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牟平区实验小学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1.艺术课程建设 

我校严格执行课程计划，按要求开齐开足艺术课程。一至五

年级 年级每班的音乐课、美术课每周 2 课时，其他艺术课程每周 

1 课 时。 

2.艺术教师配备 

学校现有美术教师 5名、音乐教师 6 名，为了保证艺术教育 质

量，学校选派美术教师杨雯雯同志到烟台参加青年美术教师培 

训（第二期）。 

3.艺术教育管理 

为了全面做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学校制订了美术、音乐教

学制度、美术、音乐教学计划、美术、音乐工作坊活动方案等， 

确保艺术教育工作正常有序进行。学校制订有关艺术教育工作的 

奖励办法，按照学校的年度考核方案，对取得成绩的老师进行奖 

励并予以公示。 比如，在 2024年的教师节表彰活动中我校的美术

教师杨雯雯获得了优秀教师称号，2025年谷建亭老师获得烟台市

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全能二等奖。 

4.艺术教育经费投入和设施设备 

不断改善艺术教育条件，本学年投入经费 2 万余元购入表 演

器材、皮影材料、画材等，确保艺术教育发展的基本需要。 

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提高全体学生的人文素养为核心，

设置了艺术专用教室和艺术活动室，并按照国家标准配备艺术

课程教学和艺术活动器材。艺术专用教室活动室7个，其中音乐

4个，美术3个。艺术活动器材：钢琴4台，手风琴10架，电钢琴



1架，管乐器50件，石膏头像20个，水彩、中国画、泥塑、纸工

工具箱各45套，拉坯机2台，电窑一台，泥板机一台，转台45个

等。 

5.课外艺术活动 

我校根据自身条件，每年音乐、美术分别举办 2 次综合性的 

校园艺术节活动，并且学校利用课间时间在校园内播放符合学生 

年龄特点的歌曲乐曲，创办谜语长廊等诸多措施，营造出充满朝 

气的校园文化艺术环境。2024 年 12 月由美术老师牵头举办了“我

眼中的春节”绘画活动，增加学生对传统节日习俗的了解、同时

在比赛中提高学生的艺术创作水平。在 2025年春季我校把六一

节日和即将举行的暑期义卖活动相互联动， 对学生进行了环境保

护、资源回收的教育和废旧材料制作手工的指导。 学校设置了

合唱、舞蹈、管乐、鼓号、手风琴、笛子、吉他、沥 粉画、动

漫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的兴趣小组，合唱小组 60 人， 舞蹈小组 

30 人，管乐 60 人，鼓号 60 人、手风琴 10 人、笛子 10 人、吉他 

10 人、沥粉画 10 人、动漫画 40 人、书法 8 人，每 个兴趣小组配备

指导教师 1 名。 

6.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我校在现有基础上，不段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努力打造一个 

底蕴深厚、健康正统、积极向上的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体现以 

文化熏陶，以环境育人的基本宗旨。营造幽雅、恬静、健康、温 

馨的文化氛围。设立现代雕塑“雷锋”一尊。增添鱼池景观一方， 池

内设有假山景观、游鱼、睡莲等景色。建立少先队成果馆，展示

我校的办学成果，明确未来的办学方向。 

          



7.重点项目推进以及中小学实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制度 

本学年我校继续推进“沥粉画工作坊”的建设工作，并在市级 

工作坊评选中获二等奖。在美育学校评选中，我校获得了山东省 

美育学校。 

本学年我校管乐团器乐节目在烟台市获得一等奖，被评为烟 

台市艺术特色学校。合唱队、舞蹈队节目先后获得了烟台市一等 

奖，山东省二等奖，器乐等多次获得区级一等奖，学生绘画书法 

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大赛均取得了优异成绩。 

为全面提升艺术教育质量，落实美育育人目标，我校建立艺

术教育工作自评制度，具体内容如下：一是明确评价维度，涵盖

课程开设、师资配置、艺术活动、资源保障等核心指标；二是构

建多元评价体系，采用数据统计、师生问卷、成果展示等方式，

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评估；三是规范实施流程，成立专项小组，

按"制定方案-数据采集-问题诊断-整改反馈"四步骤开展年度自评；

四是强化结果运用，将自评报告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建立问题清

单销号机制，作为教师考核和资源配置依据。本制度遵循《学校

艺术教育工作规程》要求，通过常态化动态监测与周期性总结提

升，推动艺术教育向规范化、特色化发展，切实保障学生艺术素

养培育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