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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文 化 旅 游 职 业 学 院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2022-2023 学年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一、基本情况

学院目前在校生三年制高职层次学生 3645 人，五年一贯制

1919 人，专职艺术教师 13 人（含专业课教师），兼职艺术教师

7 人，开设五年一贯制层次教学班 42 个，三年制高职教学班 79

个，舞蹈教室 2 个，音乐教室 3 个。

二、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艺术课程建设

1.艺术课程体系建设

学院严格落实省教育厅要求，构建起公共艺术必修课＋艺术

类公选课＋艺术专业课的课程体系。坚持课堂教学、课外活动、

校园文化、艺术展演四位一体实施模式，推动形成具有文旅特色

的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艺术教育体系。

（1）公共艺术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程建设情况

公共艺术课程是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素

质人才而设立的必修课程，是高职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对

于提高审美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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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院学生均开设公共艺术课程，32 学时、2 学分，具体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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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求及学时分配如下：

必修模块课程内容、要求及学时分配表

序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1
艺术

导论
了解艺术的本质与功能以及艺术的分类

小组探究、

拓展提升
2 0

2 音乐

聆听、欣赏中外经典名曲，了解音乐创作背景

和表现的丰富性，体验音乐美感，感受音乐魅

力，愉悦身心健康，培养音乐爱好。感受中国

民族器乐曲，深入理解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

合作探究、

视频学习、

器乐感知、

拓展提升

2 2

3 戏剧
欣赏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的代表作品，

了解中外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家及贡献。
视频学习 2 2

4 绘画
欣赏中国绘画传统美术，认识重要的美术家及

其代表作品和贡献，感受中国传统美术独特的

表现形式、艺术风格。

视频学习、

教师示范、

体验感知

2 2

5 雕塑

欣赏中外优秀雕塑，了解其主要流派、艺术风

格、审美特点和文化特征，认识重要的美术家

及其代表作品和贡献，比较、分析多元文化的

中外美术表现。

合作探究、

视频学习、

拓展提升

2 2

6 建筑

欣赏中外优秀建筑，了解其主要流派、艺术风

格、审美特点和文化特征，认识重要的美术家

及其代表作品和贡献，比较、分析多元文化的

中外美术表现。

合作探究、

视频学习、

拓展提升

2 2

7 书法
欣赏中国书法、篆刻等传统美术，认识重要的

美术家及其代表作品和贡献，感受中国传统美

术独特的表现形式、艺术风格。

视频学习、

教师示范、

体验感知

0 2

8 舞蹈
通过欣赏中国民族民间舞，了解其基本表现形

式、艺术风格、审美特点和文化特征，理解并

热爱中国民族舞蹈文化。

视频学习、

体验感知
2 2

9
电影

赏析

学习内容由影视基础知识与技法、影视评论、

微电影创作等组成。 赏析中外优秀经典影视作

品，感受影视艺术魅力，正确审视影视文化现

象，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

俗、媚俗；了解影视艺术的构成要素和主要表

现手段在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和表现矛盾冲突

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掌握影视欣赏的一般方法；

学习运用影视艺术创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

合校园生活与专业学习，尝试进行微电影创作

活动。

合作探究、

视频学习、

体验感知

2 2

学时总计
16 1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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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课程包括《艺术导论》、《音乐鉴赏》、《绘画鉴

赏》、《影视鉴赏》、《戏剧鉴赏》、《舞蹈鉴赏》、《书法鉴

赏》、《雕塑鉴赏》、《建筑鉴赏》等模块。学院根据学科建设、

所在地域等教育资源的优势以及教师的特长和研究成果，开设各

种具有特色的公共艺术选修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

不同兴趣和需求。公共艺术选修课程包括：《戏剧赏析》、《世

界遗产在中国》、《摄影技术》、《剪纸技艺》、《中华茶艺》、

《插花艺术》、《中国陶艺》、《漫画艺术》等。

具体开设内容、要求及学时分配如下：

序号 教学模块 参考学时 学分设计

1 戏剧赏析 16 1 学分

2 摄影技术 16 1 学分

3 剪纸技艺 16 1 学分

4 中华茶艺 16 1 学分

5 插花艺术 16 1 学分

6 中国陶艺 16 1 学分

7 漫画艺术 16 1 学分

8 世界遗产在中国 16 1 学分

学时总计：16 学分设计：1

（2）专业课程建设情况

文化创意系结合专业特点，开设相关艺术专业课程。广告艺

术设计专业开设设计素描、平面构成、设计色彩、插画设计等艺

术专业课程，共 52.5 学分。教授学生掌握平面广告和品牌形象

设计等专业知识，具备设计语言表达、创意设计表现和品牌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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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能力。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开设摄影摄像基础、色彩构成、摄像技术

与艺术等专业课程，共 19 学分。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摄影摄像、

影像后期处理等专业技术知识。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开设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课程，共

12 学分。培养学生掌握影像制作、栏目包装、数字剪辑、调色、

等专业知识和技能，具备动态影像制作与运用能力。

旅行与康养管理系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开设乐理与

视唱、婴幼儿舞蹈、婴幼儿歌曲弹唱、儿童剧创编、婴幼儿简笔

画“一歌一画”等专业课程，共 22 学分。培养学生掌握婴儿托

儿幼儿教育绘画、音乐艺术素养等美育方面的相关知识。

烹饪与营养系开设烹饪工艺美术课程，研究以食用为目的的

色彩和造型的表现艺术，增长学生烹饪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提

高审美情操和精神素质，更好地弘扬中国饮食文化传统。

适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充分调研论证，根据学生专业学习

基础，制定分类培养人才培养方案。有效利用校企合作优势，重

在培养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理论与实践结合，实践与实训项目结

合，社团活动与校园服务结合，利用校内实训中心地理位置优势，

有效开展学校与企业资源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积极开展主题讲

座，专业交流活动等。以展促赛、以展促教，组织师生办展、参

展、观展，提高师生的专业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

2.第二课堂艺术活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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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传统节日、重大时间节点开展各级各类艺术活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传统节日与现代文明结合,对学

生进行主题教育。以“文化艺术月”为契机构建五育并举的育人

体系，发挥美育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人文素养。

以建党、建团为契机开展一系列主题演讲、朗诵、读书等活

动，充分发挥第二课堂艺术活动在思想引领和实践育人方面的作

用，引导文旅青年学子赓续红色基因，营造积极向上、格调高雅

的校园文化氛围，展现青年学生的担当使命。

依托书画社团，电气与动力工程系举行了“笔端书春日，瑞

雪迎万福”的书写“福”字活动，在浓墨飘香中构建艺术雅趣校

园的同时为师生迎新年增添了节日氛围。旅行与康养管理系开展

了“执笔书经典 古韵逸书香”书法比赛，培育学生内涵素养。

组织开展“爱在春天‘礼’”校园赠衣活动、“变废为宝·旧

物展新颜”手作展览会、2023 届毕业生汇报演出，培育学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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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享美创造美的能力；引导学生参加“仲春四月·绿色回收”校

园废品回收活动，让学生“劳”有所获，赋能学生快乐成长。

充分利用职教周，结合专业特色开展各类艺术活动。5 月，

旅行与康养管理系举行“高雅艺术进校园”国际舞蹈（体育舞蹈）

讲座，邀请中联艺术研究院的刘芹芹老师及她的团队为同学们带

来了一场丰富生动的国际舞蹈讲座，开阔学生的视野。依托创意

餐巾折花社团，组织开展唯美灵巧的手指“舞”--创意餐巾折花

竞赛，开拓学生艺术创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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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开展

旅行与康养管理系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组织学生参

加黄河九省传统文化绘本活动，提交作品 60 套，选出优秀作品

十五套参加省赛；积极参加烟台国际葡萄酒博览会绘酒瓶活动及

传统文化艺术品展览工作，喜迎二十大优秀作品展和践行二十大

宣传画展。

为更好推广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参与宣传烟台酒文化，展

示学生专业技能，旅行与康养管理系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将诱人

可口的鸡尾酒带至海滨广场，“父爱”“日出”“蓝色玛格丽特”

等各式各样的特调吸引了大批消费者。



8

文化创意系“蒲公英”墙体彩绘赋能乡村振兴服务团结合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前往烟台市栖霞市亭口镇，开展墙体彩

绘社会实践。将文化美育和乡村振兴相结合，深挖当地文化、结

合当地特色，利用墙绘表达保护生态环境、节约粮食资源、共建

美好家园的观念，传递积极向上向善向美正能量，助推当地美丽

乡村建设。

4.重点项目推进

开展“绘和美乡村”志愿服务项目，精准对接烟台市 20 余

个乡镇，面向乡镇内孤寡老人群体，拓展出“1+2+3+4”志愿服

务模式，即“挖掘本土特色产业和文化资源优势”为一个核心，

依托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两项活动平台，主要通

过“主题墙体彩绘、文化公益培训、文创产品设计”三种服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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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构建“政行企校”四层次合作网络体系，进一步激发优秀传

统乡土文化活力，立意深远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大步向前迈

向“乡村振兴”，通过校地共建服务乡村区域经济发展。在项目

推进过程中，推动非遗文化在乡村生活中弘扬、在乡村振兴中发

挥作用。利用高校自身资源开展非遗文化研学，汇聚更多青年力

量加入。

依托导游大师工作室平台，为各大景区和相关部门提供文旅

业务培训服务。

依托学院方磊大师工作室，面塑大师方磊指导学生参加第三

届黄炎培杯中华职业教育社非遗创新大赛，荣获第二名 3 项，第

三名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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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磊大师工作室代表学院参加了烟台市预制菜展洽会、葡萄

酒产业链合作大会、烟台消夏启动仪式等多项重大活动，多次制

作以“传承鲁菜经典，弘扬工匠精神”“传承非遗”为主题的作

品展，面塑参展作品《八仙过海》《浮雕孔雀》等惟妙惟肖，争

奇斗艳，蕴含着文旅烹饪人对鲁菜技艺和文化的极致追求和不懈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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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校园是极为重要的美育传播空间,也是营造学院美育精神的

重要传播途径。学院校园文化环境是依托学校所在地域烟台的历

史底蕴，将八仙过海传说故事融合教育与艺术，提升学校办学品

位。

学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融入校园文化艺术景观，形

成隐性教育路径，从而发挥人文艺术、文化景观育人的功能。校

园里建有海纳广场、伯乐广场、礼乐广场、华润广场；同时建有

淑韵、隽贤、孔子问礼、厚德载物、兼爱、薪火相传等景观小品，

让学生在每日接触的校园中亲身体验和感受美的活泼与灵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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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提高对美好事物外观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审美能力,进而不断

提升自我、超越自我。

（二）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的艺术专业课程教师，积极撰写教育教学论文、课题，

参加各级比赛。本学年度，参加烟台市职业院校教学大比武中职

组获得三等奖一项；第一届山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平面设计技术烟

台选拔赛获得第一名、第二名；第一届山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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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技术第 8 名优胜奖。在第五届山东高校美术与设计作品大赛

中，我院师生积极参赛，喜获佳绩，共计荣获二等奖 4 项（其中

摄影作品系列一等奖空缺），三等奖 17 项（其中工业设计项目

一、二等奖空缺），优秀奖 6 项。

学院重视通过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为社区和地方发展贡献

艺术教育专业力量。2023 年 4 月 13 日，旅游管理系宋爱辉老师

为巫山福田镇 40 余名茶艺学员进行茶艺师技能培训，使学员实

践多种茶叶泡饮方式和品鉴方法，赏茶、泡茶、饮茶、品茶的过

程。在实践中传承中华美德，弘扬中华文化。文化创意系艺术设

计教研室教师为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文旅大讲堂的标志

设计，东花园公园改造项目等校内外设计服务工作。

（三）艺术教育教学评价改革

1.改革艺术课程设置，提高学生艺术修养

学院以职业素质为核心构建艺术课程体系，以培养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为目标设计艺术课程结构，围绕专业建设和社会需求整

合课程内容，确保学生具备必需的艺术文化基础知识与素养。设

置公共艺术必修程、公共艺术选修课、专业艺术课及艺术实践课

程。

考虑学生的兴趣与发展的需要，学院设置的公共艺术必修课

有音乐、美术、书法等模块，同时开设茶艺、漫画艺术、摄影技

术等 6 门公共艺术选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满足了全校各专

业学生艺术素养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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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

2.积极开展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努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

学生在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中获取知识、学会方法。学生之间、

师生之间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审美情趣。注重教学方式方法的改

革。实施任务式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创造学习情境，

引导学习积极性。教学中要做好“三结合”，即理论知识与实践

结合，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科学性与教育性结合。

2023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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