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本年度报告中的数据计算方法参照《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

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通知》（教发〔2004〕2号）

及《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 年版）》（教发〔2020〕

6 号）。财务数据（如经费、工资等）按照自然年度计算，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教学数据（学生、教师、专业、课程等）按照学年

度计算，为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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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徽艺术学院是本科层次普通高校，主要培养适应区域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应用

型艺术类人才。学校坚持以生为本、以用为先的人才培养理念，立足能力导向、素养

为基、个性发展、合作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精才艺、善

应用的应用型人才。学科专业定位以艺术学学科为主干，积极发展与文化和传媒产业

相关的学科和专业。学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特色化发展定位，不断提高基本办学

指标和本科专业质量，努力为促进创新型文化强省建设和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

安徽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学校的校园规划及建筑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体

现徽派元素和建筑风格。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20.87 万平方米，已完成建设并陆续投入

使用，包含剧场、音乐厅、艺术馆、大师工作室以及戏剧戏曲、舞蹈、音乐、美术、

设计、播音主持、影视制作等专业教学场馆，部分教学场馆及功能设施达到国内一流

水平。二期工程规划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包含学生宿舍楼 D组团、体育馆和演艺

中心。目前，学生宿舍 D组团 2栋本科生宿舍已投入使用。体育馆和演艺中心项目建

设正在积极推进中。

馆藏图书与数据库资源丰富。现有纸质图书 35 万册，建有现代化业务管理系统

和计算机网络服务体系，共享安徽省高校数字图书馆等电子资源，已开通中国知网、

维普中文期刊、超星读秀知识库、超星移动图书馆、设计师之家数字图书馆等数据库

资源。

学科专业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学校已获批设置音乐表演、表演、播音与主

持艺术、绘画等 17 个本科专业。表演(黄梅戏方向)、中国画等彰显安徽地方文化特色

的专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填补了安徽省专业设置空白；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获批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音乐表演、表演与绘画获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音乐与

舞蹈学入选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获批省级一流学科；音乐表演、表演(黄梅戏方向)

列为省级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与专业改造项目，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列为省级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音乐表演专业同时列为省级特色专业。2024 年，播音与主持艺术和音乐

表演两个专业成功入选安徽省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及特色专业培育项目。通过开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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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一特”“一院一品”申报、评选及建设活动，舞蹈表演等 4个专业获评院级特色专

业，“安艺有戏”等 6个教学活动获评院级品牌教学活动。

教育教学管理逐步规范。坚持全流程管理，制定完善 40 余项教学管理制度。校

领导每周推门听看课，召开教学学术研讨会，开展“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加

强教学督导与质量监控，推进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

方法。建成 74 门省、校级精品(一流)课程，立项 29 门校级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类项

目，立项省级质量工程 190 个。省级教学成果奖 12 个，其中特等奖 1个、一等奖 3个。

科研平台（基地）逐步搭建。学校现有两个专职科研机构、11 个科研平台。安徽

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中心获批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学校入选 2024-2025 年

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参与院校、省级非遗传承基地（巢湖民歌、

菠林喇叭、花鼓灯）。科研平台主要研究创作徽学、新安画派、书法、古谱诗词、非

遗、纪录片等方向。学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6项、教育

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6项、国家广电总局社科研究项目 1项、省级科研项目 204 项，

横向科研项目 37 项。

构建“大思政”格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综合类艺术院校艺术专业门类

齐全的优势，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创新思政课实践教学，打造艺术思政育人品牌，

形成艺“讲”思政教学模式，有效提升思政课铸魂育人实效。选优配强成立“优秀教

师讲师团”，开展“网络育人名师”评选，成立“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安徽师

范大学)安徽艺术学院工作站”“大学生宣讲团”，做到“大学生讲思政课”全员覆盖。

在首届全省大学生讲思政课决赛中夺得特等奖和一等奖，在第二届全省大学生讲思政

课决赛中继续蝉联特等奖及三个二等奖。创排“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企业职工思

政课首次实现政企校媒思政课合作创新模式，承办“‘皖’若春风 科教兴皖”艺术思

政课、“光辉的足迹”艺术思政课，引导广大青年与党同心、跟党奋斗。编著 8万字

《“艺”话皖美》校本思政读本。

一系列活动得到新华网、人民网、中青网、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媒体深

度报道，作为全省典型报呈教育部并在中国大学生在线、高校思政网等央媒刊播；完

整视频登上“学习强国”、科教频道，被智慧思政平台列为精品课程向全省推广。

艺术创作亮点纷呈。安徽艺术学院《黄梅戏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获国家艺术基金

2024 年度资助项目；油画《冬日暖阳》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写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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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双年展；黄梅戏《白蛇传·断桥》荣获第八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优秀剧目；微电影《薪

火相传》《迷雾》获得安徽省微电影大赛一等奖；成功举办 2023 年金钟奖安徽赛区赛

事。

开放办学不断拓展。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先后与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

意大利时尚学院、美国欧柏林学院等多所著名艺术高校开展合作。圆满完成省政府第

八届中俄青年论坛活动，获省外事办致信表扬。承办全国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第

27 次交流协作会，与内蒙古艺术学院互派交换生，与肥东县合作“戏曲进校园”项目，

组织“文艺轻骑兵”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开展服务金寨老区人民的“双培双送”

活动。学校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等一批企事业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实践实训基

地，同安徽演艺集团、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安徽省书画院、安徽省艺术馆、岳西

县政府、肥东县委宣传部等企事业单位、文化传媒机构、地方政府开展校企合作、校

政合作，资源共享、协同育人。老年大学招生火热，标准化、规范化、特色化、品牌

化建设不断加强。学历继续教育稳步提升，以艺术创作为导向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不断创新。

人才结构逐步优化。学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推出“双百”人才计划、年度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博士工程、名家银龄工程等系列举措，通过内培外引，聚集了

一大批人才，学源结构更加多元，引进的多位教授和博士有国内外知名高校求学经历、

拥有多项国家科研项目和艺术成果。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286 人（含特聘 6人），其中

正高职称 26 人，副高以上职称 95 人，副高职称以上教师占比 42.31%；博士 41 人，

在读博士 27 人，硕士学位以上教师 222 人，占比 91.96%；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

育部教指委委员、全国优秀教师、省政府津贴、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江淮文化名

家、省级高端人才、省级教学名师等省级以上人才 28 人，师资人才队伍的学历结构、

职称结构明显优化。

安徽艺术学院自 2019 年成功设置以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

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

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科学谋划、顶层设计，坚持内涵式

发展，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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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1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1.1 学校定位与规划

办学类型：地方性应用型本科艺术院校。

办学定位：地方性、应用型、特色化。

办学层次：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以普通本科教育为主，适时开展研究生教

育。

服务面向：扎根安徽，面向全国，服务基层。

学科专业：以艺术学学科为主干，积极发展与文化和传媒产业相关的学科和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精才艺、善应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创业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培养理念：以生为本、以用为先

培养模式：能力导向，素养为基，个性发展，合作培养

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学校基本办学指标和本科专业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顺利通过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学校建成具有安徽文化特色、

专业优势明显、特色学科国内一流的艺术类本科院校。

1.2 学科专业设置情况

学院现有本科专业 17 个，其中 9个为新办专业。招生批次为本科批招生，第二批

次招生 A。涵盖艺术学和文学共 2 个学科门类。专业布局结构为：艺术学类专业 15 个

占 88.24%、文学类专业 7个占 11.76%。详见图 1。

图 1 各学科专业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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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始终坚持传承发展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优化专业设置、强化专业建设、规范专业管理，现已初步形成了与办学

定位和发展目标相一致，设置合理、特色突出、覆盖面较广的学科专业布局。表演(黄

梅戏方向)、中国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彰显安徽地方文化特色的专业，填补了安

徽省专业设置空白；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音乐表演、

表演与绘画获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音乐与舞蹈学入选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获

批省级一流学科；音乐表演、表演(黄梅戏方向)列为省级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与专业改

造项目，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列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24 年，播音与主持艺

术专业、音乐表演专业成功入选“安徽省特色专业(群)建设(培育)项目”。通过开展

“一院一特”“一院一品”申报、评选及建设活动，舞蹈表演等 4 个专业获评校级特

色专业，“安艺有戏”等 6个教学活动获评院级品牌教学活动。

1.3 在校生规模

学校全日制在校生 5765 人， 折合在校生 5817.6 人。其中普通本科生为 5765 人

（含 2023 级新生、外校联合培养 990 人），函授学生数 526 人。全日制本科生数占折

合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 99.10%。学校共有 1个校区，为本地校区。各类在校生的人数

情况如表 1所示（按截止时间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统计）。
表 1 各类学生人数一览表

类别 普通本科生数（人） 函授学生数（人） 小计

人数 5765 526 6291

全日制在校生数 5765 0 5765

占全日制在校生比例 100% / 100%

折合在校生数 5765 52.6 5817.6

1.4 本科生生源质量

2024 年，学校计划招生 1716 人，实际录取考生 1716 人，实际报到 1700 人。实

际录取率为 100.00%，实际报到率为 99.07%。特殊类型招生 0人，招收本省学生 1591

人。学校面向全国 6个省招生，其中理科招生省份 3个，文科招生省份 3个。

生源情况详见表 2。
表 2 生源情况

省份 批次 招生类型
录取数

（人）

批次最低控

制线（分）

当年录取平均

分数（分）

平均分与控

制线差值

安徽省 本科批招生 历史 142 462.0 493.0 31.0
安徽省 本科批招生 物理 93 465.0 499.0 34.0
湖北省 本科批招生 历史 3 432.0 488.0 56.0
湖北省 本科批招生 物理 2 437.0 498.0 61.0
江西省 本科批招生 历史 5 463.0 514.0 51.0

四川省
第二批次招

生 A
文科 3 457.0 505.0 48.0

四川省
第二批次招

生 A
理科 2 459.0 504.0 45.0

https://www.so.com/link?m=eq0zPaqvB1Tjpb57n/cixb4CfAYn237xc006QRkVRpwYxh0fwc8JScKuKrMuKHsIvTnfRULkaK0knPjUl+Td0NGaPNi59Ycpormu20HxYiTpoV/2MnRRNdciYbMG5+QPDt1nUDnoukAabtGptd2JQ37hz87DA9xJrjhRQHPciNs+DlY+n16+mkd9JgG+OZSe1i0InnRYkpfZ//dUCeTAs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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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批次 招生类型
录取数

（人）

批次最低控

制线（分）

当年录取平均

分数（分）

平均分与控

制线差值

陕西省
第二批次招

生 A
文科 10 397.0 459.0 62.0

陕西省
第二批次招

生 A
理科 5 372.0 437.0 65.0

河南省
第二批次招

生 A
文科 6 428.0 499.0 71.0

河南省
第二批次招

生 A
理科 2 396.0 465.0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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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师资与教学条件

2 师资队伍与教学条件

2.1 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286 人、外聘教师 169 人，折合教师总数为 370.5 人，外 聘教

师与专任教师人数之比为 0.59:1。按折合学生数 5817.6 计算，生师比为 15.7。专任

教师中，“双师型”教师 62 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21.68%；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

教师 121 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42.31%；具有研究生学位（硕士和博士）的专任教

师 263 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91.96%。

近两学年教师总数详见表 3。
表 3 近两学年教师总数

专任教师数 外聘教师数 折合教师总数 生师比

本学年 286 169 370.5 15.70

上学年 247 123 308.5 18.61

注：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折合教师总数（教师总数= 专任教师数+外聘教师数

*0.5+临床教师*0.5）（外聘教师*0.5 超出折合教师数四分之一时，超出部分不纳入

生师比中）

2.1.1 队伍结构

结构逐步优化，发展趋势良好。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为 91.96%；

具有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硕士、博士学位并通过 岗前培训主讲教师占主讲

教师总数的 87.41%。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占比 42.31%，其中正高级占比 9.09%；35

岁以下教师占 46.15%。

教师队伍职称、学位、年龄的结构详见表 4。
表 4 教师队伍职称、学位、年龄结构

项目
专任教师 外聘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总计 286 / 169 /

职称

正高级 26 9.09 15 8.88

其中教授 22 7.69 9 5.33

副高级 95 33.22 42 24.85

其中副教授 87 30.42 33 19.53

中级 86 30.07 44 26.04

其中讲师 79 27.62 39 23.08

初级 14 4.90 22 13.02

其中助教 12 4.20 19 11.24

未评级 65 22.73 46 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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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专任教师 外聘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最高

学位

博士 41 14.34 6 3.55

硕士 222 77.62 110 65.09

学士 15 5.24 48 28.40

无学位 8 2.80 5 2.96

年龄

35 岁及以下 132 46.15 70 41.42

36-45 岁 100 34.97 64 37.87

46-55 岁 42 14.69 14 8.28

56 岁及以上 12 4.20 21 12.43

近两学年教师职称、学位、年龄情况见图 2、图 3、图 4。

图 2 近两学年专任教师学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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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近两学年专任教师职称情况（%）

图 4 近两学年专任教师年龄结构（%）

2.1.2 本科主讲教师情况

本学年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423，占总课程门数的 47.00%；课程门次

数为 1236，占开课总门次的 41.74%。

正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91，占总课程门数的10.11%；课程门次数为209，

占开课总门次的 7.06%。其中教授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74，占总课程门数的

8.22%；课程门次数为 152，占开课总门次的 5.13%。

副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385，占总课程门数的 42.78%；课程门次数为

1035，占开课总门次的 34.95%。其中副教授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326，占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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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数的 36.22%；课程门次数为 911，占开课总门次的 30.77%。

注：以上统计包含外聘人员与离职人员。

承担本科教学的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有 23 人，以我校具有教授职称教师 27 人计，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比例为 85.19%。

注：以上统计包含离职人员，只统计本校人员。

图 5 各职称类别教师承担课程门数占比（%）

图 6 近两学年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情况（%）

我校有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 14 人，本学年主讲本科课程的国家级、省级教学名

师 14 人，占比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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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主讲本科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授 10 人，占授课教授总人数比例的 38.46%。

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本科专业核心课程 138 门，占所开设本科专业核心课程的比例为

51.11%。

2.2 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2023 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为 1380.71 万元，本科实验经费支出为 174.28 万元，

本科实习经费支出为 120.2 万元。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为 2373.33 元，生均本科实

验经费为 302.31 元，生均实习经费为 208.50 元。近两年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生

均实验经费、生均实习经费详见图 7。

图 7 近两年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生均实验经费、生均实习经费（元）

2.3 教学用房
2.3.1 校舍、运动场所、活动场所及设施建设与利用

（1）各类用房面积达标。根据 2024 年统计，学校总占地面积 58.99 万平方米，

产权占地面积为 58.99 万平方米，学校总建筑面积为 23.30 万平方米。学校现有教学

行政用房面积（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共 141191.64 平方米。校舍及教

学场所满足人才培养需求。详见表 5。
表 5 各生均面积详细情况

类别 总面积（平方米） 生均面积（平方米）

占地面积 589890.70 102.32

建筑面积 233022.04 40.42

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141191.64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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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总面积（平方米） 生均面积（平方米）

实验、实习场所面积 15208.34 2.64

体育馆面积 1711.10 0.30

运动场面积 36907.0 6.40

（2）教学、活动及生活设施满足需要。现有教室面积 108079.0 平方米，实验实

习场所面积15208.34平方米，拥有体育馆面积1711.1平方米，拥有运动场面积36907.0

平方米，大学生活动中心建筑面积 2799 平方米，学生宿舍面积 67447.12 万平方米。

按全日制在校生 5765 人算，生均学校占地面积为 102.32 平方米/生，生均建筑面积为

40.42 平方米/生，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为 24.49 平方米/生，生均实验、实习场所

面积 2.64 平方米/生，生均体育馆面积 0.30 平方米/生，生均运动场面积 6.40 平方米

/生，学生宿舍面积达到 11.70 平方米/生。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台数为 13.32 台，

百名学生配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验室座位数 76.8 个。

2.3.2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与教学实验室

学校现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0.64 亿元，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1.10

万元。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660.6 万元，新增值达到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的 11.53%。本科教学实验仪器设备 3372 台（套），合计总值 0.455 亿元，其中单价

10 万元以上的实验仪器设备 40 台（套），总值 1536.77 万元，按本科在校生 5765 人

计算，本科生均实验仪器设备值 7893.90 元。学校有省部级实验教学中心 2 个，省部

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7个。

2.3.3 图书馆及图书资源

（1）馆藏资源丰富，利用率不断提高。截至 2024 年 9 月，学校拥有图书馆 2个，

图书馆总面积达到 5236.7 平方米，阅览室座位数 572 个。图书馆拥有纸质图书 35.12

万册，当年新增 36297 册，生均纸质图书 60.36 册；拥有电子期刊 18.61 万册，学位

论文 247.57 万册，音视频 20102.0 小时。2023 年图书流通量达到 1.78 万本册，电子

资源访问量 52.87 万次，当年电子资源下载量 17.06 万篇次。共享安徽省高校数字图

书馆等电子资源，现有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超星读秀知识库、超星移动图书馆、

设计师之家数字图书馆等数据库资源。学校通过“你选书，我买单”，“书香伴青春，

百部经典阅读”优秀读书笔记评选及主题演讲活动等形式不断提升馆藏图书利用率。

（2）积极拓展合作，共建共享优质资源。学校与安徽省图书馆开展合作，积极引

进安徽省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建成安徽省图书馆艺术分馆。定期调配一定数量的图书

至分馆，建设图书通借通还平台，实现数字资源检索共享。在服务广大师生，营造书

香校园氛围，提升校园文化品味，提供优质阅读平台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

（3）推进智慧安艺建设，服务教学科研。学校十分重视校园网络建设，建有标准

化数据中心机房，校园局域网采用先进的网络设备，实现了万兆核心交换、万兆主干、

千兆桌面，校园 5G 网络信号全覆盖。建有智慧校园平台，实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集

成了教务、学工、人事、财务、档案、资产、采购、OA 等 17 个业务系统，提供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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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请假、一会一报、信息发布、出差审批等 15 个高频应用服务。互联网出口总带宽

12.6G，为教学科研提供了良好的网络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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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教学建设与改革

3 教学建设与改革

3.1 专业建设

专业结构合理，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动对接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制

定出台《安徽艺术学院“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安徽艺术学院“十四五”学科专

业建设规划》《安徽艺术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关于做好国家

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及校级特色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等政策制度。学校设置有音

乐表演、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绘画等 17 个本科专业。表演(黄梅戏方向)、中国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彰显安徽地方文化特色的专业，填补了安徽省专业设置空白；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音乐表演、表演与绘画获批省级

一流专业建设点；音乐与舞蹈学入选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获批省级一流学科；音

乐表演、表演(黄梅戏方向)列为省级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与专业改造项目，数字媒体艺

术专业列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通过开展“一院一特”“一院一品”申报、评选及建设活动，舞蹈表演等 4 个专

业获评院级特色专业，“安艺有戏”等 6个教学活动获评院级品牌教学活动。2024 年，

播音与主持艺术和音乐表演两个专业成功入选安徽省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及特色专业培

育项目。建成短视频与直播电商等省级微专业，联合奇瑞汽车集团共建数字创意设计

产业学院，建设汽车产业后市场品牌宣传数字品宣、汽车数字展陈、汽车衍生产品设

计、智 能驾驶仓交互界面设计等四个微专业。

本科专业设置与结构分析表见表 6。
表 6 安徽艺术学院本科专业设置与结构分析表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服务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

1 130301 表演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2 130204 舞蹈表演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3 130103T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4 130201 音乐表演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5 130402 绘画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6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

车、文化旅游产业

7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学
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

车、文化旅游产业

8 050301 新闻学 文学 文化旅游产业

9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10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11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12 130503 环境设计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13 130406T 中国画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6852&flowid=10946&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6852&flowid=10946&offset=0&e_kindi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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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服务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

14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 文化旅游产业

15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16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17 130405T 书法学 艺术学 文化旅游产业

3.2 课程与教材

（1）课程建设。学校高度重视课程建设，积极扩充优质课程资源，全面优化课程

结构，加大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供给侧改革。不断加强课程建设过程的科学化、

精准化管理。陆续制定出台《安徽艺术学院合格课程认定标准》《安徽艺术学院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方案》《安徽艺术学院“全学段、俱乐部、社团化”大学体育课程

设置与实施方案》《安徽艺术学院课程考核规程》《安徽艺术学院艺术实践类课程考

核办法》《安徽艺术学院课程过程性考核实施办法》等课程建设管理制度。学校常态

化举办每年一度的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暨课程思政教学竞赛活动，培养青年教师

教育教学能力，构建“金课”、淘汰“水课”。马克思主义学院选优配强教学能力突

出的教师，开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我校已建设有 3

门国家级一流课程，41 门省部级一流课程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MOOC 课程 1门，SPOC

课程 3门。

本学年，学校共开设本科生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课共 900 门、2961 门

次。

近两学年班额统计情况详见表 7。
表 7 近两学年班额统计情况

班额 学年 公共必修课（%） 公共选修课（%） 专业课（%）

30 人及以下
本学年 9.77 51.61 76.12

上学年 7.98 5.88 79.29

31-60 人
本学年 36.28 37.63 20.68

上学年 50.87 52.94 17.84

61-90 人
本学年 41.40 9.68 2.22

上学年 34.66 41.18 2.37

90 人以上
本学年 12.56 1.08 0.98

上学年 6.48 0.00 0.49

注：此表不统计网络授课。

（2）教材建设。学校制定《安徽艺术学院教材选用管理办法》，规范教材选用和

审批管理。以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为原则，采取三级审批制度，优先选用获奖、

规划教材和新版优质教材。严格按照要求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本学年有 15 门课程

（110 门次课程）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工程教材使用率 100%。学校以应用型人才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7803&flowid=12467&offset=0&e_kindi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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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为导向，鼓励教师编写高质量教材。2023 年，学校一共出版 5本教材。

3.3 实践教学
3.3.1 实验教学

（1）制定质量标准，确保实验教学质量。制定《安徽艺术学院实验教学环节质量

标准及评价方案》《安徽艺术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试行）》《安徽艺术学实验室

安全管理办法（修订）》《安徽艺术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试行）》《安徽艺术学院

大型教学场馆使用管理办法》《安徽艺术学院实践教学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等文

件，严格落实实验教学任务，规范实验教学过程管理，开齐开足实验项目。本学年本

科生开设实验的专业课程共计 230 门。

（2）注重队伍建设，重视提升专职实验指导教师队伍能力。 组织选派专职实验

员进行业务能力专项提升培训。发挥双师双能型教师特长，着力打造专兼结合、艺实

融通的实验教学队伍。现有专职实验技术人员 5人，兼职实验(实训)指导教师 62 人，

其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实验(实训)指导教师占比 94.03%，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占比

91.04%。初步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基本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的实验指导教师队

伍。

（3）实践教学量质双提升，自觉服务社会需求。学校重视实践教学，把实践教学

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管乐嘉年华“中华杯”暨中国第十七届优秀管乐团队展演活动

中，安徽艺术学院（新金帆）交响管乐团荣获本届展演最高荣誉“示范乐团”称号。

学校举办 2024 年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薪技艺”国际工艺美术巡展。

美术学院教师张永良的水粉《桃子熟了》、刘庆的综合材料《百草济世》、曹洋的壁

画《家园》成功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戏剧学院师生共同创作的对口相声《鼠视眈

眈》荣获表演类一等奖和优秀文本创作两项荣誉。传媒学院纪录片《光与剑——中国

战地摄影师张崇岫》入围第 32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农民科学家杨良金》荣获

第十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乡村振兴单元最佳作品奖。在第二十八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

典暨第十五届深圳青年影像节中，纪录片《赤子功臣边子正》《庞老爷子的三村记事》

分别获评委会特别作品奖和最佳纪录片奖。依托第十四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舞蹈

学院师生成功入选 2024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在第十七届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国

标舞）锦标赛中，荣获大学丙 C组（专业组最高组别）六项全能组季军（第三名）。

学校创造性推出《音乐工场》原创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利用创演工作室的设备对

入选优秀作品精心编曲、录制，成功举办原创音乐作品音乐会。我校在第七届大艺展

中取得优异成绩，其中美术类作品获奖率 100%；我校艺术实践品牌“文艺轻骑兵”在

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文艺汇演、第十四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外宾欢迎晚宴、2024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交流展示、“月圆人团圆”中秋游园会等活动中承担

演出任务，参与师生 370 人次，累计服务 5600 人次。学生通过文艺汇演、志愿服务、

公益美育等形式，大大提升了德艺双馨品质与人文素养。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5340&flowid=9477&offset=2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5340&flowid=9477&offset=20&e_kindi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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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实习与教学实践基地

（1）加强集中毕业实习，扎实开展实习实训。制定《安徽艺术学院毕业实习管理

规定》《安徽艺术学院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安徽艺术学院毕业实习

评优办法》。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话剧院、安徽省美术馆、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艺术学院附属合肥市第二中学、肥西县上派镇人民政府、

合肥市少年宫等 60 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紧密合作。实行毕业实习“双指导老

师”制度，聘任企事业单位人员作为指导教师共同开展实践教学与指导，满足各专业

见习、实习、实训、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的需要。2024 届学校共有 12

个专业毕业生，约有 77.64%的学生参与了学校统一组织的集中实习，并高质量完成实

习任务。通过毕业实习，超过 12%的毕业生和实习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

（2）强化实习基地建设，保障实习实训经费。学院建有较为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实

训基地 60 个，本学年共接纳毕业生 1292 人，覆盖全部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经费专项

预算、专款专用。根据教学需要，逐年增加实习实训经费。2023 年，本科实验经费支

出为 174.28 万元，本科实习经费支出为 120.2 万元。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为 2373.33

元，生均本科实验经费为 302.31 元，生均实习经费为 208.50 元。有效保障各专业实

践教学经费需求。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开展实习实训，确保充

足的实习实训教学时间。

3.3.3 毕业论文（设计）与综合训练

（1）确保选题质量，体现综合实践应用，严把选题质量关，确保选题符合专业培

养目标和教学基本要求，体现系统性和综合性训练。导师提供选题与学生自拟题目相

结合，做到一人一题，加强选题和开题审核，确保选题合理、难度适中、工作量适当，

围绕社会发展和生产实践真题真做。近两届毕业论文（设计）在实验、实习、工程实

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中完成的比例分别为 89.79%和 91.29%，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要求。

（2）严格过程管理，确保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学校制定出台《安徽艺术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规定》《安徽艺术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指

导教师评选办法》《安徽艺术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办法》等政策文件，

选聘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及校外实践经验丰富的行业企业技术

人员担任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本学年共提供了 1664 个选题供学生选做毕业设

计（论文）。我校共有 170 名教师参与了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工作，指导

教师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数比例约占 46.47%，学校还聘请了 114 位校外教师担任

指导老师。平均每位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为 5.86 人。通过规范、统一论文抽检工作，保

证了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3.4 教学改革

（1）聚焦课堂教学，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与创新。制定《安徽艺术学院关于进一步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3993&flowid=8313&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3993&flowid=8313&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3993&flowid=8313&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7536&flowid=11813&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7536&flowid=11813&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7535&flowid=11812&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9214&flowid=14504&offset=0&e_kindi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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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学中心地位的实施意见》《安徽艺术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安徽艺术学

院本科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试行）》《安徽艺术学院全面从严治教，提升教学质

量实施方案》《安徽艺术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办法》《安徽艺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

规程》《安徽艺术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经费管理补充规定》等文件，鼓励教师

开展教学改革与创新，提高教学质量。学校推行“以生为本、以用为先”人才培养理

念，施行“一生一案”个性化定制课表。统筹第一课堂、第二课堂育人机制，实施本

科生“导师制 ”“ 学业优长学生助教制 ”及英语分层教学，全学段推行“体育俱乐

部 ”教学，加大公共选修课供给侧改革，大幅提高公共选修课比例，激发学生学习内

生动力，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围绕“两性一度”金课标准，常态化开展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活动，不断培

养和提升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在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我校蔡正

兰教授团队荣获新文科正高组二等奖第一名的好成绩，实现学校在高校教师教学创新

大赛全国赛的新突破。各教学单位开展全员教研行动计划，通过集体备课磨课、相互

听课、研讨交流等方式，着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培养，

近年来，学生分获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学宪法讲宪法、全国美展、动漫设计、短视

频、微电影等国家赛事金奖或一等奖荣誉。

（2）加强校企合作，探索全方位育人新格局。学校通过与行业企业紧密合作，以

“OBE ”为指引，构建“ 能力 导向、素养为基、个性发展、合作培养 ”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一年来，建有以数字创意为重点的奇瑞数字创意产业学院，并与安徽省广

播电视台、安徽歌舞剧院、安徽文博院等省字号媒体、演艺单位及头部企业全面合作，

深化产教融合，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以“微专业”“微课程”“微项目”

建设为抓手，通过人才联合培养、平台共同培育、项目联合攻关以及共建微课程等方

式引进高水平工艺美术大师、行业企业专家到校任教。

（3）学校建有“劳动教育”国家级教学团队，“音乐表演器乐教学团队”“作曲

教学团队”“视觉传达设计主干课程群教学团队”“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主干课程群教

学团队”“黄梅戏表演与教学人才团队”“美术创作与教学实践创新领军人才团队”

“表演专业教学团队”“播音与主持艺术教学团队”等 8 个省级教学团队，以及 2个

省级思政课程教学团队，有力促进教学改革，推动专业发展建设。

我校获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3 项（最近一届）。2023-2024 学年我校教师主持建设

的国家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1 项，省部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35 项，建设经费达

122.00 万元。详见表 8。

表 8 2023 年我校教师主持省级及以上本科教学工程（质量工程）项目情况

项目类型 国家级（教育部）项目数 省部级项目数 总数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
0 2 2

其他项目 0 8 8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9214&flowid=14504&offset=0&e_kindi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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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国家级（教育部）项目数 省部级项目数 总数

实践教学基地 0 2 2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0 1 1

新文科研究与实践

项目
0 8 8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

流课程
0 2 2

线下一流课程 1 2 2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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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教学质量监控

4.1 教学管理队伍
4.1.1 结构与素质

（1）管理队伍结构合理，服务意识不断提升。学校重视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将高

学历、高职称、熟业务、擅管理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充实到各级教学管理岗位，教学管

理队伍结构合理、较为稳定。现有教学管理人员 41 人，校级教学管理人员 14 人，其

中高级职称 5人；硕士及以上学位 12 人，占比 85.71%。院部教学管理人员 27 人，其

中高级职称 18 人，占比 66.67%；硕士及以上学位 26 人，占比 96.30%。从事教学管理

工作三年以上人员占 81.48%。教学管理人员深入教学一线，通过校领导接待日、师生

座谈会、走访调研等渠道听取师生对教学管理与服务的意见与建议，积极解决存在的

问题，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

（2）强化管理人员培训，注重教学管理研究。积极组织教学管理人员到省内外高

校考察学习，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管理能力培训，鼓励教学管理人员开展教学管理研究。

2022 年以来，教学管理人员共参加考察交流、学习培训 287 人次。在《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教育发展研究》《重庆

高教研究》《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等知名学

术期刊上发表高水平教学管理论文百余篇。共获教学成果奖 44 人次，获国家级、省级、

校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示范管理服务育人岗表彰等奖项 51 人次，主持或参

与教研教改项目 116 人次，获批国家级一流课程 3 项，国家级一流教材 3部，促进了

教学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的持续提升。

4.2 质量监控
4.2.1 规章制度

（1）教学管理制度健全，教学管理有章可循。通过以评促建，完善了包括教学基

本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教学计划、教学运行、实践教学、学籍管理、教材管理、

教学质量管理等在内的一整套教学管理制度体系，覆盖了教学管理的各个方面，贯穿

于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学校及时修订教学管理制度，确保教学文件的科学性、适用

性、权威性。依靠制度管理，教学计划执行、教学任务下达、教学准备、课堂教学、

实践教学、教学检查、教学考核等环节的过程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2）严格执行管理制度，确保教学平稳运行。严格执行《安徽艺术学院全面从

严治教，提升教学质量实施方案》《安徽艺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程》《安徽艺术学

院本科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试行）》《安徽艺术学院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安徽

艺术学院排课、调停课管理暂行规定》《安徽艺术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办法》《安

徽艺术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安徽艺术学院课程考核规

程》《安徽艺术学院艺术实践类课程考核办法》《安徽艺术学院课程过程性考核实施

办法》等教学管理制度，规范教学大纲、教学考勤、课堂教学、作业实践、课程考核、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VL4ZuOZe71zw21rU7wBCLNP18s8ZkpCe50fRi08tN6A8CtoC9cehUEBmg4AC5AxCKy91xrs4ftIm4fH9M-S-A04KPM8fbjtsAU7XcAMZ-1A=&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VL4ZuOZe71ydPtdiVNp-Ky_WuKuIT0h8DyKkJZpff7pa7ubl9kgvtp_8xeB-QHZsIQOvjoYCdoQNU65SmCHGklC7DWII3q60fkVyAA7EOA8=&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VL4ZuOZe71wdrAn7Nwcc--K3mhR9XH614DIOYy22B1YCapAq-oYZeZ8orlBqc2UGJ9Pinwy_DgIobuUhRDMNSvQFHIFAYMXjB8Dcfet9EnU=&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VL4ZuOZe71wQ37STaHdOXi_n3uAJ2WFfC1YYvryQ12dTgHxF1HdFrHVo1HQOzX8SjeZuSNxxRjSFsawhYlc1WxIoyb1DFRFZxZKmgatU2_E=&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VL4ZuOZe71wQ37STaHdOXi_n3uAJ2WFfC1YYvryQ12dTgHxF1HdFrHVo1HQOzX8S8ySnVPRyiypTQt4W-vtGas6tNQWoZjFKRglvFohnhNs=&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VL4ZuOZe71wl95A6npnZ4cslzeADr38Uov9ofj63SaWmHO3QLyUYlvgIJ9P3uahRYu699TzybDxt5lDK5MXQ2RqzsYu1PKha5IwRk4j1r4A=&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VL4ZuOZe71wl95A6npnZ4cslzeADr38Uov9ofj63SaWmHO3QLyUYlvgIJ9P3uahRYu699TzybDxt5lDK5MXQ2RqzsYu1PKha5IwRk4j1r4A=&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VL4ZuOZe71wkxZd1S1LMGNpljPjEIPpvuG2sDDlVJ88ZUcZtUuhN4LTdrDf_DMZyyz_ydzzpe30NpF4ofB5kHk_g2njGxJZ2k_aYIrzn9fg=&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VL4ZuOZe71zt4Jq-DHNUKJgA6EM0JdBokxtncmZ66V-cstmjq2OvjYsMBq_HvxHS1OPP5XjAyNpl5Vx74K6KMzWrUzukJPf-Nk9GQatHJsQ=&uniplatform=NZKPT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2404&flowid=6822&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2404&flowid=6822&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7803&flowid=12467&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7803&flowid=12467&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2700&flowid=7330&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2700&flowid=7330&offset=0&e_kindi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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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等基本教学环节。加强授课计划、课程编制、调停课管理，组织开展日常教

学活动、教学材料检查和试卷、毕业论文（设计）、毕业实习手册、教学档案等专项

检查。定期召开教学工作例会，及时研究解决教学管理中的问题，对违反教学纪律、

发生教学事故的责任人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近三学年，调停课率持续下降，未

发生重大教学事故，教学运行平稳有序。

4.2.2 质量控制

（1）完善质量保障体系，积极开展教学评估认定。依据《安徽艺术学院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安徽艺术学院合格课程认定标准》《安徽艺术学院教

研室工作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对国家级、省级和校级一流专业、特色专业、专业

课程、教研室建设进行评估验收。目前，9 个专业通过了学士学位授予审核评估，完

成了 17 个专业、32 个教研室、467 门课程的专项评估认定。学校对通过评估认定的专

业、课程实施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督促专业建设和教研室管理工作不断提升。

（2）发挥数据平台作用，加强数字赋能教学。学校重视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监测作

用，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建立数据采集、填报更新、分

析反馈、立整立改各方面闭环式管理体系，有效运用国家数据平台指导学校办学发展。

根据年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围绕教师队伍、教学条件保障、专业与课程、质量管理、

学风建设、教学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性采取建设与改进措施。利用数据分析

报告指导教学资源调配，有效推进办学状态数据和资源配置联动，促进办学基本条件

改善和办学质量内涵不断提升。

（3）注重教学督查反馈，落实常态化质量监控。学校强化日常教学质量监控和专

项教学质量检查，构建常态化教学质量监控闭环体系。成立校、院（部）两级教学督

导和校级学生信息员队伍，现有校级教学督导员 5人、院系督导员 16 人和学生信息员

135 人。常态化开展期初、期中、期终“三期”教学检查，内容涵盖教学材料、教学

场地、教学设备、课后作业、实践实训、考试测评、毕业论文（设计）、毕业实习手

册等人才培养全过程和教育教学环节。持续实行领导干部推门听（看）课、教学督导

员随机听课和同行相互听课制度，定期开展师生教学座谈会，实行学生信息员周汇报

制度。设立校领导接待日，畅通校长热线信箱，多渠道收集教学信息和师生意见建议，

认真研究分析，及时反馈整改。2023-2024 学年校领导听评课 89 节，校院两级教学督

导听评课 459 节，中层领导干部听课 331 节，本科生参与评教 68330 人次。

期末课程评价的课程覆盖率达到 100%，实现定性定量相结合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

科学评价。学校把教学质量评价作为教师职称晋级、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于

排名前 15%和后 15%的教师，结合实际情况，分别予以教学奖励和教学单位领导个别谈

话提醒。由教务处、教学督导组、二级院系对排名靠后的老师进行“一对一”了解情

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指导、辅导和帮助意见建议，督促老师尽快改善教学方式、优化

课堂授课内容、丰富课堂教学手段、提升教学实践能力。学校根据制度对排名前 10%

外聘和兼职教师，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教学评价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和运用，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5818&flowid=10338&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5818&flowid=10338&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3731&flowid=7929&offset=0&e_kindid=all
http://oa.ahua.edu.cn/document/documentread/open.shtml?e_id=23731&flowid=7929&offset=0&e_kindi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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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促进学校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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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学生学习效果

5 学生学习效果

5.1 各类竞赛成绩突出

2023-2024 学年，我校高度重视学生学科专业技能应用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通

过培养学生的学科专业精神、激发学生的探索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深入开展

科技创新和各类学科竞赛活动，积极营造良好学风，取得了显著成绩。一年来，我校

学生学科竞赛获奖共 335 项（其中国际级 4项、国家级 216 项，省级 115 项），文艺、

体育竞赛获奖 126 项（其中国际级 10 项、国家级 30 项，省级 86 项），学生创作、表

演作品 102 项，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 80 项，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2篇，获得职

业资格证书总数 73 人。在第九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第十一届

“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我校学生分别获得一银七铜和银奖 3 项、

铜奖 12 项，取得历史性突破。学年内英语四、六级考试累计通过率 20.94%。

5.2 学生体质健康检测

学校严格落实国家对体育工作各项规定，深入贯彻《安徽艺术学院实施德智体美

劳“五大行动”，全面提高育人质量工作方案》文件精神，营造体育俱乐部与体育课

程教学有益互补的良好体育运动氛围，打造青春安艺、活力安艺、健康安艺。体育课

程设置科学规范，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各项活动，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加体育锻

炼、比赛交流和赛事活动。学校各类体育俱乐部在 2024 年全国啦啦操联赛、2024 年

中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2024 年合肥市第十三届运动会龙舟赛分获金银铜奖。

2023-2024 学年，学校共有 4221 名学生参与体质测试人数，测试合格人数 3962 人，

合格率达 93.86%。

各专业学生体质测试情况详见表 9。

表 9 分专业体质测试合格率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参与测试人数 测试合格人数 合格率（%）

050301 新闻学 444 423 95.27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189 182 96.30

130103T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93 82 88.17

130201 音乐表演 428 367 85.75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42 39 92.86

130204 舞蹈表演 531 526 99.06

130301 表演 429 408 95.10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165 158 95.76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0 0 0.00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475 452 95.16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159 154 96.86

130402 绘画 260 238 91.54

130405T 书法学 0 0 0.00

130406T 中国画 150 149 99.33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353 326 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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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参与测试人数 测试合格人数 合格率（%）

130503 环境设计 171 159 92.98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332 299 90.06

全校整体 / 4221 3962 93.86

5.3 毕业、就业情况

2024 年共有本科毕业生 1667 人，实际毕业人数 1661 人，毕业率为 99.64%，学位

授予率为100.00%。截至2024年 8月 31日，学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94.28%。

毕业生最主要的毕业去向是企业，占 84.16%。升学 52 人，占 3.13%，其中出国（境）

留学 17 人，占 1.09%。

各专业毕业生去向落实情况详见表 10。

表 10 分专业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毕业人数 去向落实人数 去向落实率

050301 新闻学 225 212 94.22

130201 音乐表演 207 194 93.72

130204 舞蹈表演 186 170 91.40

130301 表演 226 214 94.69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29 29 100.00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222 207 93.24

130402 绘画 170 156 91.76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99 191 95.98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197 193 97.97

全校整体 / 1661 1566 94.28

5.3.1 就业地区流向

从全国分布来看，毕业生在各省份的就业人数前三名分别是：安徽省，共有 1205

人，占总人数的 82.42%%；紧随其后的是江苏省，有 74 人，占比为 5.06%；第三名是

浙江省，53 人，占比为 3.63%。

5.3.2 就业行业流向

我校 2023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趋于多元化，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行业以 363 人

占据 25.78%的最高比例，位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教育行业，189 人占比 13.42%。第

三位是批发和零售业行业，180 人占比 12.78%。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毕业生的就业单

位行业分布具有显著特征，主要集中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教育。

5.3.3 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主要有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中初教育单位、机关、其他事

业单位等，共占参加就业人数的 82.63%。

5.4 毕业生及用人单位满意度

毕业生评价好，用人单位满意度高。据第三方调查机构安徽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调查结果显示，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7.30%，其中非常满意 60.48%，

满意 36.81%，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总体满意度为 98.14%。对学风建设满意度为 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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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满意度为 98.51%、能力与素质培养满意度为 96.74%、实习活动安排满意度为

94.87%、教学方法和手段满意度为 96.64%、课程设置满意度为 95.34%。

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满意度达到 97.55%。创新能力是用人单位招聘

时最注重的，也是我校毕业生表现最好的，其次是实际操作，另外一项是知识结构，

这和用人单位的需求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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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办学特色

6 办学特色

作为省内唯一综合性艺术类本科院校，学校坚持“以生为本、以用为先”的人才

培养理念，建有奇瑞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学院等一批产教融合平台，拥有文旅部中国非

遗研修基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分中心等一批国家、省级科研平台，

聚焦助力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文化事业繁荣，持续为文化、旅游强省建设输出艺术人

才。

6.1 “用”为先定位清晰

教育部教发函（〔2019〕59 号）指出，安徽艺术学院“定位于应用型高等学校，

主要培养适应区域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艺术类人才”。据此，学校确定了“地

方性、应用型、特色化”办学定位，将应用型办学理念列入“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人

才培养方案，积极构建“能力导向、素养为基、个性发展、合作培养”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精才艺、善应用”的应用型人才。

6.2 “徽”字牌特色鲜明

学校扎根安徽文化资源，开办“非遗”专业，填补我省专业设置空白，汲取“徽

黄庐泗花”地方戏资源强化“戏曲”学科建设，以“花鼓灯”为特色，打造“舞蹈”

学科名片。以新安画派、徽派版画艺术发展传承，丰富“美术”科学内涵，将安徽地

方音乐融入“音乐”学科人才培养，擦亮“徽”文化品牌，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人优我特”。

6.3 “微”专业服务发展

学校落实《关于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要求，

紧盯新兴产业优化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产业支撑度为 94.7%。以“微专业”“微课程”

建设为抓手，聚焦文旅演艺、数字创意、汽车产业（后市场品牌宣传）等产业，在霍

山布局安徽艺术学院迎驾艺术产业学院，与安徽演艺集团、奇瑞等行业头部企业深化

校企合作，努力做到“产业布局到哪里、人才培养就跟进到哪里”。

6.4 “才”汇聚厚积薄发

学校落实人才强省建设，实施“皖才回归”工程，推进“双百”人才引进，引育

特聘专家 13 人，聚集了一批黄梅戏、新安画派、新安版画、金石书法、安徽民歌等徽

学专家学者、青年英才。获批省级人才项目 63 项。2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教育部教

学指导委员会 1人，全国优秀教师 1人，4人获“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称号，6人获

评“江淮文化名家”，全校硕士以上教师占比 91.96%，为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人才支

撑。

6.5 “艺”思政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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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艺术学院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办学要求，发挥综合艺术资源优势，

课程思政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打造“艺术+思政”“思政+艺术”育人模式，创新艺

术思政育人品牌。近三年，以“光辉的足迹”“皖若春风，科教兴皖”“读红色经典，

做红色传人”等为主题的艺术思政课，走上省市舞台、走向国有企业、走进兄弟院校。

作为安徽省教育系统主题教育特色活动，安徽艺术学院艺术思政课在各高校巡演，参

演师生千余人，观众达数万人。学校立足大别山红色历史，为金寨干部学院定制沉浸

式艺术党课，传承红色精神，目前已举办 9期，受众 3000 余人。

基于艺术思政探索实践，我校教师在第十五届全国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研讨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集体备课会上提交的论文《文艺育德视域下艺“讲”

思政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获一等奖，《传承渡江精神，砥砺初心使命》荣获教育部

“领航计划”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本科组一等奖。我校师

生连续三届获得大学生讲思政课特等奖和一等奖。中国教育报以《用艺术之美点亮思

政之光——安徽艺术学院探索艺术思政课建设》为主题，对我校艺术思政课创新实践

进行了全面报道。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4-11/11/content_144743_17975786.htm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4-11/11/content_144743_179757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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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问题及改进

7 问题及改进

7.1 存在问题

安徽艺术学院坚持立德树人，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和国际交流合作等五大高校职能上全面发力。随着办学实力逐步增强，学校的社会知

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扩大，区域影响力持续提升，学校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

态势。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7.1.1 学科专业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学校 17 个本科专业中，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所占

比例还不高，各专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专业集群优势尚未体现出来，学科专业发展还

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应用型办学定位还需要持续加强，学校与相关企业的产学研合

作需进一步走深走实，推动教科研成果转化量质双提升。亟待构建以学科专业为基础

的高质量科研、高质量教研、高质量创作发展新格局，全面推进学校事业发展和高质

量人才培养产出。强化产业学院建设力度不足，与打造产教融合亮点品牌还有差距。

利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新技术赋能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课堂教学、艺术创作

还有较大空白。

7.1.2 科研成果创新需要进一步提升

与全国范围内的同类老牌院校相比，学校在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立项上还

存在一定的差距。“双百”计划引进的一批教授和博士科研引领科研创作作用发挥不

足。艺术领军人才引领科研创新、科学研究、艺术创作、成果产出上存在差距，学校

科研创作团队和集体优势尚未形成。需要进一步营造全员参与的科研氛围、构建积极

健康的科研生态环境，加强有组织科研引导，激发教师创新创造热情。

7.1.3 国际交流合作需要进一步拓展

学校近年来努力推进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但是在加强与国外优质院校资源对接，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上成效还不明显。需进一步健全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管理机制和

目标考核体系，推动与国外高校的合作与交流项目。全面推进学校高质量建设，为促

进创新型文化强省建设和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7.2 改进措施
7.2.1 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在已取得的学科专业建设成绩基础上，构建以高峰学科建设和特色专业建设为引

领的学科专业群。加大传统优势专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力度，突出建设重点，打造特色

和品牌专业。强化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立足学科专业、瞄准新兴产业，加大与行业

企业合作培养力度，引育高素质、强能力应用型师资队伍。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管

理、课堂教学、艺术创作、艺术实践实施路径。深化产业学院在应用型人才培养全过

程中的重要地位，构建学科专业引领、应用型教师保障、数字科技赋能、产业学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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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培养的育人全链条。切实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全面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安徽艺术学院贡献。

7.2.2 强化科研创新引领

加大科研创新力度，推动有组织科研落地生根。以国家级重大项目为目标，对标

对表，利用好学校学科专业建设成果，做好“两个结合”，集中力量进行科研攻关。

加大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研究、艺术创作奖励力度，以成果产出为导向，激发教师教

研科研创新热情。

7.2.3 拓展国际交流合作

科学谋划、深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全面研究国际交流合作指导性政策文件，有

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加强与国外优质院校资源对接，进一步健全国

际交流合作工作管理机制和目标考核体系，依据《关于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工作

的管理办法（试行）》，大力推动国外高校的合作与交流项目。全面推进学校高质量

建设，推动学校加快建成具有安徽文化特色、专业优势明显、特色学科国内一流的高

水平艺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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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

1.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100.00%

2.教师数量及结构

（1）全校整体情况

附表 1 教师队伍职称、学位、年龄结构

项目
专任教师 外聘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总计 286 / 169 /

职称

正高级 26 9.09 15 8.88

其中教授 22 7.69 9 5.33

副高级 95 33.22 42 24.85

其中副教授 87 30.42 33 19.53

中级 86 30.07 44 26.04

其中讲师 79 27.62 39 23.08

初级 14 4.90 22 13.02

其中助教 12 4.20 19 11.24

未评级 65 22.73 46 27.22

最高

学位

博士 41 14.34 6 3.55

硕士 222 77.62 110 65.09

学士 15 5.24 48 28.40

无学位 8 2.80 5 2.96

年龄

35 岁及以下 132 46.15 70 41.42

36-45 岁 100 34.97 64 37.87

46-55 岁 42 14.69 14 8.28

56 岁及以上 12 4.20 21 12.43

（2）分专业情况

附表 2 分专业专任教师数量情况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任教

师数量
生师比

近五年新

进教师

双师型

教师

具有行业企业

背景教师

130301 表演 21 27.10 11 6 6
130204 舞蹈表演 22 23.00 16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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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任教

师数量
生师比

近五年新

进教师

双师型

教师

具有行业企业

背景教师

130103T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8 19.13 5 1 0

130201 音乐表演 48 11.50 17 15 0
130402 绘画 15 39.13 4 1 0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0 54.40 4 5 0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16 33.94 5 6 3
050301 新闻学 12 46.00 5 2 0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16 22.94 9 7 0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8 26.88 3 1 0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13 16.77 6 4 0
130503 环境设计 10 23.80 2 1 0
130406T 中国画 11 20.00 7 1 0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7 41.57 4 2 0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

理论
10 7.90 2 4 0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

设计
7 13.00 6 0 0

130405T 书法学 4 10.00 3 1 0

附表 3 分专业专任教师职称、学历结构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任教

师总数

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教授
副

教

授

中级

及以

下

博

士

硕

士

学士

及以

下
数量

授课教

授比例

（%）

130301 表演 21 1 100.00 5 13 1 15 5
130204 舞蹈表演 22 2 50.00 4 16 3 17 2

130103T
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

护

8 1 100.00 2 4 3 4 1

130201 音乐表演 48 2 100.00 15 29 11 36 1
130402 绘画 15 0 -- 7 7 1 13 1

130502
视觉传达

设计
10 1 100.00 5 4 1 9 0

130508
数字媒体

艺术
16 0 -- 8 7 0 15 1

050301 新闻学 12 0 -- 1 11 0 12 0

130309
播音与主

持艺术
16 2 100.00 2 9 1 8 7

130304
戏剧影视

文学
8 1 100.00 3 3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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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11T
影视摄影

与制作
13 0 -- 3 9 1 11 1

130503 环境设计 10 0 -- 3 7 2 8 0
130406T 中国画 11 4 75.00 0 7 2 9 0

050306T
网络与新

媒体
7 0 -- 3 4 0 7 0

130203
作曲与作

曲技术理

论

10 1 100.00 3 6 1 9 0

130307
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
7 0 -- 1 6 1 5 1

130405T 书法学 4 0 -- 2 2 2 2 0

3.专业设置及调整情况

附表 4 专业设置及调整情况

本科专业总数 在招专业数 新专业名单 当年停招专业名单

17 17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戏剧影视文学,影
视摄影与制作,环境

设计,中国画,网络与

新媒体,作曲与作曲

技术理论,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书法学

4.全校整体生师比 15.7，各专业生师比参见附表 2

5.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元）10984.79

6.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万元）660.6

7.生均图书（册）60.36

8.电子图书（册）1023140

9.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平方米）24.49，生均实验室面积（平方米）

2.7

10.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元）2373.33

11.本科专项教学经费（自然年度内学校立项用于本科教学改革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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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专项经费总额）（万元）1242.3

12.生均本科实验经费（自然年度内学校用于实验教学运行、维护经

费生均值）（元）302.31

13.生均本科实习经费（自然年度内用于本科培养方案内的实习环节

支出经费生均值）（元）208.50

14.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900

注：学年度内实际开设的本科培养计划内课程总数，跨学期讲授的同

一门课程计 1 门

1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专业）（按学科门类

统计参见表 6）

附表 5 各专业实践教学学分及实践场地情况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实践学分 实践场地

集中性实

践环节

实验

教学

课外科

技活动

实践环

节占比

专业实

验室数

量

实习实训基地

数量
当年接收

学生数

050301 新闻学 22.0 36.0 0.0 40.0 3 0 6

050306T
网络与新

媒体
26.0 36.0 0.0 43.66 2 0 6

130103T
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

护

22.0 101.0 0.0 89.78 3 0 6

130201 音乐表演 20.0 45.0 0.0 49.43 1 3 310

130203
作曲与作

曲技术理

论

36.0 69.5 0.0 63.36 1 0 6

130204 舞蹈表演 30.0 73.0 0.0 64.38 16 7 282
130301 表演 30.0 69.0 0.0 66.44 0 12 265

130304
戏剧影视

文学
18.0 82.5 0.0 64.63 1 0 6

130307
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
20.0 80.0 0.0 65.79 3 0 6

130309
播音与主

持艺术
24.0 50.0 0.0 51.39 18 2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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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实践学分 实践场地

集中性实

践环节

实验

教学

课外科

技活动

实践环

节占比

专业实

验室数

量

实习实训基地

数量
当年接收

学生数

130311T
影视摄影

与制作
22.0 41.0 0.0 43.75 4 0 6

130402 绘画 26.0 73.0 0.0 66.0 2 4 51
130405T 书法学 24.0 67.0 0.0 57.59 0 0 6
130406T 中国画 26.0 68.0 0.0 63.51 4 0 6

130502
视觉传达

设计
22.0 96.0 0.0 89.39 1 8 81

130503 环境设计 22.0 108.5 0.0 90.31 3 0 6

130508
数字媒体

艺术
22.0 102.5 0.0 89.89 5 8 81

全校校均 / 24.24 70.47 0.00 64.46 15.06 3 70

16.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专业）（按学科门类统

计参见表 6）

附表 6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时、学分情况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学时数 学分数

总数

其中 其中

总数

其中

必修

课占

比

（%）

选修

课占

比

（%）

理论

教学

占比

（%）

实验教

学占比

（%）

必修

课占

比

（%）

选修

课占

比

（%）

130508
数字媒体

艺术
2856.00 84.31 15.69 8.54 75.77 138.50 82.31 17.69

130503 环境设计 3004.00 82.16 17.84 8.12 76.96 144.50 80.97 19.03

130502
视觉传达

设计
2676.00 86.85 13.15 9.12 74.14 132.00 84.47 15.53

130406T 中国画 2652.00 69.83 30.17 44.04 47.21 148.00 74.66 25.34
130405T 书法学 2824.00 78.75 21.25 43.09 49.82 158.00 79.43 20.57
130402 绘画 2728.00 70.23 29.77 40.98 45.82 150.00 74.67 25.33

130311T
影视摄影

与制作
2412.00 64.76 35.24 55.89 44.11 144.00 73.26 26.74

130309
播音与主

持艺术
2324.00 61.10 38.90 47.98 52.02 144.00 70.49 29.51

130307
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
2512.00 76.11 23.89 42.99 49.68 152.00 75.33 24.67

130304
戏剧影视

文学
2524.00 76.23 23.77 46.51 28.13 155.50 75.88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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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学时数 学分数

总数

其中 其中

总数

其中

必修

课占

比

（%）

选修

课占

比

（%）

理论

教学

占比

（%）

实验教

学占比

（%）

必修

课占

比

（%）

选修

课占

比

（%）

130301 表演 2346.00 74.42 25.58 36.06 63.94 149.00 74.83 25.17
130204 舞蹈表演 2406.00 75.73 24.27 37.82 53.87 160.00 79.06 20.94

130203
作曲与作

曲技术理

论

2316.00 75.47 24.53 47.28 28.20 166.50 78.68 21.32

130201 音乐表演 2218.00 74.75 25.25 46.08 53.92 131.50 79.09 20.91

130103T
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

护

2704.00 75.15 24.85 9.02 74.41 137.00 72.99 27.01

050306T
网络与新

媒体
2071.00 64.99 35.01 59.01 40.99 142.00 69.72 30.28

050301 新闻学 2240.00 66.07 33.93 61.61 38.39 145.00 73.79 26.21
全校校

均
/ 2518.41 74.37 25.63 36.60 53.64 146.91 76.44 23.56

17.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85.19%，各

专业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参见附表 3。

18.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4.73%。

19.各专业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及其使用情况参见附表 5。

20.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99.64%，分专业本科生毕业率见附表 7。

附表 7 分专业本科生毕业率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毕业班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率（%）

050301 新闻学 225 225 100.00
130201 音乐表演 208 207 99.52
130204 舞蹈表演 186 186 100.00
130301 表演 230 226 98.26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29 29 100.00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222 222 100.00
130402 绘画 171 170 99.42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99 199 100.00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197 19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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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毕业班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率（%）

全校整体 / 1667 1661 99.64

21.应届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率 100.00%，分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见附表 8。

附表 8 分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毕业人数 获得学位人数
学位授予率

（%）

050301 新闻学 225 225 100.00
130201 音乐表演 207 207 100.00
130204 舞蹈表演 186 186 100.00
130301 表演 226 226 100.00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29 29 100.00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222 222 100.00
130402 绘画 170 170 100.00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99 199 100.00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197 197 100.00
全校整体 / 1661 1661 100.00

22.应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4.28%，分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见附表

9

附表 9 分专业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毕业人数 去向落实人数 去向落实率

050301 新闻学 225 212 94.22
130201 音乐表演 207 194 93.72
130204 舞蹈表演 186 170 91.40
130301 表演 226 214 94.69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29 29 100.00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222 207 93.24
130402 绘画 170 156 91.76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99 191 95.98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197 193 97.97
全校整体 / 1661 1566 94.28

23.体质测试达标率 93.86%，分专业体质测试合格率见附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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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分专业体质测试合格率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参与测试人数 测试合格人数 合格率（%）

050301 新闻学 444 423 95.27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189 182 96.30
130103T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93 82 88.17
130201 音乐表演 428 367 85.75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42 39 92.86
130204 舞蹈表演 531 526 99.06
130301 表演 429 408 95.10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165 158 95.76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0 0 0.00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475 452 95.16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159 154 96.86
130402 绘画 260 238 91.54
130405T 书法学 0 0 0.00
130406T 中国画 150 149 99.33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353 326 92.35
130503 环境设计 171 159 92.98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332 299 90.06
全校整体 / 4221 3962 93.86

24.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5.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6.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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