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表演专业建设方案

一、专业建设背景

1、文艺的春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来，我国文艺工作进入到一个新时代。文化

自信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实现复兴伟业成就伟大梦想的精神力量。

第一，文化自信确定了文艺工作的正确方向。文艺工作要把历

史、现实和未来贯通起来，把个人、民族和时代结合起来，把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我国的传统舞蹈教育事业同样要确定工

作的正确方向，把个人、民族和时代结合起来，把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统一起来，舞蹈艺术教育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舞蹈

润物无声的、内化于心发挥出来。

第二，文化自信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体现

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反映在一切艺术家的杰出创作

活动中。一度时期文艺领域浮躁之风严重，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

缺高峰的问题严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艺工作提供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舞蹈教育、舞蹈艺术创作要注重传统的、民

族的舞蹈文化的传承，舞蹈创作要从民族精神世界中寻找创作资源。

舞蹈教育、舞蹈艺术创作的新时代随之到来。

第三，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文化惠民工程的推

进和日益丰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为文艺创作，为舞蹈事业的社会化



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舞蹈专

业的发展是缩短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手段，同时，将专业的

舞蹈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接成为今后舞蹈事业发展重要方

向。

第四，《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从顶层为文化产业发展

方向进行设计，文化产业服务平台和基础建设和企业发展在新时代

发展更加明确的思路为文艺、舞蹈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

如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推进文艺演出、舞蹈演出的繁荣，反之舞蹈演

出进一步带动地区旅游文化的繁荣。

第五，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的建设，促进了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山西省丰富

的民间舞蹈，特别是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蹈急需

专业院校承担起传承、保护的重任。

2、舞蹈表演专业现状分析

全省舞蹈本科类院校有：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太原师范

学院、忻州师范学院、长治学院、大同大学、晋中学院、运城学院、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山西工商学院十所。本科舞蹈教学以舞蹈学、

舞蹈编导专业为主，个别学校有舞蹈教育。本科现有在校生累计不

逾千人。

全省舞蹈高职类院校有：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山西艺术职业学

院、山西传媒学院、运城学院、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忻州职业技术

学院、新华职业技术学院等七所以及民办公助类学校两所。



全省舞蹈中职类院校有：山西戏剧职业学院附中、山西艺术职

业学院附中、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太原幼儿师范学校、运城幼师、

11地市艺术学校等。

二、人才需求分析

1、人才需求调研分析

社会文化事业在进步与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演艺市场的繁荣与

兴盛。

首先，旅游文化产业演艺蓬勃发展，加大了舞蹈表演专业人才

的需求量。调查摸底全国各地 4A至 5A旅游景区均设有大型专业演

艺剧场，如深圳东部华侨城、北京、上海欢乐谷、杭州宋城千古情

系列、西安大唐芙蓉园、内蒙古响沙湾、内蒙古阿尔山等。我省境

内有平遥、五台山、大同等各旅游景点，均需要稳定的舞蹈演员队

伍。目前我系舞蹈表演专业在校生、实习生数量根本无法满足现有

市场需求。

其次，各类职业高中、中小学艺术教育以及社会舞蹈培训机构

舞蹈老师千余人。以我系为例，目前省内建立了 7所实践教学生源

基地，每年至少需要 80至 100人的专业教师。同时，与南京小银星

艺术学校合作每年需要稳定 100人的专业教师。

以上用人单位对舞蹈专业毕业生的取得相关证书要求不高，总

体要求能力强、品德高，并具有较强的舞台表演实践能力及驾驭课

堂教学能力等实用型人才。

2、人才培养调查基本结论



在广泛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企事业用人单位对舞蹈表演

专业及舞蹈编导专业（教育方向）人才岗位能力的要求，确定舞蹈

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培养具有德、智、艺全面发展，熟练

掌握舞蹈表演专业及舞蹈编导专业（教育方向）理论知识和专业技

能的实用型人才。

 三、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

为深入了解我院毕业生就业后的工作情况，为学校学生培养、

学科专业设置、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推进我院教

学工作和毕业生就业工作，舞蹈系根据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要求对

毕业生质量进行跟踪调查，现将情况总结分析如下：

(一)调查对象

舞蹈系 2017届舞蹈表演专业毕业生。

（二）调查内容

1、毕业生工作单位基本情况

2、毕业生目前的工作情况

3、毕业生对母校的建议

4、用人单位反馈意见

（三）、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一问卷调查为主，电话访谈法、座谈会相结合。我们

统一将学院毕业生调查问卷发给被调查者，被调查者通过将调查问

卷填写好，统一交回整理归纳。

（四）调查结果和分析



1、工作单位基本情况

⑴、根据此次调查显示，78名毕业生在省内就业占 35%，在省

外就业占 65%。

⑵、就业生工作在演出团体 65%，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工作的为 20%，在各类培训机构工作 15%

⑶、60%毕业生月收入在 3500—5500元，35%的毕业生月收入在

3000—3500元。5%的毕业生月收入在 3000元以下。

2、毕业生的工作情况

⑴、90%的毕业生对工作感到较满意和很满意。100%的毕业生基

本胜任和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100%的毕业生单位对毕业生本人十

分重用和比较重用。

⑵、95%的毕业生目前的工作和所学专业对口。5%的毕业生不太

对口。

⑶、45%的毕业生认为现在最需要加强的是专业知识。15%认为

需要加强计算机知识和人际关系知识。

3、对母校的建议

⑴、100%的毕业生认为学校的基本教学设施基能够满足教学要

求，100%的毕业生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基本合理或合理。

⑵、65%的毕业生认为学校的改革措施基本得力。

⑶、90%的毕业生通过学校的培养，本人对自己所学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掌握很好或较好。



⑷、40%的学生认为学校提供就业指导课程及专业课程以外，还

应提供职业生涯规划课程。20%的同学认为还应提供素质拓展课程，

40%毕业生认为需加强舞台实践机会。

⑸、35%的同学认为毕业生就业指导还应加强宣传和解释国家有

关毕业生就业的防针和政策方面的内容。30%的学生认为需要加强的

是为毕业生开设的就业指导课程和相关就业讲座。25%的同学认为是

向社会发布毕业生的有关情况和信息。

4、毕业生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⑴、学生进入社会后，不愿意从基层做起，总认为自己是大学

生，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对工作没有全身心的投入。

⑵、毕业生对自己的规划不够，没有方向感，盲目前行。

⑶、毕业生实践锻炼少，快速适应岗位工作的能力不够。

5、用人单位反馈意见

⑴、对毕业生的整体满意度很高，基本完全胜任工作需要。

⑵、毕业生整体素质高，专业能力基本到位，文化知识有待提

高。

⑶、学生对工作的稳定度不够，短时间就存在跳槽的问题。

6、毕业生跟踪调查后的思考

⑴、根据调查总结，应在新生进校就开始启动就业教育指导课

程，引导学生进行职业探索，帮助学生分析自身个性特征，明确职

业目标。

⑵、建立学生详细完整的个人档案，留存随时可联系学生的电



话或地址。

⑶、应结合专业你定就业指导教育计划注重培养学生具备具备

良好的心理素质，切实提高学生的竞聘能力。并做到就业指导教育

工作有计划，有结果，有效果。

⑷、及时调整加强提供学生实践锻炼机会。培养学生职业素质

和工作能力。

 四、建设基础

①专业基本信息表

专业名称 舞蹈表演 专业代码 650207

专业所属大类 文化艺术类 专业所属二级类 表演艺术类

专业设置时间 2002 修业年限 3

专业特点 人才紧缺型

是否跨省招生 是 所属院系 舞蹈系



②专业情况一览表

1、招生就业情况 2015-2016 学年 2016-2017 学年 2017-2018 学年

新生报到数（人） 61 133 128

毕业生数（人） 40 71 78

就业率（%） 100 100 100

就业对口率（%） 90 95 96

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 3000 3500 4000

2、在校生情况 在校生总数
高职生源

（含“3+2”）
中职生源

（含“3+3”）
注册

入学

人数（人） 598

是否有订单班（协同育

人）培养项目
是 否√ 人数（人） 计划中

3、专业教师情况 专业教师 15
双师比例 50（ 

%） 

硕士及以

上比例

45（ %）

高级职称

比例

40（%）

专业教师数/课时数 15/ 360         
企业兼职授课

教师数/课时数
12/240

校内兼专业课

教师数/课时数
3/ 18

校外兼专业课

教师数/课时数
11/180



理论教学占教学总课时的比例（%） 32

校内实践教学占教学总课时的比例（%） 50

校外实践教学占教学总课时的比例（%） 4

生产性实训占实践教学总课时的比例（%） 14

专业课程教学

总学时数：

1194

2015-2016 学年本专业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

时总量（人/天）
65/180

毕业前半年顶岗实习学生占毕业生总数比例

（%）
95

4、专业课

程教学情

况

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比例（%) 98

现有实训设备总值（万元） 270
现有实训仪器设

备（台/套）
9

其中大型实训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其中大型实训仪

器设备（台/套）

5、校内实

践教学条

件

生均校内实践工位数（工位/生）

合作的主要形式 实践演出 合作企业数 6

主要合作企业名

称

山西华夏之

根艺术团

内蒙古天源

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杭州龙影文化

有限公司

内蒙古响

沙湾旅游

集团

合作起始日期 2009-今
2016年-2018

年
2016年-2017

年
2016年-
2017年

合作主要内容和

形式

《解放》表

演

《梦幻阿尔山》

表演

《滕王宴乐》表

演

《鄂尔多斯

婚礼》表演

企业参与教学

（人/课时）
 5  2  2 1

接受实习实训学

生（人/天）
560 105 36 112

接受顶岗实习学

生数（人）
450 98 36 112

接受毕业生数

（人）
32 5 8 4 

学院为企业培训

员工数（人/天）
28 24 6 20 

对学院捐赠设备

总值（万元）
26 20.8 45 48

对学院准捐赠设

备总值（万元）
150 120 140 180

6、校外实

训基地情

况

企业的专项投入

（万元）＼项目

类型

 200/舞台剧  100/舞台剧  150/实景剧 100/舞台剧



五、建设目标

（一）总体目标

将舞蹈表演专业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省内领先并具有示范引领

性的行业品牌专业。

（二）具体目标：

具体目标专业建

设项目 2018 2019 2020
人才

培养

模式

改革

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现有人才培养方案，

结合实践教学，修订

课程标准。

继续加强实践教学，深

化校企合作，建立产教

融合新模式。

完善各门专业课程系统性、

科学性教学体系，扩大校

企合作数量及社会影响力。

课程

体系

和教

学内

容改

革

与企业共建适应职业

岗位需求的教材及课

程，构建课堂专业教

学与舞台实践无缝对

接新模式。

具体实施实践剧目课程：

（表演专业《鄂尔多斯

婚礼》《梦幻阿尔山》

等舞剧，编导专业《中

国舞等级考试教材及教

法》《南京小银星艺术

学校研发教材》等）

1、专业结构的整合优化

工作，合理配置资源

2、加速教学资源的现代

化教学

校企

合作

模式

加强稳固现有的校企

合作单位，新增 1-2

个校企合作基地。

新增 1-2个校企合作基

地，根据校企合作模式

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做

到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

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

调整，确定校企合作下的

人才培养模式，合理快速

的使学生能够成为企业需

要的实用型人才。

招生

制度

改革

7月中旬召开第二届

全省中职舞蹈教师教

学研讨会，扩大生源

提供地的影响力。通

过招生提高质量；教

学严格管理，培养出

高质量的学生；给学

生选择好提供出高待

7月中旬召开第三届全

省中职舞蹈教师教学研

讨会。进一步吸收部分

省内各地舞蹈高考培训

学校师资，扩大生源提

供渠道。提高六年制中

专、三年制中专的学生

质量要求，规划好中专

将全省中职舞蹈教师教学

研讨会打造成品牌。通过

该品牌一方面提高中职舞

蹈教师教学水平，另一方

面将舞蹈系招生工作推向

集约化、制度化，构建稳

定的生源链。通过掌握好

招生、培养、就业三步走

横向技术服务

到款额（万元） 32
技术交易到

款额（万元）15
纵向科研经费到款

额（万元）
23

7、科研与

社会服务
非学历培训到

款额（万元）

专利获取数

（件）

公益性服务（人＼

天）

150/
5



遇、好环境的就业环

境，改变招生困难的

局面。

生过渡到到大专生的环

节，使大专生的生源质

量大力提高，培养出高

质量的学生。

的规律良性循环。解决招

生难的问题，提高生源质

量的问题、改善和扩大就

业范围

实训

条件

建设

新增校内实训室 3间,

完成部分硬件配套设

施。扩建校外实践 1-

2个

新增校内实训室 6间，

完善实训室配套设施，

改善原有实训室设施。

扩建校外实践 1-2个。

完成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任

务，完成扩建 5—8个校

外实践基地。

专业

教学

团队

扩大、加强专业教师

团队建设，提高专业

教学团队素质，稳定

专业教学团队。

增加双师型教学队伍，

提高教学能力，水平。

达到省内一流专业教学团

队水平建设。

服务

产业

能力

建设

提高整体社会服务能

力，加强全省舞蹈专

业教师队伍培训。

提高社会服务水平，稳

定发展舞蹈教师培训能

力。

完成全省高、中职舞蹈教

师培训基地建设，提高社

会服务能力，加强社会服

务水平。

六、建设内容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社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结合企业人才需要的要

求，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式：基础教学——实践教

学——项目驱动+岗位对接。

（二）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加强素质教育，结合行业企业转型发展和技

术前沿，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根据学生自身条件分类教育，为学

生个性化发展，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创造条件。建成两年在校

基础课程教育，一年实践教育课程体系如下：

1、加强在校两年基础课程教学力度，保留基训、中国民族民间

舞、现代舞、编导等基础课程。



2、加大一年实践教学课程，创作、生产具有地方特色传统文化

专业产品，引进各企业实践剧目、课件，创造实践演出平台。

3、加大顶岗实习力度，实现项目驱动和岗位无缝对接。

4、专业核心课程全程教学资源建设

（1）课程标准：进一步健全、完善高职课程标准。

（2）示范教学：巩固传统教学、将现代教学模式引入舞蹈教学

中，如微课、慕课和多媒体教学等。

（3）期末考试：分级、分类全程录像，一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

依据，逐渐实现学分制，二是舞蹈教学信息资源库。

（4）实践实训：不同年级的实践实训内容用文字、录像等记录

下来。

（5）创作展示：将近三年舞蹈系创作的中国民族民间舞专场

《多彩》、《汉唐古典舞》、传统舞蹈专场《荷·莲·行》完善并留存

相应的文字、录像资料；同时每年（2018、2019、2020）继续创作

三部高职生专业晚会，如《戏曲舞蹈》等，纳入教学资源库创作系

列中。    

（6）毕业汇演：构建中职毕业生《春华秋实》专业结业暨毕业

汇演晚会数字化系列，高职毕业生《舞动梦想*放飞希望》综合水平

毕业专场晚会数字化系列。

  （三）建设优质课堂

1、与时俱进，加强现代化教育手段，利用好国家教学资源库，

建立好学院教学资源，加强网络学习和视频学习的科技利用。开发



校本教材（基训钢琴伴奏教材 1套、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男女各 1

套、基训教材男女各 1套）。 

2、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服务发展为宗旨，根据学生自身条件

开展因材施教（表演方向、教育方向），在常规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

中，重点的渗透德育教育和适合学生的发展内容。加强素质教育和

专业能力教育。如，有表演条件的学生加强表演的训练（特别是校

企合作项目内容在基础教学同时完成剧目学习）。没有表演条件的学

生加强创作、教学能力内容的训练（如编导课、小银星教材课件学

习）。形成两个优质课堂，即“剧目课和编创课”。 

   （四）共建现代实习实训基地

1、本专业现有稳定的校企合作表演单位 5个（山西华夏之根艺

术团、响沙湾、阿尔山、辉腾锡勒、贵州丹寨），校企合作教学单位

3个（南京小银星艺术团、祁县黄河艺术团、柳林喜马拉雅艺术团），

金晓平专家工作室 1个。现已逐渐形成了一套校企合作深度融合、

产教合一的模式，达到了与企业共建校中厂、厂中校、共享型实习

实训基地的合作要求。实习基地稳定、规范，能为学生提供对口实

习（实训）、实践平台，能够大量的接收优质的毕业生。

2、专家工作室的建立提高了教研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

3、未来 3年计划增加校企合作单位 5个，达到优胜劣汰长期

稳定合作保障。建立山西民间舞李明珍专家工作室 1个，起到传承

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地方特色专业。 新建立校内实训室 6

个。



   （五）打造高水平双师团队

    

建设目标序

号

类

型

人

数

姓

名

培养

计划

方向

及用途 2018 2019 2020

刘海泉
专业建设

培训

舞蹈专业建设统

筹
培养 完成

1
专业

带头人
2

艾  媛
创  作

集  训
舞蹈表演创作 培养 完成

杨  磊 基训教学

黄亚南 基训教学

邱慧敏 民间舞教学

王  辉 剧目、基训教学

闫  静 汉唐、基训教学

2
骨干

教师
5

梁晋玲

外出学习

集中培训

专家授课

民间舞、剧目教

学

实践教

学与理

论相结

合

课堂教

学与现

代化多

媒体教

学相结

合

系统全

面性掌

握专业

教学体

系

3
兼职

教师
30

外出学习

集中培训

专家授课

基训、民间舞、

剧目创作

岗前培

训，规

范化教

学

系统性

掌握本

专业教

学方法

与步骤

系统

全面性

掌握专

业教学

体系

4
行业

专家
2

金效平

李明珍

研究山西

民舞特点
左权小花戏研究

建立小

花戏工

作室

指导小

花戏研

究

完成小

花戏研

究成果

刘海泉

艾媛

赵丽华

郝子建

杨磊

闫静

高燕平

邱慧敏

王辉

5
双师型

教师
10

黄亚南

与企业合

作建立双

师型互动

模式，集

中培训、

实践调研、

科研开发

通过培训、申请

职称评定工作，

提高自身素质达

到双师型人才。

参加各

类比赛

得到国

家级奖

项，申

报完成

3个双

师目标

推出精

品课程

和特色

剧目，

申报完

成 5个

双师目

标

全部完

成达到

双师资

格

高  丹

郭伟娜

薛菲菲
6

青年教

师
4

齐丽娜

自学、培

训、报考
研究生学历 1个 1个 2个



    （六）建立质量保证体系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完成各项教学质量保证，建立专业、课程、

教师、学生各层面的质量标准和珍改体系。采用公开教学，公开考

试的方式，邀请企业专家、行业专家、学生家长、社会行业人士等

现场考量评价模式，逐渐采用学分制考试方法，以促进教学质量的

保证体系。制定《舞蹈系系教学质量管理办法》、《舞蹈系教学事故

处理方案》、《舞蹈系系教师管理办法》、《舞蹈系学生管理办法》《舞

蹈系考试管理办法》等完善质量保证体系。

    （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改革招生方式、改变招生理念、提高生源质量、加强教学管理、

促进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比例、提高起薪水平。

具体措施：

1、改变招生理念，加大中职优质生的数量（特别是三年制），

加强中、高职衔接能力。

2、因材施教调整专业方向（表演方向、教育方向）。

3、实施制度化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

4、加强德育渗透，对师生进行每年 1 次的素质教育培训。

5、培养学生双创能力及顶岗实习能力。 

6、未来三年学生人数达到 1000 人。

   （八）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序 项  目
规模（三年）

内    容 措  施 效  益



一般
50人/ 5次/

年

公益等开闭幕活动

演出

校企合作；

公益演出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1

对外

演出
重大

100—300人/ 

5次/年

《解放》、《又见东

方红》等

任务演出公

益活动
社会效益

专业 50人/1次/年
举办中、高职舞蹈

教师技术教学培训

全省中、高

职舞蹈教师

研讨会、培

训学习

提高教师业

务水平；扩

大社会影响

力2
对外

培训

业余 千人/2次/年
少儿舞蹈等级

舞蹈节目编排

专业教师培

训考核
社会效益

3
文化

遗产

整理

推广
1项/年 山西民间舞

山西民间舞

蹈研究工作

室

打造舞蹈系

专业特色；

传承山西非

遗文化

     七、经费预算

2018—2020年专业建设经费预算(万元)

建设内容 2018 2019 2020 合计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5 20 20 55

实训（实践）设备改造

专家工作室（采风、整理）
20 30 30 80

双师教师培养 10 10 15 35

服务产业能力建设

（中、高职舞蹈教师培训）
10 10 10 30

总             计 55 70 75 200

    八、实施步骤

舞蹈系表演专业建设周期三年，在学院统筹下，由舞蹈系参舞

蹈表演专业教学团队具体实施，在 2018 年—2020 年三年间完成本

专业建设内容，建设经费预算 200 万元，主要由学院优质校 1000 万

元建设经费中划拨，成立相应保障实施部门及组织，确保实施条件

及安排。



2018 年重点建设工作为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实训室维修；专家

工作室启动；教师外出学习、外请专家讲座；中高职师资培训（剧

目创作、教材出版、教学资源设备购置、购买实训室设备、教师培

养、中高职教师培训）等项目经费预算 55 万元。2019 年重点建设

工作为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实训室维修；专家工作室启动；教师外

出学习、外请专家讲座；中高职师资培训（剧目创作、教材出版、

教学资源设备购置、购买实训室设备、教师培养、中高职教师培训）

等项目费用预算 70 万元。2020 年重点建设工作为人才培养方案改

革；实训室维修；专家工作室启动；教师外出学习、外请专家讲座；

中高职师资培训（剧目创作、教材出版、教学资源设备购置、购买

实训室设备、教师培养、中高职教师培训）等项目费用预算 75 万元。

    

九、预期成果

1、逐渐完善具有我院特色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构建招生

由粗放式进一步向集约化、制度化发展的稳定生源链；努力建成专

业舞蹈演员、旅游文化产业演艺、中小学舞蹈教学及社会培训师资

基地；教学管理逐步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将实训条件和教学团队

建设成省内一流。

    2、国家职业技能比赛（高职、中职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5 个）

    3、国家舞协、省舞协、校园艺术节等行业比赛（一等奖 10 个、

二等奖 15 个） 



第二部分  分项目建设任务 1

表 2.1.1

一级项目：舞蹈表演业建设

项目负责人 刘海泉 部门 舞蹈系 职务 主任

建设目标
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省内领先并具有示范引领性的行业品牌专业。

预期取得的

省级以上

标志性成果

1、逐渐完善具有我院特色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构建招生由粗放式进一步向集约化、制度化发

展的稳定生源链；努力建成专业舞蹈演员、旅游文化产业演艺、中小学舞蹈教学及社会培训师资基地；

教学管理逐步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将实训条件和教学团队建设成省内一流。

2、国家职业技能比赛（高职、中职一等奖 3个、二等奖 5个）

3、国家舞协、省舞协、校园艺术节等行业比赛（一等奖 10个、二等奖 15个）

1请分项目填写建设任务，每个一级项目按此部分表样填写 3 张表，并按序编号。



表 2.1.2

   舞蹈表演   建设进度安排

二级项目 三级

项目

2018年 12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9年 12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20年 12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

1.1修改人才培养方案

1.2修改课程标准

1.3建立新的人才培养

模式

预期目标：完成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验收要点：人才培养方案文本

预期目标：修改课程标准

验收要点：课程标准完成修订

预期目标：完成新的培养模式建立

验收要点：形成新的培养模式：基

础教学-实践教学-项目驱动+岗位对

接

2、提升课程建设

质量

2.1加大地方文化、传

统文化挖掘生产产品

（剧目）

2.2建立教学资源库

预期目标：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创

作产品（剧目 1个）

验收要点：创作剧目展示

预期目标：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创

作产品（剧目 2个）；资料库基本

建立。

验收要点：创作剧目展示；资料库

展示

预期目标：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创

作产品（剧目 2个）；资料库完成建

立。

验收要点：创作剧目展示；资料库

展示

3、建设优质课堂

3.1基训钢琴伴奏校本

教材开发

3.2中国民族民间舞校

本教材开发

3.3基训校本教材开发

3.4建立“剧目”、“编

创”优质课堂

预期目标：出版校本基训钢琴伴奏

教材

验收要点：教材使用

预期目标：出版中国民族民间舞校

本教材；优质课堂“剧目”建立

验收要点：教材使用；剧目展示

预期目标：出版基训校本教材；优

质课堂“编创”建立

验收要点：教材使用；课堂展示



4、共建现代实习

实训基地

4.1建立专家工作室 1

个

4.2增加校企合作单位

5个

4.3新建立校内实训室

6个

4.4旧校内实训室改造

预期目标：增加校企合作单位 2个；

专家工作室启动

验收要点：协议、合作剧目展示；

工作室启动资料

预期目标：增加校企合作单位 1个；

成立专家工作室；改造旧校内实训

室

验收要点：协议、合作剧目展示；

工作室资料；改造资料

预期目标：增加校企合作单位 2个；

新建校内实训室完成

验收要点：协议、合作剧目展示；

新建实训室使用

5、打造高水平双

师团队

5.1专业带头人培养

5.2骨干教师培养

5.3双师型教师培养

5.4青年教师培养

预期目标：请国内专家授课、讲座

培训、外出学习

验收要点：培训、讲座、学习资料

预期目标：请国内专家授课、讲座

培训、外出学习；双师资格申报；

加强论文发表

验收要点：培训、讲座、学习资料；

论文展示

预期目标：请国内专家授课、讲座

培训、外出学习；完成双师团队建

设

验收要点：培训、讲座、学习资料；

双师团队成立

6、建立质量保证

体系

6.1成立管理组织

6.2制定管理办法

6.3形成监管体系

预期目标：成立管理组织；完善管

理程序；加强考试公开模式

验收要点：管理组织方案；管理建

档；考试资料

预期目标：制定管理制度；试用学

分制；收集质量评价

验收要点：管理制度文本；考试资

料；评价资料

预期目标：完成质量保证体系；使

用各类管理制度；完成考试模式改

革

验收要点：质量体系记录

7、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7.1改革招生方式

7.2加强学生管理

7.3加大中高职衔接

7.4增加学生人数到

1000人

预期目标：改变招生方法，从粗放

式到集约式改变，提高中职生源质

量；增加高职生数量

验收要点：学生总人数达 800人

预期目标：加强学生管理，完善学

生管理制度；加大中高职生源衔接

验收要点：学生管理制度；学生总

人数达 900人

预期目标：提高高职生源质量；增

加高职学生人数

验收要点：学生质量考评；学生总

人数达到 1000人

8、提升社会服务

能力

8.1对外演出

8.2对外培训

8.3文化遗产保护

预期目标：对外惠民公益演出 5次；

对外培训 2次；文化遗产山西民间

舞采风整理

验收要点：演出剧照（节目）；中

高职教师人才培训资料；采风资料

预期目标：对外惠民公益演出 5次；

对外培训 2次；成立民间舞专家工

作室

验收要点：演出剧照（节目）；中

高职教师人才培训资料；工作室资

预期目标：对外惠民公益演出 5次；

对外培训 2次

验收要点：演出剧照（节目）；中高

职教师人才培训资料



料

表 2.1.3

项目   舞蹈表演   建设经费分年预算表（单位：万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项目名称：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合计金额

合计 55 55 70 70 75 75 200

1.1修改人才培养

方案

1 1

1.2修改课程标准 1 1

1.3建立新的人才

培养模式

2 2 2

1、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小计 2 4 4

2.1加大地方文化、

传统文化挖掘生产

产品（剧目

6 12 12

2.2建立教学资源

库

3 2 2
2、提升课程

建设质量

小计 9 14 14

3.1基训钢琴伴奏

校本教材开发

3

3、建设优质

课堂 3.2中国民族民间

舞校本教材开发

3



3.3基训校本教材

开发

3

3.4建立“剧目”、

“编创”优质课堂

1 1 1

小计 4 4 4

4.1建立专家工作

室 1个

5 8 8

4.2增加校企合作

单位 5个

1 1 1

4.3新建立校内实

训室 6个

1 10 10

4.4旧校内实训室

改造

13 11 11

4、共建现代

实习实训基地

小计 20 30 30

5.1专业带头人培

养

2 2 2

5.2骨干教师培养 2 2 4

5.3双师型教师培

养

5 5 8

5.4青年教师培养 1 1 1

5、打造高水

平双师团队

小计 10 10 15

6.1成立管理组织6、建立质量

保证体系 6.2制定管理办法



6.3形成监管体系

7.1改革招生方式

7.2加强学生管理

7.3加大中高职衔

接

7、提高人才

培养质

量

小计

8.1对外演出 1 1 1

8.2对外培训 8 8 8

8.3文化遗产保护 1 1 1

8、提升社会

服务能

力

小计 10 10 10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舞蹈表演专业

建设方案

舞蹈系

2018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