌唱演员、群众⽂化活动服务⼈员、

其他教学⼈员等岗位。本专业职业⾯向如下表：

所属专业⼤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

术领域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化艺术⼤类
（55）

表演艺术类
（5502）

⽂化艺术业
（R88）

教育

（P83）

⾳乐指挥
（2-09-02-01）
歌唱演员

（2-09-02-07）
⺠族乐器演奏员
（2-09-02-09）
外国乐器演奏员
（2-09-02-10）

群众⽂化活动服务⼈员
（4-13-01）
其他教学⼈员
（2-08-99）

歌唱演员、乐器演奏
员、⾳乐制作⼈、⾳
乐指挥、群众⽂化指
导员、⽂化艺术培训
⼈员

歌唱演员
乐器演奏员

普通话证书
⾳乐考级证

教师资格证

三、培养⽬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发展，具有⼀定的科学⽂化⽔平、良

好的⼈⽂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所⾯向⾏业、产业需要的职业⾏动能⼒、职业⽣涯可持

续发展能⼒；掌握⾳乐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具有⾳乐艺术演唱、弹奏、表演、教学的基本技

能；能够从事歌曲演唱、钢琴演奏、器乐演奏、⾳乐理论知识教学等⼯作的⾼素质技术技能⼈

才。

四、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应在素质、知识和能⼒⽅⾯达到以下要求：

（⼀）知识

1.具有⼀定⾃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2.了解⾳乐表演发展现状，熟悉我国⾳乐表演的基本政策、法律、法规；

3.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的理论基础知识，主要包括⾳乐素养和⾳乐理论、视唱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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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

4.具有本专业必需的演唱、演奏、合奏、合唱等基本技能。

5.具有本专业⽅向所必要的专业知识，了解其科学前沿及发展趋势。

6.具有基本的外语运⽤能⼒，能够进⾏专业的拼读演唱。

7.具有基本的计算机知识，能够进⾏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够利⽤⽹络

进⾏⽂献及作品查询。

8.热爱所从事的⾳乐事业，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国⺠族⾳乐⽂化，具有强烈的⺠族⽂化⾃信
⼼和认同感，理解世界⾳乐⽂化多样性。

（⼆）能⼒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2.具有良好的语⾔、⽂字表达能⼒和沟通能⼒；

3.具有本专业必需的演唱、视唱、视奏能⼒；

4.能识读各类五线谱、简谱、⾳乐表情符号；

5.能使⽤常⽤乐器，能进⾏常⽤歌曲、乐曲的伴奏

6.能根据乐曲曲谱及演奏要求进⾏演唱和弹奏；

7.能进⾏简单⾳乐基础知识的教学；

8.能进⾏舞台综合演出及群众性节⽬的编排及晚会的导演。

9.具有规范、扎实的演唱、演奏基本功、舞台表演能⼒，积累⼀定数量的本专业经典曲⽬，

具有演绎不同⻛格的⾳乐作品能⼒。

（三）素质

1.贯彻党和国家教育⽅针政策，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具有健康的体质、良好的⼼理素质；

具有强烈的⼯作责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平等对待每⼀个观众，尊重不同观众的喜好；

3.热爱⾳乐表演事业，热爱舞台，认同⾳乐表演教师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具有职业理想和

敬业精神，注重⾃身专业发展；

4.尊重同事和观众，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与他⼈积极开展协作与交流；

5.具有⾃我反思、实践研究与⾃我发展的⾃觉性，富有爱⼼、责任⼼、有亲和⼒勤于学习，

不断进取。

五、课程设置与要求

（⼀）公共基础课模块

本专业公共基础课程是培养学⽣⼈⽂素质、职业素质、思想道德、⼈⽂基础、沟通交流及

职业⾃我发展能⼒的课程。主要包括：⽑泽东思想和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

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四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英语、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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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健康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涯规划、⼤学⽣就业指导、军事理论课、劳动

教育、线上美育选修课程等课程，有机融⼊课程思政教学理念。采⽤案例教学、项⽬教学⽅法

、“双主体互动”模式，建⽴多形式、多元化、全⽅位的教学评价体系，引导学⽣⾃我管理、主

动学习，提⾼学习效率。实时利⽤课堂教学即时反馈、阶段性评价、总结性评价以及教学系统

的学期评价体系，进⾏综合评价。

（⼆）专业(技能)课模块

本专业专业(技能)课程是培养学⽣职业素质及职业⾃我发展能⼒的课程。采⽤理实⼀体化

教学、案例教学、歌唱⻆⾊扮演等教学⽅法和“教学做⼀体化”的教学模式，坚持组织学⽣学中

做、做中学。运⽤多种新型教学⼿段，发挥学⽣多种感官感知课程内容。建⽴多形式、多元化

、全⽅位的教学评价体系。实时利⽤课堂教学即时反馈、阶段性评价、总结性评价以及教学系

统的学期评价体系，进⾏综合评价。通过课后作业、课堂展示、舞台展示，歌唱演员资格证、

乐器演奏员证、普通话证、⾳乐考级证等相关职业技能证书的获取，检验学⽣专业知识获得⽔

平。

1.专业基础课程

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包括：基本乐理、和声基础、中⻄⽅⾳乐史、视唱练⽿等课程

组成。

2.专业核⼼课程

本专业的专业核⼼课程主要包括：声乐、钢琴、舞蹈与形体、表演训练、合唱与指挥、钢

琴即兴伴奏等课程组成。专业核⼼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如下表：

序号 课程名称 知识⽬标 能⼒⽬标 素质⽬标

1 声乐

掌握基本乐理、和声学、、视唱
练⽿、中外⾳乐史的基本知识
，掌握意⼤利等外⽂的拼读与

演唱

系统学习声乐演唱法，提
⾼演唱技能及⾳乐表现
⼒，使其具备专业声乐表

演的能⼒

1.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

2．具有⾃我学习和⾃我
发展的能⼒。

2 钢琴

掌握基本乐理、视唱练⽿、和声
学、复调⾳乐的基本知识，能
够演奏视奏不同曲谱，即兴伴

奏

系统的演奏教学与训练，

掌握⼀定数量的作品，提

⾼实际演奏能⼒及即兴

伴奏能⼒

具有爱岗敬业、艰苦奋⽃
、热爱劳动、遵纪守法、
团结合作的品质。

3 舞蹈与形体

掌握基本的舞蹈动作，及训练
形体⽅法，使⾃身在舞台上展
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及精神⾯

貌

系统的学习舞蹈的基本

动作及形体展示的训练

⽅法

具有爱岗敬业、团结合作
的品质和⼯匠精神。

4 表演训练

掌握舞台上的表演技巧，及⼼
理素质的锻炼，对于克服⼼理
障碍及训练舞台上的⼀⾔⼀⾏
，针对不同的作品训练不同的

科⽬

系统学习舞台展示的表

演训练，提⾼舞台的演唱

演奏能⼒

具有爱岗敬业、团结合作
的品质和⼯匠精神。

5 钢琴即兴伴奏
掌握基本的乐理、和声、复调等
基础知识，能够⽤即兴的⽅式
演奏视奏不同的曲谱及声乐作

系统的演奏教学及训练，

掌握⼀定的钢琴演奏知

具有爱岗敬业、团结合作
的品质和⼯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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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知识⽬标 能⼒⽬标 素质⽬标

品 识及理论知识，提⾼⾃身

的即兴伴奏能⼒

6 合唱与指挥

掌握基本乐理、视唱练⽿、和声
学、复调⾳乐的基本知识，能
够编排及指挥不同程度的合唱

曲⽬

系统的指挥教学与训练，

掌握⼀定数量的作品，提

⾼实际指挥能⼒及编排

合唱能⼒

具有爱岗敬业、团结合作
的品质和⼯匠精神。

（三）专业拓展课程

本类课程侧重于岗位职业能⼒的提升及培养学⽣的可持续发展能⼒。专业拓展课程为选修

课程，学⽣可根据⾃⼰职业发展规划及个⼈兴趣进⾏选修。主要由乐器古筝、⼿⻛琴及节⽬主

持艺术、⽂艺活动策划与指导等课程组成。

（四）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实验、实训、认知实习、岗位实习、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环节主

要在校内实训基地、校外实训基地等开展完成；社会实践、岗位实习由学校组织在本专业相关

企业开展完成。应严格执⾏教育部等⼋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和

要求。具体实践性教学环节要求如下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内容与要求 学期 学时 教学场地 考核

1 舞台表演

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能够编排⼀场
⼩型⾳乐会的能⼒及晚会的编导
能⼒，编排各个阶段的汇报演出，

节⽬编排及演出

3-4 108 校内实训室 舞台表演

2 毕业演出

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能够编排⼀场
⼩型⾳乐会的能⼒及晚会的编导
能⼒，编排各个阶段的汇报演出，

节⽬编排及演出

5 180 校内实训基地
举办⾳乐会
或晚会

3 岗位实习

直接参与校外实训基地的⽇常运
营及⼯作，简单的教学及基层⽂化
的⼯作，为就业提供经验及⼀定的

能⼒

6 360 校外实训基地 考查

六、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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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进程表（⻅附件）

（⼆）学时分配表

学时分配汇总表

七、⼤学⽣德育课程

学⽣德育课程成绩由学⽣处具体负责考评办法的制定、完善和实施指导。德育课程成绩由

学⽣处负责考核评定，学⽣德育课程以学期为单位，每学期测评⼀次，学⽣德育课程满分为

100分，及格分为 60分。

⼋、成绩考核与毕业

（⼀）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修够 160学分：其中，必须修满：基础素质（公共）课

54学分、专业技能课 54学分、公共选修课 19分、专业拓展课 12学分、实践教学环节 40学分。

（⼆）职业证书要求：⿎励学⽣在校考取教师资格证书，在校期间考取职业证书要求如下

表：

序号 类别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等级 备注

1 基本能⼒证书
全国⾼等学校⾮计算机专业计
算机⽔平考试⼀级或以上

教育部考试中⼼ ⼀级 必考

2 基本能⼒证书
全国普通话⽔平等级（⼆级⼄

等或以上）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 ⼆⼄ 必考

3 职业能⼒证书 社会艺术⽔平考级证书
中国⾳乐家协会
中国社会艺术协会

五级 必考

4 职业资格证书 教师资格证 中华⼈⺠共和国教育部 ⾳乐教师 ⾃选

（三）⼯作经历证书的要求：学⽣在校学习期间，需要在 2个冬季学期、2个夏季学期参

与社会实践与企业实习，按要求填写⼯作经历证书。

（四）体质健康测试达标：按照 《国家学⽣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测试的成绩

达不到 50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符合免测条件、按规定提交免测申请并获得批准者不受本

条毕业资格的限制。

（五）德育合格：学⽣处规定的德育课程成绩合格，没有处分，或者处分已经撤销。

九、教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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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建设

1.专业指导委员会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称 职务

1 王培芳 男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教授 校内委员

2 陈秀琴 ⼥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副研究员 校内委员

3 刘杰 男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副教授 校内委员

4 赖明英 ⼥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副教授 校内委员

5 吴佩⻰ 男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讲师 校内委员

6 ⻩丽蓉 ⼥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副教授 校内委员

7 童桂贤 ⼥ 三明客家⽂化艺术中⼼ ⼀级演员 校外委员

8 吴荔 ⼥ 三明天韵艺术培训中⼼ ⽆ 校外委员

9 潘俊峰 男 三明珠江艺术培训中⼼ ⽆ 校外委员

10 伍荣⽣ 男 三明学院教育与⾳乐学院 教授 校外委员

11 胡⼩军 男 三明学院教育与⾳乐学院 副教授 校外委员

2.专业负责⼈简介

赖明英，⼥，1969年 10⽉⽣，本科学历，副教授，中级就业指导师，国家级幼⼉教师艺

术考评员，毕业于福建师范⼤学⾳乐专业，现为⼈⽂与教育系早期教育专业部主任，艺术与美

育教研室主任，擅⻓学、训、演的⼀体化教学模式。

3.专业教学团队

专业教学团队中共有 13位教师，其中 1⼈为博⼠学位，4⼈硕⼠学位，8⼈学⼠学位。主

讲教师中副⾼以上职称者有 3位，占 23%,讲师 3⼈，占 23%，助教 7⼈占 54%。整个教学队伍

中 40岁以上 3⼈，35-40岁 2⼈，35岁以下 8⼈，教师队伍以中⻘年教师为⻣⼲。

(⼆)教学设施

教学设施主要包括能够满⾜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室、校内实训室和校

外实训基地等。

1.专业教室

配备⿊（⽩）板、多媒体计算机、视频设备、⾳响设备、校园⽹接⼊及WIFI；安装应急

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通道畅通⽆阻。

2.校内实验、实训设施

序
号

名称 实验、实训设施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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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练习琴房 105间学⽣练习琴房，配备珠江⽊质钢琴 师⽣键盘教学与实训

2 教师专⽤琴房 2间教师专⽤琴房配备珠江⽊质钢琴 师⽣键盘教学与实训

3 ⾳乐综合教室
3间，配备珠江恺撒堡卧式钢琴⼀台、⽴
式钢琴 3台

⾳乐课程教学

4 舞蹈排练厅 5间舞蹈教学厅，⾯积约 800平⽅ 舞蹈教学排练

5 电钢实训教室
1间，拥有专业的⾳乐教学系统，埃莫森
电钢琴 57台，单次实训⼈数达 56⼈

学⽣可以在实训室进⾏⾳乐教育活动观摩、
开展⾳乐技能学习与训练，帮助学⽣将专业
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有效的实践⾏为，培养学
⽣⾳乐教育的综合素质及创新能⼒。

6 ⾳乐厅
1个，拥有专业的舞台与灯光⾳响设备及
专业声学处理墙⾯，能同时容纳 650⼈

学⽣可以在⾳乐厅定期举办专业⾳乐会与
汇报演出，帮助学⽣将专业的技能知识结合
舞台转化为有效的舞台实践⾏为，锻炼舞台
经验，培养学⽣⾳乐表演的综合素质。

3.校外实训基地

序号 企业名称 实训项⽬ 备注

1 花⽕（厦⻔）⽂化传播有限公司 专业认知、岗位实习

2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公园 专业认知、岗位实习

3 三明市艺术馆 专业认知、岗位实习

4 三明市客家⽂化艺术中⼼ 专业认知、岗位实习

5 三歌⽂化传媒有限公司 专业认知、岗位实习

6 明溪县艺术馆 专业认知、岗位实习

7 三明珠江艺术培训学校 专业认知、岗位实习

8 三明天韵艺术培训中⼼ 专业认知、岗位实习

(三)教学资源

1.教材建设:成⽴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教材建设与选⽤管理委员会，制定《三明医学科技

职业学院教材建设与选⽤管理办法》，规范教材选⽤制度。意识形态课程选⽤国家统编教材，

其它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核⼼课程选⽤⾳乐专业正规教材;公共选修课程、专业(技能）课程、

专业⽅向课程可采⽤校本教材。

⒉课程建设: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机制,按照岗位需求设计开发课程，开发模块化、系

统化的实训课程体系，提升学⽣实践能⼒。及时更新教学标准，将前沿⾳乐产业相关需求和最

新⾳乐讯息及时纳⼊教学内容。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

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便捷、动

态更新。必修课程、专业核⼼课要有配套数字资源，⽀持线上教学，满⾜教学要求，并融⼊课

程思政，要求课程思政全覆盖。

3.专业图书资料建设:图书馆和系部专业图书⽂献配备能满⾜⼈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

等⼯作的需要，⽅便师⽣查询、借阅。建设满⾜本专业师⽣需要的电⼦图书、期刊、在线⽂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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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等电⼦阅览资源和设备。

⼗、质量保障

（⼀）学校和⼆级院系应建⽴专业建设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

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才培养⽅案更新、

资源建设等⽅⾯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才培

养规格。

（⼆）学校和⼆级院系及专业应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常教学组织运⾏与管理，定期

开展课程建设⽔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与

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

范课等教研活动。

（三）学校应建⽴毕业⽣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源情况、在校⽣学业⽔平、

毕业⽣就业情况等进⾏分析，定期评价⼈才培养质量和培养⽬标达成情况。

（四）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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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乐表演专业（三年制）教学进程表：

课

类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性

质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学 年 及 学 期 周 学 时 数

备注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 ⼆ 三

1 2 3 4 5 6

公
共
基
础
课

思
政
课

1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试 2 32 28 4 2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试 3 48 39 (9) 3
3 形势与政策 必/查 1 30 30 3次 3次 3次 3次 3次

4 四史 限选 1 16 12 4 1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试 3 48 32 16 3

6 英语 必/试 8 64+（64） 30+(30) 34+(34) 2+（2） 2+（2）

7 信息技术 必/试 4 68+(4) 68 （4） 4

8 体育 必/试 6 64+（44） 4 60+(44) 2 2 （2）

9 ⼤学⽣健康教育 必/查 2 17+（17） 17 (17) 1+（1）

10 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涯规划 必/查 2 30+(2) 30 (2) 2

11 ⼤学⽣就业指导 必/查 1 8+(8) 8 (8) 4次课

12 军事理论课 必/查 2 34+(2) 34 （2） 2

13 劳动教育 必/查 2 32+(4) (4) 32 9 9 9 9

14 教师⼝语 选/查 4 64 30 34 2 2

15 ⼤学语⽂ 选/查 2 28 18 10 2

16 学前教育政策法规与师德 选/查 2 28 20 8 2

17 现代教育技术 选/查 1 17 8 9 1

18 书 写 选/查 1 17 5 12 1

19 线上美育选修课程 限选 6 98 50 48 2 2 (2)

20 CPR（⼼肺复苏） 限选 0.5 8 8

21 常⻅⻘草药识别 选修 0.5 8 8

22 治未病管理常识 选修 0.5 8 8

23 纺织⾯料鉴别 选修 0.5 8 8

24 三明⻝疗乡⼟药膳 选修 1 16 16

25 膳⻝平衡⻝疗养⽣科普 选修 1 16 16

26 茶艺品鉴 选修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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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市场营销实务 选修 1 16 16
⼩计：910学时，54学分，占总学时 35.91 %
其中选修课程最少修满 304学时，19学分，占总学时 12%

54 910 516 394 18 19 6 7 2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基本乐理 必/试 4 64 64 0 2 2

2 中⻄⽅⾳乐史 必/试 2 36 36 0 2

3 视唱练⽿ 必/试 4 64 10 54 2 2

4 中国⺠族⺠间⾳乐 必/试 2 36 36 0 2

5 和声基础 必/试 2 36 36 0 2

专
业
核
⼼
课

1 声乐 必/试 11 198 0 198 4 4 4

2 钢琴 必/试 11 198 0 198 4 4 4

3 钢琴即兴伴奏 必/试 4 72 10 62 2 2

4 合唱与指挥 必/试 4 72 10 62 2 2

5 舞蹈与形体 必/试 6 100 0 100 2 2 2

6 表演训练 必/试 4 72 0 72 2 2

⼩计：948学时， 54学分，理论 21.3%，实践 78.7% 54 948 202 746 14 14 16 8 4

专

业

拓

展

课

乐器 必选 8 136 0 136 2 2 2 2 ①

节⽬主持艺术 选/查 2 36 18 18 2

⽂艺活动策划与指导 选/查 2 36 18 18 2

修满 2⻔，208学时，12学分，占总学时 8.21% 12 208 36 172 2 2 2 2 4

合 计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学教育及军事训练 必/查 2 120 120 2周

毕业教育 必/查 4 60 60 1周

舞台表演 必/查 6 108 108 1周 1周

毕业演出 必/查 10
180 180

6周 ②
岗位实习 必/查 18 18周

⼩计：468学时，40学分，占总学时 18.47% 40 468 468

总 计 160 2534 754 1780

备注：
①乐器第⼀⼆学期为⼿⻛琴、第三四学期为古筝；②毕业演出考核以毕业汇报⾳乐会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