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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截至 2023 年 6 月高职（专科）全日

制在籍生 14026 人，中职班全日制在籍生 891 人，技师学院全日

制在籍生 659 人；兼有舞蹈教室 6 个、音乐教室 9 个。

二、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艺术课程实现全覆盖多样化

学院非常重视艺术课程建设，在全院范围开设艺术类公共课，

注重课程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开设了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

多种类的相关课程，以满足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在艺术相近专业

里将艺术课程覆盖课程体系的全方向。开展艺术讲堂，请专家进

校园，全院普及传统文化的知识，提升文化自信，培养专业素养。

1.公共课（必修+限选+选修）

在全院范围内开设了公共必修课《美育》、公共限选课《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共选修课《聆听心声：音乐审美心理分析》

《舞台人生：走进戏剧艺术》《中华传统文化之戏曲瑰宝》《中华

文明礼仪》等音乐、戏剧、戏曲、非遗文化鉴赏类课程，供学生

线上线下学习。

线下课程

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课程内容 学习要求 课时 学分

至少包含艺术导论、音乐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 32 2



公

共

必

修

课

美

育

鉴赏、 美术鉴赏、影视鉴

赏、戏剧鉴赏、舞蹈鉴赏、

书法鉴赏、戏曲鉴赏八类

课程中的一类。

高雅的审 美品位，提高人

文素养；发展形象思维，培

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

高 感受美、表现美、鉴赏

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德

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

公

共

限

选

课

中华

优秀

传统

文化

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特征和基本精神、儒释道

思想、中国古代文学、中

国传统艺术、中国古代科

技、中国传统节日和古代

礼仪及生活方式等。

使学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的内容，理解中华文化蕴含

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

道德规范，提升文化涵养，

丰富校 园文化。

16 1

线上课程

2.专业课（基础+技能+选修）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开设了 2 学分的乐理与视唱专

业基础课；12 学分的舞蹈与舞蹈创编、钢琴、创意美术专业技

能课；并提供了 6 学分的声乐、即兴伴奏、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专

业选修课。培养学生的绘画、音乐、舞蹈等专业技能。

动漫制作技术专业开设了 12 学分的素描速写、动画色彩构

成、平面软件设计基础等专业基础课；42 学分的动画设计与制

作、动画运动规律、影视编辑技术、三维动画设计、插画设计、

摄影与摄像、Maya 动画制作、定格动画实训等专业技能课；10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教师 机构 职称
学

分

学习

平台

公共选修课

聆听心声：音乐审

美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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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

院
教授 3

超星

学习

通

舞台人生：走进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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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

中央戏剧学

院
教授 3

中华传统文化之戏

曲瑰宝

汪人元

等

中国戏曲音

乐学会
副会长 1

中华文明礼仪 张春霞
烟台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2

微知

库



学分的中国书画、动画赏析、动漫衍生品设计、剪纸等专业选修

课，培养学生的动漫制作能力。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开设了 15 学分的素描、平面设计软件训

练、影视剪辑技术、影视特效制作技术等专业基础课；32 学分

的平面设计与制作、二维动画制作、微视频拍摄与制作、三唯动

画设计与制作、UI 设计、数字摄影实训等专业技能课；提供了 4

学分的中国画、商业插画专业选修课，培养学生的影视制作和绘

画设计能力。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开设了 16 学分的服装设计表现、服装

设计专业技能课；14 学分的服装摄影、形象设计、服装图案与

色彩、服饰礼仪、服装配饰等专业选修课供学生学习。培养学生

的时装绘画能力、色彩表现技法、服装色彩搭配等能力。

市场营销专业（技校）开设了两个学期的《网店美工》专业

技能课，共计 140 课时 8学分。旨在培养良好的视觉审美与色彩

搭配能力，具备较高的艺术欣赏眼光与审美能力；能完成美工图

制作，解决美工问题。

空中乘务专业开设了形体训练、化妆及职业形象塑造等专业

基础课共 14 个学分。旨在塑造优美形体、得体专业的形象。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提供了创意美术、摄影艺术 4 个学分的

专业选修课供学生选择，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审美水平。

3.艺术讲堂

（1）人文素质大讲堂



第一讲“国粹京剧之美”邀请了烟台市文化艺术中心 30 位

京剧表演艺术家和演职人员进入校园，为全院师生带来了一次视

听盛宴和文化大餐。活动通过学院抖音公众号开展线上线下同步

课堂，在全院范围内开展，现场参加活动的师生代表共 700 多人。

京剧进校园，让师生深刻地感受到京剧艺术的感染力，真切体会

到京剧国粹的无限魅力。

（2）“高雅筝乐进校园”讲座

航空服务系面向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邀请校外专家，

开展古筝技能培训讲座，聆听古筝名曲，了解传统乐器古筝的知

识、弹奏技巧、学习态度以及专家的成长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升

师生的音乐素养和专业技能，增强幼儿专业全体师生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自信，激发师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情与信念。



（二）艺术社团数量多比例大

学院建有大学生艺术团、“薪传礼仪”社团、创新创意社团、

剪之韵社团、胶东红色文化研习社、乐府吟诵社、旋风醒狮堂、

研磨时光电影社、鹰之扬腰鼓、玉茧美工社、云想衣裳社等 10

个学生艺术社团，占比社团总量的 30.6%。每个社团分别配有学

科专业教师、专业辅导员在内的两名指导教师，为社团提供专业

的指导和引导。

（三）艺术活动精彩纷呈

1.艺术团课

“传承五四精神 诗颂青年信仰”主题艺术团课旨在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自找苦吃”的嘱托，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

把个人的选择与国家和时代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踔厉奋发、不

懈奋斗,与新时代同向同行,为国家贡献青春力量。院系两级团干

部、青马班学员、团员代表共计 700 余人参加本次活动。



2.朗诵比赛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第十五届经典诗文朗诵比赛分

为中职学生组、高职学生组、教职工组三个组别，覆盖全院师生。

15 届经典诵读比赛一路走来，通过诵读经典、感悟经典，营造

了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3. 职教周成果展

艺术类专业课程以“项目创意制作设计”为任务驱动，贯彻

“做中教，做中学”的理念，激发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突出了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凸显了职业教育技能魅力。

4.合唱比赛

“学思践悟二十大，踔厉奋发向未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红歌合唱比赛邀请了校内外音乐专家担任评委，800 名



师生参与合唱。全院师生通过合唱这一集体艺术表现方式，回顾

党的光辉历程，感受党的伟大成就，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

因，增强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

热情。



5. 书法大赛

举办规范汉字书写大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同学们的

综合素养，营造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

（四）艺术成果丰硕

1. 亮相第二届“中国（山东）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

学院的非遗艺术博物馆工坊师生现场展示掐丝镶嵌技艺、文

创作品、创意书法作品、传统礼仪表演等，齐聚亮相，向社会展

示了博物馆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现场吸引了众多市民朋友的目

光。校园风景、画美烟台、好学君等以非遗元素设计的系列文创

作品，创意十足又符合当下潮流，展示了我系非遗美育成果。



2.学院非遗文化育人经验被省教育厅“战线联播”栏目报道。

学院大力开展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和弘扬，系统规划

“新六艺”美育+课程场。着力推动非遗文化“进校园、进课堂、

进社团、进社区”；着力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校地共建共

创共享“非遗艺术博物馆”；遵循学校党委确定的“让非遗走进

新青年 让青年匠造新非遗”的育人定位，弘扬家国情怀，传承

美德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丰富人文生态。



3.在第十三届烟台国际葡萄酒博览会“葡酒杯”文创大赛上，

荣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

4.在 2023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3D

数字游戏艺术赛项中获国赛决赛团体三等奖。

5.在第三届“山青之星”山东省青少年风采展示活动中获得

绘画、书法、手抄报项目的三等奖 5 项，优秀奖 2 项。



（五）艺术服务社会

1.非遗推广

联合亚东柒号工业博物馆共同开展非遗体验主题活动，吸引

了 200 组家庭报名参加，现场气氛热烈。学院的非遗艺术博物馆

成立以来，剪纸、彩塑、面塑、雕刻、版画等各式非遗活动陆续

开展。博物馆将积极探索与烟台黄渤海新区相关文化场馆的合作

方式，继续开展系列非遗传承体验活动，不断扩大非遗艺术的影

响力，让更多居民感受到非遗艺术之美。



2．美化社区环境

走进社区，借助石墩发挥想象力，为平凡的石墩披上了新衣。

这些可爱的石墩成为了社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活动提高了学生

的动手实践能力，美化了社区环境。

带着非遗掐丝技艺走进海信社区，开启一场非遗体验文化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