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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权点基本情况

1.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

广东海洋大学是广东省政府和国家海洋局共建的省属重点建设

大学，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完整学位授权体系，入选广东省高

水平大学建设范围。

中歌艺术学院是广东海洋大学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原国家歌舞

团）于 2003 年合作创办的二级学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原教

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教授为中歌艺术学院揭牌，并盛赞这种既遵循高校

艺术类办学规律，又充分发挥国家顶级演出团体舞台实践经验的育人

办学模式，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学院现有教职工 168 人，在

校生 2200 多人。2014 年获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音乐与舞蹈

领域）。

舞蹈编导专业建立之初，由中国著名编导艺术家房进激、黄少淑

二位教授根据他们几十年的编导生涯实践经验，总结建立了编导专业

教学体系。经历 15年的快速发展，师资队伍雄厚，教学设备完善，

教学成果丰硕，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效益。

2.人才需求与发展前景

随着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对高层次艺术人才的

需求不断提升。广东的文化产业和艺术教育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粤西地区相对薄弱。我校是粤西地区唯一一个艺术硕士学位点，填补

了艺术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空白，极大的推动了区域文化产业的发

展。

二、培养特色

1.培养模式的“校团合作”特色

以“校团合作”为培养特色，采用双导师制，以专业实践能力培

养为重点，校内导师指导为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合作单位定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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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优秀的舞蹈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舞蹈演员担任校外导师和兼

职教师，参与研究生课程教学、实践、毕业作品指导、毕业论文审阅

与答辩等培养工作。

2.创作方向的“海洋文化”特色

专业依托学校有关海洋文化研究机构，开设海洋文化艺术相关课

程，开展海洋文化艺术研究，符合我校的办学特色和国家发展海洋强

国战略的需要。近年来创编以海洋为主题的舞蹈 8 个，举办以海洋

为主题文艺演出 20余场。

3.实践内容的“区域文化”特色

粤西地区有着古老而传统的文化艺术，有人龙舞、傩舞和飘色等

7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挖掘雷州文化是舞蹈研究创作与实

践创新的素材来源。

三、师资队伍

1．专业领域师资的结构和梯队情况

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舞蹈领域委员王珊，北京市舞蹈家协会理事、全军高级职称专家

评委、陆军文工团国家一级编导赵小津，2008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导

演、文化部优秀专家刘江和唐文娟等国家顶级艺术团体专家领衔的师

资队伍。现有教师 35人，其中专职教师 20人、兼职教师 15人；教

授 15 人、副教授 7人、讲师 13人；国家一级编导 7 人、一级编剧 1

人、一级舞蹈指导 3 人。硕士生导师 4人。

2.专业师资教学、科研、展演等方面的主要成果

教师具有突出的专业水平，优秀的教学能力、丰富的实践经验、

丰硕的教学成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近三年，在广东省第五届岭南舞

蹈大赛等比赛中获得奖励 20项，参加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之声》

大型歌舞晚会、中宣部举办的《中华经典系列咏诵会》—走进王阳明

咏诵会、国家中联办举办的香港高校联成立 20周年庆典演出等国家

级大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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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

1．生源质量与选拔办法

近三年，共计报考 82人，实际录取 13人。生源以粤西地区高校

为基础，逐渐辐射向广东以及全国范围的高校，有首都师范大学、武

汉音乐学院等高校。

入学考试采用初试与复试相结合的办法，初试实行全国统考，复

试由学位点所在学院单独组织。选拔与考核标准严格，对考生专业能

力及综合素质的要求高。

2.课程设置与教学

课程设置主要有必修课（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

课、实践环节、毕业环节（毕业作品汇报、学位论文）四个模块，总

学 52分。课程紧紧围绕舞蹈艺术的特点体现我校海洋文化优势，突

出海洋特色，注重海洋文化艺术研究。教学采用理论教学、学生自学、

课堂讨论、艺术采风和实践创作相结合的方式。

3.实践技能培养与展示

依靠校内外特别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实践基地，为研究生提供

专业的实践平台，参加广东省第五届岭南舞蹈大赛、广东省第三届大

学生舞蹈比赛、广东海洋大学建校 80周年《蓝色梦想》文艺汇演等

高级别、高水平的文艺晚会。

4．实践基地建设和使用

建成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广西格诚教育有限公司等校外实践基地

2个。先后选派师生 8人次，合作完成 10次研究生校外实践。2014

年与美国北卡莱罗纳州格林斯伯勒音乐舞蹈戏剧学院建立长期合作

实践基地，双方互派师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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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领域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教育

制定了《广东海洋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学

术不端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文件，每学期举办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

的宣讲教育，多渠道加强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五、培养质量

1．人才培养质量

首届研究生培养质量已初见成效，于 2017 年完成四场（每人一

场）40分钟以上的舞蹈原创作品专场，有《青春与海》《心.传》《卖

鱼街》和《海的女儿》等不同风格的优秀涉海舞蹈作品。学位论文选

题凸显海洋特色，主题明确、论述完整，围绕毕业创作、表演和实践

展开具有一定原创性的思考与论证。

三年来，研究生主持科研项目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1篇，获省

级以上舞蹈比赛奖 3 项，国家奖学金 2 人。每个毕业生都具有国家级

大型歌舞晚会的演出经历。

2.对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

发展海洋文化，创编具有海洋特色的舞蹈作品 6部，参与粤西地

区大型文艺演出 20多场，为地方文艺繁荣做出贡献，促进国家海洋

文化和粤西地区文化的交流与推广。

六、其他情况

1.艺术硕士培养经费的使用

研究生培养经费能满足培养需要。三年来，学校投入艺术重点学

科建设项目 60万元、硕士点建设经费 45万元、教学设备经费 592 万

元、教学与科研经费 20万元。硕士生培养经费每人 4500 元。

2.奖助学金体系

奖助学金体系完善，设置国家奖学金（20000 元/年）、新生特

别奖学金（8000 元/学年）、学业奖学金（8000 元/学年）、一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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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12000 元/学年）、二等助学金（10800 元/学年）以及校级优

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发表论文奖和“三助一辅”津贴等，平

均每位研究生每年可获 19200 元奖助金。

3.教学与实践条件

现有现代化艺术教学楼，有标准舞蹈室 20间，总面积达 4360 平

方米；多媒体教室 20间，舞蹈观摩实验室 5 间，实验剧场 1 个（使

用面积 1300 平方米、容纳 500 人）。艺术类图书、影像资料 5.5 万

册，教学仪器设备达 400 多台/件，仪器设备总值 1130 万元。

4.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

有完备的管理制度，实施校院二级管理。研究生处设有招生办、

学工办、培养科等部门，学院设有专职副院长和辅导员，负责研究生

的日常管理、培养和就业等相关工作。导师负责学生课程学习、艺术

实践和学术研究等工作。

七、自评结果

本领域研究生办学优势明显、特色鲜明、成果突出，拥有一支教

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培养经费充足，教学条件良好，满足本学科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实践、创作和科研的需求，研究生培养质量较

高，符合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要求。

对照 2018 年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指标，自评结果

为“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