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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丰富学生的知识结

构、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塑造健全

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向来重视艺术教育工作，按照教育部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教体艺〔2002〕6 号）和《学校艺

术教育工作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13号）的要求，通过

艺术课程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

美能力和文化素养。现将我校 2017 年艺术教育发展情况公布如下。  

一、艺术教育课程设置和师资建设 

    我校公共艺术教学任务由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文化艺术教研室

承担。自 2008 年 9 月起，文化艺术教研室即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2006 年）的要求，在

省属高校中率先开齐 8 门艺术类限选课程，具体包括《音乐鉴赏》（1

学分）、《美术鉴赏》（1 学分）、《书法鉴赏》（2 学分）、《影视鉴赏》

（1 学分）、《戏剧鉴赏》（2 学分）、《戏曲鉴赏》（1 学分）、《舞蹈鉴

赏》（1学分）和《艺术导论》（1学分）。教研室还开设了《音乐与文

化》（1 学分）、《中国传统音乐》（1学分）、《诗词欣赏》（2 学分）、《外

国文学作品赏析》（2 学分）等 4 门艺术类公选课程。教务处已将公

共艺术课程纳入各专业教学计划之中。艺术类限选课程除按教学计划

在规定时间开设为限选课外，还可以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为公选课。

2008 年以来，我校执行“每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要通过艺术

限选课程的学习取得 2 个及以上学分，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方可毕业”

的规定。为满足我校学生的选课需求，文化艺术教研室每学年稳定开

课班次总计达 30 个以上，选课人数达到 5000 人次以上。2017 年文

化艺术教研室共完成教学工作量 1300 多标准课时。 

    文化艺术教研室目前在编艺术专职教师 3 名，共承担 10 门艺术

课程的教学任务。教研室外聘本校团委等其他部门兼职教师 2 名，承

担2门艺术课程的教学任务。教研室3位艺术专职教师分别来自音乐、

美术和戏剧专业，其中 1 人取得博士学位，另外 2 名教师正在攻读博



士学位。艺术课程教师在岗位设置、课时津贴、职称评定、评优等方

面与我校其他学科教师享有同等待遇。3 位专职教师中已有 2 位被评

为副教授、1 人评为讲师。 

    我校公共艺术专职教师勤奋敬业，刻苦钻研，在教学和科研两方

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王思特老师先后斩获南京中医药大学青年教

师授课竞赛非医药组一等奖（2014）、江苏省本科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人文社科组二等奖（2014），第二届全国微课大赛江苏省赛区三

等奖（2015）、江苏省首届高校教师公共艺术课程微课大赛本科组一

等奖（2016）。闫春燕老师获得江苏省首届高校教师公共艺术课程微

课大赛本科组三等奖（2016）。 

    文化艺术教研室 3 位教师历年在各级刊物发表艺术类及艺术教

学相关论文近 40 篇。其中王思特的论文《中医文化视域下的中国音

乐养生思想探微》被 2017 年《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版）》全文引用。

沈歆的论文《萧云从“不宋不元”之画风与版画创作的关系》获得江

苏高校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4）。教研室

教师先后参编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一五”、“十二五”、“十

三五”规划教材各 1 部。 

    教研室 3 位专职教师数年来立项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

般项目 1项：“晚明身体图像中的知识、观念与艺术表达研究”（沈

歆主持，在研）、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 项：“版画与明末清初变

形主义画风的关系研究”（沈歆主持，结题）、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1 项：“中医大健康理念下的传统音乐治疗与音乐养生思想研究”

（王思特主持，在研）、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 项：“中

医乐疗思想中的医理与古代音乐思想的同构关系研究”（王思特主持，

在研）和“明清医话俗字研究”（闫春燕主持，在研）、南京中医药大

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开放课题 1 项：“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音乐

养生文化研究”（王思特主持，在研）。 

二、艺术教育管理情况 

我校所有艺术课程都严格按照教务处规定的开课程序开设。教师

在开课前一学期即制定课程教学大纲，撰写课程说明、教案和讲稿，



并提交教务处审核。教学材料审核通过后，学院组织教师试讲。试讲

通过，教师在第二学期正式开课。教研室视教学具体情况，定期对课

程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和补充。教学日历、学生成绩等教学文件，由文

化艺术教研室、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教务处各级分类妥善保管。学

校已将公共艺术课程纳入学校教学督导体系，按时检查教学。文化艺

术教研室也建有教师听课制度和集体备课制度，教师每学期必须完成

一定数量的随堂听课任务。教师还定期开展教研活动，讨论艺术教学

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8 门艺术限选课程分别由任课教师选择正式出版的教材，经人文

与政治教育学院的教学委员会审定后，向学生推荐。学生可酌情自愿

购买。所有艺术课程均配有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自制课件，制定与课

程性质相适应的考核方法。根据各门课程的艺术特征，教师灵活选择

考查形式完成考核。如《戏剧鉴赏》课程，考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

让学生走进剧场去观看话剧，撰写心得体会；还有一种方式是学生进

行自由组合，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话剧的创作、排练和演出，学生可以

任选其一。《书法鉴赏》课采用书面理论考核与临帖相结合的方式考

查。《影视鉴赏》课，考查形式分为随堂测试或拍摄微电影两种，学

生自行选择。《音乐鉴赏》、《音乐与文化》、《音乐与文化》等课程考

查形式为随堂测试，由主观题和选择题组成。教师选择艺术课程优秀

学生作业制作成微信，发布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艺术教育微信公众平台

“朱砂一味”上。 

教师课堂教学重视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紧密联系。《戏曲鉴赏》

课程在京剧的赏析课上，会邀请我校京剧社的同学来课堂上进行现场

的示范、表演和交流。《诗词欣赏》课上，学生可进行诗歌朗读，也

可以撰写有关某一诗歌主题的论文，并制作 PPT，在课上讲解。教师

会选择其中的优秀作品，在微信公众号“朱砂一味”进行推广。 

文化艺术教研室还积极探索多种途径，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

2017 年 4 月，教研室创建专门用于本校公共艺术教学的微信公众号

“朱砂一味”。作为全校公共艺术教育的辅助阵地，该公众号旨在延

伸艺术课堂，展示优秀学生作品，推送文化艺术信息，让艺术更贴近



学生生活。 

为开拓我校大学生文化视野，文化艺术教研室每年上半年都配合

校中医文化中心举办文化艺术类讲座 2 讲。近十年来，教研室共延请

了 20 多位国内外文艺方面的知名学者和专家来我校讲演。2017 年 4

月 24 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应邀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仿佛

若有光：家学传承中的女性”的专题讲座；2017 年 5 月 11 日南京博

物院研究员万新华先生与我校师生共同探讨了“傅抱石的艺术人

生”。两次讲座均获得本校师生好评。 

三、课外艺术活动及校园艺术环境 

校团委大学生艺术中心通过艺术社团建设、艺术实践课程培训、

艺术作品创编、在校园中开展丰富多彩的高质量文化艺术活动和参加

艺术比赛等一系列途径，使大学生通过艺术实践，深度参与与体验艺

术带来的文化和情志感受，营造浓厚的校园艺术文化氛围，从而达到

艺术育人的目标。 

1.艺术社团建设 

积极开展艺术社团指导和文艺人才培养工作。目前有大学生艺术

团、三千界古风社、声声漫配音社等 18 个艺术类社团，在校内定期

开展各类结合专业背景和艺术特点的活动，广受学生喜爱。其中大学

生艺术团为重点建设的艺术社团，以打造高水平大学生艺术团为目标，

作为引领我校大学生艺术水平和审美的标杆及艺术实践教育工作的

抓手，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我校大学生艺术文化素养。我校大学生艺

术团是由校团委艺术中心直接指导的大学生艺术团体。每年九月面向

全校同学招新，通过面试择优录取。艺术团根据不同艺术种类分设合

唱团、舞蹈团、话剧团、民族乐团、管乐（管弦乐）团、京剧团七个

分团，其中民乐团和京剧团作为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团，承担组织多场

“高雅艺术进校园”专场活动。各分团均聘请专业教师有计划有目标

地进行课堂教学，并安排每周自习时间。两年以内考试成绩全部合格

者可在毕业前一次性获得任选课或人文艺术类限选课学分 2 分，以及

相应的大学生素质拓展学时。2017 年共完成大学生艺术团各项艺术

培训课程 360 课次；共集中排练新增艺术作品 32 个、保留作品 26



个。 

2.艺术教育成果 

大学生艺术团作为我校艺术实践的载体，代表着我校大学生的总

体艺术水平。近五年来，艺术中心指导校大学生艺术团获得国家级艺

术类奖项 17项，获得省级艺术类奖项 11 项。在今年举行的第五届江

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征集单项作品三等奖 9项。其中，器乐展演作品《雪莲花》和

戏剧展演作品《卖水（选段）》获甲组一等奖；舞蹈展演作品《且吟

春雨》、声乐展演大合唱作品《雪花的快乐》、朗诵展演作品《我们的

时代》获甲组二等奖；声乐展演重唱作品《猫之二重唱》获甲组三等

奖；绘画展演作品在《虾》、《樱花蓝雀》获甲组三等奖；书法篆刻展

演作品《长风破浪》、《沁园春雪》、《草书曲赋四则》、《君子博取众善》、

《录王维诗二首》获甲组三等奖、摄影展演作品《信念》、《暖光》获

甲组三等奖；南京中医药大学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张蕾老师获优秀

指导教师称号。大学生艺术团被评为 2016-2017 年度江苏省“百优社

团”。梨杏飘香京剧社八周年专场演出荣获校表演艺术类“五个一工

程”奖。 

3.艺术作品创编 

    在艺术教育实践方面，除了继承和移植，结合学校特色而创编艺

术精品，有益于展示中医药文化、帮助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巩固

专业思想。近年来大学生艺术中心编创了一批中医特色文化艺术作品。

如：《中医意象组舞》、新昆京《集百草，让世界都香》、《中医经典诵

读》、以中医名家的典故创作的话剧、在话剧中穿插五禽戏等功法表

演；把方剂学编成便于朗诵和传唱的方歌等种种形式。这些作品将文

化内涵和艺术水准相结合，形式新颖，适合大学生欣赏，同时也为中

医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以往的表演中受到了学生们的欢

迎。 

    4.组织高质量文化艺术演出 

通过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主题晚会、“医府毓秀 清韵铭传”迎

新生晚会、“杏林钧乐”新年音乐会等一系列高质量水准的文化艺术



演出，提高学生艺术兴趣和审美水平。2017 年举办了“中西天籁”

——中美艺术家声乐精粹音乐会、南京中医药大学梨杏飘香京剧社十

周年专场演出、京剧走进南京旅游学院专场演出、第七届在宁高校戏

曲票友会四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举办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迎新

晚会、“杏林钧乐”新年音乐会；举办“梨杏飘香”京剧专场演出、

“人生戏 戏人生”话剧专场演出、“从你的全世界舞过”舞蹈专场演

出等多场文艺演出。发挥学生艺术创造力，运用艺术特长，设计和举

办各类文化艺术活动，营造高雅而具有活力的校园文化艺术环境，开

展了中药之美艺术展、护士节舞蹈快闪、新生歌手大赛、校园书画展、

话剧比赛等深受学生喜爱的活动。  

艺术滋养心灵、健全人格。我校将继续全面推进艺术教育，不断

完善艺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以人为本，立德树人。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培养创造力，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