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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专业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以伊犁师范大学为例 
张枥心 

（伊犁师范大学  新疆伊宁  835000） 

【摘  要】国家大力度推进学校美育工作，这对于伊犁师范大学艺术专业而言是大好的机遇，同时也是一次重大挑战。当前，艺术

专业教学质量不太乐观，如何保证和提高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是值得深思的事情。本文在对艺术学院教学质量现状进

行调研的基础上查找制约教学质量提升的因素，进行原因剖析，最终给予提升艺术专业教学质量对策，为保障该专业教

学质量提供有效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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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Art 

Major 

—— takes Yili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and a great challenge for the state to promote the art major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At present,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art major is not too optimistic. How to ensur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art major is worth thinking 

about.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school of Art,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finally gives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art major,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ensur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i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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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5〕71 号文件，对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工作做了要求部署，

其中对创新艺术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更高要求。面对新发展机遇，伊

犁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需紧密结合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品德高尚、政治合格、基础扎实、视野开阔、

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师资及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应用

型、复合型人才。时代重任已交付于艺术学院，培养高质量的艺术

人才任重道远。 

1  伊犁师范大学艺术专业教学质量现状 

1.1  学生毕业率不高，不能按期毕业的学生比例较高 

2019 届毕业生总人数：236 人，其中毕业 180 人，结业 57 人，

未取得毕业证人数达 24.15%；2018 届毕业生总人数：183 人，其中

毕业 130 人，结业 53 人，未取得毕业证人数达 29%。 
1.2  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较薄弱 

据一些相关实习单位、用人单位反馈，部分实习学生、毕业生

不能够胜任所安排的实践活动，组织策划缺乏自信。 
1.3  学生学习氛围不够浓厚 

学生考研率较低。晚自习、周末时间，琴房、画室、设计专业

教室等场所进行专业学习的学生较少，甚至有的教室空无一人。 

2  制约伊犁师范大学艺术专业教学质量提升因素分析 

2.1  管理梯队薄弱，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艺术学院中层管理梯队力量薄弱，不够重视中层管理梯队的建

设，教学质量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没有将对中层梯队建设的认识，

提高到对提升教学质量促进作用的高度上。缺乏对中层管理梯队的

激励机制，致使教育教学活动不能落到实处。 
2.2  艺术学院师资队伍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专任教师 66 名，其中博士 4 人、硕士 55 人、本科 7 人；教授

5 人、副教授 14 人、讲师 29 人；初级及以下 18 人；30 岁以下有

12 人、31～35 岁有 13 人、36～40 岁有 14 人、41～45 岁有 11 人、

46～50 岁有 13 人、50 岁以上有 3 人。 

师资队伍现状分析：一是教师职称偏低，分布不均匀。中级及

以下职称 47 人，占教师总数的 71%；二是师资队伍过于年轻化，

45 岁以下教师 51 人，占教师总数的 77.3%，没有形成合理的教师

梯队；三是教师数量不足，目前在校学生 1523 人，专任教师 66 人，

生师比例过高，不符合国家教育部艺术生培养要求；四是教师学缘

结构单一，虽然教师来自 14 个省份（含国外），19 所高校，但来自

疆内高校 17 人、西北其他省份 7 人，合计 24 人，占比 36.4%，专

任教师来源不够广泛，缺乏教育发达省份的专业毕业生。教师来源

比较集中，尤其东北师范大学较为突出（该学校为伊犁师范大学对

口援疆高校），29 人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占教师总数 44%，存在“近

亲繁殖”现象，学缘结构单一，不利于教育质量提高。 
2.3  艺术学院生源单一，其中主要生源缺乏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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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伊犁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目前在校生为 1523 人，共设 7 个

本科专业，生源主要以疆内为主，疆内生源占比 80%，疆外生源主

要涉及西北、中原地区，疆外生源占比 20%。教育较发达省份地区

的生源近乎没有。 

选取 18 级七个专业 206 名学生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疆内生源

145 人，占抽样总人数 70.4%，疆外学生主要分布于甘肃、山东、

河南、江西省份，共计 61 人。对班级中历年成绩排名前十的学生

生源进行统计得出，新疆生源的学生在班级排名前十的只有 30 人，

占新疆生源总人数 21%。疆外生源的学生在班级排名前十有 40 人，

而疆外生源只有 61 人，占疆外生源总人数的 66%。其中山东省生

源学生总人数 16 人，在班级排名前十的就有 13 人，占山东生源总

数的 81.25%。由此基本得出，疆外生源学生学习状况、效果、质量

总体上要明显好于疆内生源的学生。目前艺术学院招生对象，主要

还是以疆内生源为主，从学生总数上看，疆内生源占比 80%，学生

的生源质量也是影响教学质量的一个必然因素。 
2.4  艺术学院教学投入不足，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 

2.4.1  刚入职年轻教师承担主要教学工作任务 

由于师资力量缺乏，很多课程都安排给了刚入职的年轻教师，

由课表中可以看出，有的年轻教师一学期安排了 4～5 门的课程，

无形中给教师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年轻教师缺乏课堂教学经验，教

师们还处于正在学习如何进行课堂讲授的阶段，就直接晋级到承担

主要教学任务的队伍中。 

2.4.2  重科研轻教学的矛盾比较突出 

目前职称评聘条件在教学方面有相关的规定，但并没有作为主

导力量，作为一个主要职称评定的一个指标内涵。而科研认定则是

一个硬条件，往往职称评定中满足教学工作量之后，主要的观测点

便是这个教师的科学研究能力。在这种制度的导向下，科研与切身

利益挂钩，没有教师不敢不重视科研。面对高级职称的教授们，教

学工作只能带来微薄的课时费，而搞科研则会带来较为丰厚的经济

收入，同时还有无形的荣誉与社会地位。由此，教师们愿意花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搞科研，而不愿去琢磨如何上好一堂课。 
2.5  艺术专业实践教学投入力度不够。 

艺术专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艺术学科是应用性较强的学科，

在课程设置上也以技能性、技艺性、表现性课程为主，实践性是体

现艺术教育特点的重要因素。实践教学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艺术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近两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艺术学院专业实践教

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大部分场地只是为课堂教学使用，

这是最基本的投入，而课外实践场地没有被实际利用起来，学生的

专业实践能力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培养。 

3  伊犁师范大学艺术专业教学质量提升策略 

3.1  加强中层梯队建设与艺术教育质量的体系建构 

3.1.1  加强中层梯队建设，保障艺术教育质量落到实处 

第一，进一步强化艺术专业中层管理梯队地位作用。加强教学

管理队伍建设，提高教学管理人员地位和待遇，提升管理人员的认

同感、自我价值感，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个人发展机会，满

足其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 

第二，进一步完善艺术专业教学管理队伍建设机制。①健全考

核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实行日常考核为主、年终考核为辅的考核

方式。主要考察工作完成情况、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工作创新等

指标内涵。②健全奖惩制度。对考核优秀的教学管理人员在物质上

和精神上给予奖励，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对考核不合格的人员给予

惩戒措施。设立教学管理工作优秀奖，对于年度教学管理工作表现

突出者予以表彰。 

第三，进一步加大艺术专业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教学管

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直接影响教学管理质量。要根据学校

实际情况制定培训计划，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定期进行专业

化、系统化的培训，提升队伍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3.1.2  强化中层梯队的艺术教育质量意识 

艺术专业存在其特殊性，从事艺术专业教学管理人员不能忽视

其特殊性，不能照搬其他专业管理模式。合理的采用柔性管理模式，

高效发展艺术专业教学管理。艺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要

想使得艺术专业能够凸显出其特性，就需要保障管理不能够过于死

板，死板的管理模式对于艺术教育有着极大阻碍作用，限制了艺术

教学的自由，违背了艺术专业教学发展的规律。 

从事艺术专业教学管理人员需要不断加强艺术教育理念的学

习，不是简单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办办业务即可，管理人员需要

掌握艺术教育规律，了解艺术教育特点，专业学生特性。可以聘请

专家或者具有丰富艺术专业管理经验的知名教授，到学校进行专题

讲座、研讨会等活动，拓宽教学管理人员的眼界，提升教学管理人

员的艺术素养。 
3.2  合理优化艺术专业师资队伍结构，完善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3.2.1  完善教师聘用机制，分类解决师资队伍结构性矛盾 

艺术学院师资队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是历史存在的问题，不

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面解决，因此，学院需要克服急功近利和简单急

躁思想，按照问题的轻重缓急予以解决。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杜绝盲目招聘。改变过去那种为解决某专业紧缺教师而

盲目招聘的状况；放宽年龄限制，对高学历特殊紧缺人才适当放宽

年龄限制。 

第二，扩大教师招聘范围。①强化专业内涵建设，提高专业社

会知名度，可以吸引优质人才到校任教；②改变招聘方式，变“被

动”招聘为“主动”招聘。 

第三，吸引社会优秀人才兼职从教。暂时解决艺术专业教师数

量不足问题。需要注意外聘兼职教师数量不可太大，否则会直接影

响正常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3.2.2  完善相关教师管理制度，营造教师成长良好环境 

高校管理体制是否合理直接会影响到师资队伍的健康发展，影

响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创新思维的形成。因此，对现有相关管

理制度进行规范，清除管理制度中的弊端，对高校师资队伍质量提

升有着重大意义。对此，建议对以下问题进行调整： 

第一，树立以教师为主体地位的思想，转变职能部门管理模式。

学校相关管理制度均应围绕有利于学校发展和保障教师权利制定，

以此提升教师献身教育的自觉性。 

第二，根据师资队伍建设需要，制定相关管理办法。①招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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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把考察政治素质放在首位，建立全方位的考察制度，摒弃只重

视文凭忽视师德师风政治素质的考察办法；②职称评定中按照科研

型、教学型、教学科研型分类下达评审指标，制定相应的评审标准。

其中教学型要凸显教学效果对职称评定的重要影响地位。 

3.2.3  建全教师考核激励机制，促进师资队伍健康发展 

第一，建立合理的教师考核评价机制。2020 年 10 月 13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其中对改

革教师评价作出指导意见：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突出教

育教学实绩；强化一线学生工作；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在总体

方案的指导下，要把握考核评价的基本原则，全面考核教师的师德

师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专业发展等内容。加强教

学质量评价工作，实行教师自评、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督导评价

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 

第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完善教师晋升制度、奖惩制

度，满足教师多重需求，提升归属感，提高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使命

感和贡献力。 
3.3  拓宽艺术招生渠道，多方吸收优质生源 

3.3.1  重视招生宣传，扩大学校知名度 

创新艺术专业招生宣传模式，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快捷、直观、

全面的展示艺术学院专业教学风貌，多渠道与家长和考生进行沟

通，做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让考生和家长近距离直观

的了解艺术专业、认可艺术专业，进而吸引优质生源。 

3.3.2  提升就业率，实现招生和就业的良性循环 

加强校企合作，建立艺术实践基地，让学生走出校门，拓展艺

术实践能力，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校企合作也可以帮助学院及时

了解社会艺术专业人才需求动向，把人才培养和输出有效结合起

来，有力提高了艺术专业学生的就业率，进而吸引优质生源。 
3.4  课堂与课外的工作室管理，提升学生艺术实践能力 

3.4.1  成立工作室，引入工作室制度，营造专业氛围 

目前艺术学院结合各专业特性已建成 17 个不同形式的艺术实

践工作室（实验室），使用面积达 5438 平方米。在工作室管理及运

作中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实行导师制工作室管理机制。在导师制工作室教学模式

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教师可以与学

生进行平等的交流、讨论和艺术实践创作。通过工作室，师生之间

零距离接触，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从而提升学生的艺术实

践能力。 

第二，结合各类工作室特点制定详细艺术实践教学计划。工作

室教学区别于传统教学，教学方式可以更为丰富，教学过程要根据

专业特点、学习规律、创作形式来决定教学工作的内容，由深入浅

的建立相应的教学方法，实践与理论教学相结合，从而使学生能够

趣味学习。 

3.4.2  产、学、研联合发展，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提升大学生

“双创”教育 

校企合作共同创建工作室。在实施专业实践活动时，校方提供

场所和平台，企业提供机会和任务。企业为工作室提供一些优质资

源，如教师团队、实践机会以及一些行业发展信息等，丰富学生的

实践经验，拓宽学生的视野。学校和企业合作，借助“产、学、研”

项目任务，更好地完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目标，提升学生艺术实

践创新能力，带动就业率。 

4  结语 

提升教学质量是高校一个永恒的话题，加强教学质量管理是

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我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管理尚未实现

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教学管

理滞后将阻碍学校整体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推进管理创

新，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管理

新模式、新方法，推进教学质量提升。本文分析制约艺术专业教

学质量提升因素，提出提升教学质量对策，希望能为保障我校艺

术专业教学质量提供建议思考，促进伊犁师范大学教育事业稳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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