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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科技学院 2020 年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2020 年，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学校继续支持教务处、团委、艺术教育

中心等相关部门，通过线上、线下分别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多项艺术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建设情况

2020 年学校面向全体本、专科学生开设公共艺术课程，门类齐全、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能满足学生不同兴趣和需求。

1、开设艺术欣赏必修课程。

按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要求，学校将音乐鉴赏、

影视鉴赏、美术鉴赏、书法鉴赏、戏曲鉴赏、舞蹈鉴赏、戏剧鉴赏、艺术导论等 8

门课程作为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列入培养方案中，每门 32 学时，2 学分，面向全体

学生开设，要求非艺术类专业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学习 1 门并取得艺术欣赏类 2 学

分。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4953 人修读，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3063 人修读。

2、开设公共艺术类选修课程。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开出钩针编织艺术、艺术与审美、电影艺术解读、世

界著名音乐作品赏析等 24 门公共选修课，选课学生 5283 人。

3、开出一批艺术类《经典阅读》课程。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开出设计中的设计、100 个改变摄影的伟大观念、美

的沉思、美的历程、设计中的设计等艺术类《经典阅读》课程 16 门，选课学生 2580

人。

二、师资队伍情况

现有公共艺术类教师 46 名，其中专职教师 22 人，专职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

的教师 11 人、占 50%，副教授以上职称 9 人，占 40%。教师队伍的职称结构、知

识结构、年龄结构都较合理，满足公共艺术教学的需要。学校重视公共艺术教育

师资力量引进。

三、经费投入与教学条件

学校对公共艺术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新建的艺术中心投入使用，

在教学经费、日常办公经费、师资培训、图书资料、学生艺术团建设等多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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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加强经费保障。

四、课外艺术活动织与校园文化艺术氛围营造

2020 年春天，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学校取消了往年定时开展的线下艺术活

动，转向线上开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5 月底，学校为 2020 届毕业生举办了

云端毕业典礼。2020 年秋天，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学校支持 46 名学生参加中国农

民电影节及金鸡百花电影节表演。

目前，全校各类艺术社团 34 个，包含文学艺术类、书画类、摄影类、文艺表

演类、体育舞蹈类、音乐类等 6 大类。学校为每个学生社团配备了指导老师。每

年都制定了年度工作计划和社员培训方案，针对性的对社员进行艺术培训和指导。

2020 年，全校各类社团通过线上、线下开展内部培训数十次，社团间交流活动 40

余次，开展社团文化艺术节、社团嘉年华等校内外活动数十次，通过内容丰富的

课外艺术辅导和形式新颖的艺术社团活动，学生的艺术情操得到了熏陶，精神生

活得到了充实，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

黄河科技学院 2020 年文化艺术类活动统计

序号 主题 时间 地点 参与人数 活动内容

1

“礼赞青春

‘战疫’勇担

时代重任”—

—黄河科技学

院第五届青年

讲坛

5月 4

日
线上 1万余人

5月 4日，黄河科技学院团委以青春名

义邀全体青年学生共渡青年节，通过云

端共享“礼赞青春‘战疫’ 勇担时代

重任”——黄河科技学院第五届青年讲

坛，聆听学校党委副书记赵会利的青年

寄语，倾听黄科优秀青年学生代表的青

春宣言，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坚定“四

个自信”，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自觉融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的伟大梦想之中。

2

抗疫先进事迹

宣讲报告会暨

第六届青年讲

坛

10 月

15 日
艺术中心 450

10 月 15 日，我校在艺术中心演播厅举

行黄河科技学院抗疫先进事迹宣讲报

告会暨第六届青年讲坛。校党委书记贾

正国，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

向东，校党委委员、宣传部长、新闻中

心主任王军胜出席报告会，各分党委、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各

教学单位团委书记、 辅导员代表、新

生代表参加。本次活动主题为青春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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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中绽放，旨在广泛宣传学校在抗疫斗

争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发

挥抗疫典型事迹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彰显先进典型勇于担当、敢于拼搏的责

任使命。机关第三党总支、 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师韩树栋，艺体学部分党委辅

导员薛慧敏，附属医院分党委、急诊科

副主任张铁山，后勤集团党总支、行政

办主任吴晓阳，艺体学部分党委学生崔

宸铭，艺体学部分党委学生陈旭，医学

院分党委学生阮治寰，职业技术学院分

党委学生李金璇九位教职员工和学生，

与现场人员分享了他们的抗疫故事。

3

2020 年“我眼

中的黄科院”

演讲比赛暨优

秀摄影、征文

作品展示活动

11 月

26 日

信息大楼

第二报告

厅

400

11 月 26 日，由校团委主办，校园广播

站、摄影协会、大学生文学艺术联合会

承办的黄河科技学院 2020 年“我眼中

的黄科院”演讲比赛暨优秀摄影、征文

作品展示活动在信息大楼第二报告厅

成功举办。学校学生处副处长唐爱云、

各教学单位团委书记与 400 余名学生

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分“我眼中

的黄科院”演讲比赛决赛、优秀摄影和

征文作品展示环节。

4

黄河科技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

十五周年晚会

12 月

11 日
艺术中心 450

青年志愿者协会在艺术中心举办“砥

砺前行十五年，志愿精神薪火传”公益

晚会，晚会以青春欢快的开场舞拉开序

幕，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李昊进行致

辞，他总结了青协本年度的活动和工作

情况以及未来的工作计划。整场晚会节

目形式丰富，内容精彩纷呈，朗诵《因

为有你》把志愿者的奉献与热情寄于风

中，吹进在场每个观众的心中；手语《砥

砺前行，逆风飞翔》整齐的手语操给我

们带来的不仅是心灵上的震撼还有满

满的感动；配音《迪士尼和梦工厂》中

的八位表演者重新赋予了各种角色新

的灵魂，演员与角色合二为一；相声《风

雨同行》用传统方式讲述现代故事，将

疫情中的医护人员的感人故事讲述到

观众的内心深处；同样在晚会上也有河

南豫剧，一段《黄鹤楼》让传统和经典

永流传；结尾一首合唱《阳光总在风雨

后》让会庆走向高潮，同样也展现了黄

科青协的十五年风雨历程。最后以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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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思路

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学校的美育工作也存在一些共性或者特别的问题，学校

对此也有一些思考和解决思路。

1、需要进一步提高美育工作质量

我校专兼职教师组成的队伍基本能够完成教学工作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大班教学情况比较普遍，这就使得教学成效与预定目标不够契合。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一方面减少出现大班教学乃至超大班教学的情况，另一方面积极发掘校

内资源，借助专业的艺体学部师资力量，充实到教学队伍中去，使学校课堂内外

的公共艺术教育更加丰富多彩，灵活有效。

2、需进一步改善艺术活动场地和加大经费投入

在公共艺术教育工作中，涉及到教学和开展其它活动时，会涉及到没有场地

或者场地紧张，以及经费不足的情况。有些公共艺术教育相关活动开展时，缺少

相关设备和器材配备。上述情况的出现与学校在教学资源整体紧张有一定关系。

学校面对这种情况，已经尽量在场地和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但还是有所短缺，

需要上级加大支持力度。

3.需进一步加大公共艺术教育模式改革，与学生兴趣匹配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事物、新思维、新时尚都在日

新月异变化。青年学生又是新事物最忠实的拥趸，面对这种情况，公共艺术教育

的工作，包括教学、课外活动组织和开展等，都需要及时跟进和更新，或者说需

要创新，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公共艺术教育中美育提升的目标。

2020 年的新冠疫情，给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带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

继续开展教学、艺术教育等活动？危中有机。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停课不停学，

社会、学校、教师和学生都施展浑身解数，为数字化背景下的公共艺术教育活动

提供了最真实的创新案例。类似于网络课堂、云端艺术等，都为我校以后的公共

艺术教育工作提供了启发和借鉴。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委周瑶老师的指导和祝愿讲话完美结

束。本次公益晚会展现了志愿者风采，

宣传了志愿服务精神，鼓励更多学生参

与社会公益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