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城小学年度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烟台市芝罘区鼎城小学 

一、基本情况 

    我校现有在校学生 1108 人，教学班 23 个，教师 61 人；专

职艺术教师 6人，达到了班级数与老师的配比数 4：1，（其中：

音乐教师 3 人，美术教师 3 人）；现有音乐专用教室 3 间、美术

专用教室 2间；陶艺教室 1间；音乐、美术器材配备达标。  

二、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师资队伍、经费投入、器材设施 

1.艺术师资队伍 

    我校根据现有情况，组建了一支充满活力、爱岗敬业、专业

素质高的艺术教师队伍。学校按教育局规定，认真执行比例配备

安排了专职美术、音乐教师，现有 3 名音乐教师、3名美术教师。

其中，一级职称 1 人，未定级 0人，师资配备合理。从专业看，

六名老师各有特长，所学专业多样化。 

    学校高度重视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鼓励教师积极参加省、

市、区的艺术教研、培训、赛课、教学基本功技能大赛，组织学

生积极参加各种竞赛活动。教师队伍虽年轻化，但是老师们学习、

成长的愿望强烈。（凡是接到上级通知的活动，我校均派了相关

人员参加） 

2.艺术工作经费 

    根据校总务处数据统计，一年内，我校在艺术工作方面花费

经费十几万元（包括多媒体的购置，电脑的更换，演出器材、服



装，美术专业课用品，大部分由学校投资）。经费主要用于艺术

器材的购置与维护，艺术教学仪器的更换、添置、维护与消耗型

器材的补充，比赛奖品、奖学金等等。 

    我校向上级部门争取，按照上级文件规定，每年为艺术老师

配备教学必备工具，已达到省规要求。 

3.艺术场地器材设施 

   我校有多功能专业美术教室 1 间，陶艺教室 1 间，有专业音

乐教室 1 间和多功能舞蹈教室 1间。 

（二）艺术课程建设、课外艺术活动、特色发展、校园文化艺术

环境 

1.艺术课程建设 

    我校艺术课程建设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开齐开足艺术课，1-5

年级每个班级每周开设音乐、美术各 2 节；并利用当地教育资源，

结合“达德教育”，推进特色艺术课程，以环境育人，全课程育

人，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艺术素养。比如鼎城小学美术工作坊、

合唱比赛、科技节、读书节、柿子节等活动的成功举办，就融入

了绘画、音乐、科学、阅读、综合实践等多学科，家校携手，师

生共参与，收获满满。 

2.课外艺术活动 

    学校关注每一位学生发展，同时也十分注重特长生的培养与

传承，做到以活动促成长。每学期，学校会举办“艺术节”和二

课堂成果展示活动（包括书法、美术、器乐、舞蹈、声乐、诵读



大赛），丰富学生校园生活；除此之外，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区中

小学文艺汇演，参加各级各类的电脑绘画、美术作品、书法比赛，

活动均纳入艺术教师的教学计划和年底考核工作之中。 

3.特色发展 

能够面向全体学生组织开展艺术活动，因地制宜建立兴趣小

组，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艺术环境。多方面开拓资源，开展

学生的特长培养。确定专业的指导教师，并保证每周某天下午两

节课作为固定的艺术活动时间。开设的课程有合唱、舞蹈、儿童

画、书法、经典诵读、 武术操、十字绣等特长班，由学校教导

处负责进行监督检查；经过近年的积累，有了一定的成绩。 

4.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我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在不断完善中，学校领导努力营造良好

的环境，使校园内鲜花盛开，绿树成荫，凉亭小憩，长廊静读，

景致优雅。校舍内部陈设等力求精、准、美，无论是室内外墙壁，

走廊墙壁的布置，还是教师办公室的装饰与布置，各专用教室的

布局、位置和内部陈设都尽力做到合理优美。力求每一面墙壁会

说话，每一处景物都育人，全面向学生开展“鼎文化”的教育，

使每一个师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理解素质教育中的丰富内

涵。 

教学楼一楼大厅设道德大讲堂，巨大屏幕下的宽敞之地是学

生们集会和展示风采的场所，学生的优秀作品和精彩节目有时也

会在大屏滚动播出供同学们欣赏。每一层楼的走廊都设立了可以



小坐的读书角。随处可见，随手可及的是琳琅满目的图书；经过

努力，通过“师生同行共成长”的研究和实践，校园面貌、师生

精神状态焕然一新。  

在完善“达德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我校的传统文化主题长

廊于八月份正式建成，为引领学生爱上中华文化，争做“达德君

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环境。  

（三）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艺术教育管

理、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1.学生艺术素质测评 

我校艺术老师每学期对学生开展艺术基本素质测评，并确保

测评成绩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测评方式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原则，采用卷面和技能综合考试的方法。 

    音乐方面：首先是音乐的基础知识，识谱能力以及欣赏能力

测试（以卷面形式测试）。其次是演唱与演奏二选一；音乐学科

基本技能重点是演唱和演奏。 

    美术方面：主要是速写（静物或人物）和欣赏美术作品（卷

面笔试）。美术学科的基本技能重点是临摹和创作（现场测试）。 

将测评成绩计入学生综合成绩，并存入学生档案。 

2.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 

    我校艺术课程的建设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开齐开足艺术

课。我校还专门为有艺术专长的学生开设课外艺术兴趣小组（舞

蹈、绘画等），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艺术活动，教师



们细心指导，为学校艺术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3.艺术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学校重视艺术管理，成立领导小组，由校长林建东任组长，

分管校长孙东庆为副组长，，具体带领美术教师林雪、马佳慧、

杜珊以及音乐教师邹春燕、孟祥飞、孝炳瑞实施艺术教育实践和

教学活动。全校师生全员参与，将各项要求做到层层落实，责任

到人，保证了艺术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专人专管艺术教育教学，

勤抓教研教学，不但面向全体学生普及艺术活动，而且不忘突出

重点，彰显个性，发展特长学生。  

学校在开学初期，整体的工作计划就认真研究部署艺术教育

工作，由教导处详细制订计划，明确工作目标后再付诸实施。期

末，每一个艺术教研组都要做单项总结，学校在学期工作中会进

行各项活动的总结。在《绩效考核细则》中制订了有关艺术教育

工作的奖励条件，年终对取得成绩的老师进行奖励，大大促进了

老师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三、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 

1.本校地处城郊结合处，建校时间较短，学生的主要来源复杂数

量又多，教师队伍也比较年轻，文化底蕴积淀不够厚实，本地教

育资源也不够丰富。 

2.个别艺术教师的教学理念有待优化。这也要求教师不断加强自

身业务素质和教学能力，积极加强组内教研和探索，不断提高教



学艺术。 

3.地方艺术课程还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民族特色不够明显，需

进一步改革创新。 

（二）改进措施 

1.可加大艺术方面多元化，加大教研活动，针对各学科分门别类，

提供更多的平台，让“艺术 2+1”项目和二课堂特长培养得到更

好的推进和改革。 

2.创新艺术教育途径，在艺术教育中充分挖掘各种艺术的生活资

源。 

3.对艺术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充分利用学校、家庭、社区的

艺术资源。与社区的艺术家、艺术团体建立联系，请他们到校指

导学生的艺术学习与创造；或让学生参与社区艺术活动。家长也

可以被邀请加入艺术教育的行列，使家庭成为学生发挥艺术创造

能力的场所。充分利用各种艺术资源，使艺术和生活的联系更加

紧密。 

艺术教育工作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过去的一学

年，我校艺术教师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有团队合作

精神；教学态度认真，能较好地完成艺术教育工作任务；教师具

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有较强的课堂教学能力和组织、辅导艺术活

动的能力；艺术教师能够认真参加市、区和学校组织的各种形式

的业务培训。经过学校师生共同的努力，从教师到学生，从社会

到家长，对艺术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学生艺术水平、观赏能力在



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但我们也要正视自身不足，加强学

习，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