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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以服务地方经济文化需求为根本，以国内一流、国际先进

的人才培养理念为方向，强化培养特色，打牢打实“民族”牌与“东

盟”牌。立足本土，结合国际化地缘优势与广西区域文化特色优势，

以民族艺术资源为积淀，充分利用专业方向多元一体的特色，突出人

才培养“立足广西，面向全国，辐射国际”的定位，培养有较高的政

治素养、有较为广博的学术修养、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有一定的实

践能力和研究能力的舞蹈艺术高级人才。

（二）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1.教师队伍整体情况

本学位点专业教师队伍共 42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3人、副高级职

称 12 人、中级职称 17 人；有博士学位 6 人，在职攻读博士 2 人。外

校学缘教师比例为 75%，45 岁以下青年教师主要是从北京舞蹈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内各大艺术类高校毕业的优秀毕业生，以及具有海

外留学经历的青年硕士、博士。

2.导师队伍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现有硕士生导师 15 人，研究专业覆盖面广，年龄结构合

理，45 岁以下导师占 30%。正高职称导师 9 人。通过研修培训、观摩

考察、内部评课研讨、外聘专家等多种渠道，实现新老互补、内外融

通，信息交融、技艺相长，构建“结构优、专业实、能力精”的师资

团队。开展导师组“动态合作”机制，针对表演、编导不同专业特性

要求，打通专业壁垒，实现“编演融合”，与广西演艺集团、广西歌舞

剧院、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合作共建实践平台，联合

培养研究生，行业导师中有 10 人具有一级编导、一级演员、一级导演

职称。相互促进专业能力提升，实现技术、科研、教学、实践“四种

能力”同步提升。



— 3 —

3.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将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教师队伍

建设的首要位置，多措并举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一是以党建引领师德养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

见》文件精神，将师德师风建设融入学科专业教学与艺术实践活动中。

二是以职责明晰压实主体责任。积极组织导师参加学校师德师风

建设工作培训，签署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主体责任书；组织导师学习《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

指导意见》，签署《教师师德行为承诺书》。

三是突出规则立德。认真贯彻落实《广西艺术学院教师职业道德

考核办法（试行）》《广西艺术学院教师教师职业道德负面清单和失范

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建立健全师德失范行为受理与调查处理机制，

统筹推进师德建设工作。

（三）人才培养情况

1.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情况

一是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将思政育人与学校“大思政”格局紧密联动并向“全过

程”思政育人转变。红色舞蹈与思政教育融入剧目课、编导课等专业

课程，参与各类思政主题展演展示活动。

二是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艺术节舞蹈比赛、系列学术活动及各级各

类社会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创作红色舞蹈，用舞蹈讲述好红色故事、

中国故事，结合重要节点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主题教育，举

办“红色舞蹈进课堂”等系列活动的开展选拔、编创优秀红色舞蹈节

目，参与各类思政主题展演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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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高度重视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建设工作，积极探索“党建+”等

创新育人模式。如“文舞相融·强国有我”舞蹈论文比赛等。同时，

加快党建和学科的融合，大力推动专业建设发展，促进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

2.招生与就业情况

本学位点 2024 年共招收舞蹈领域硕士研究生 25 人，其中舞蹈表

演方向 15 人、舞蹈编导方向 10 人。2024 届毕业生 32 人，其中有 1

名毕业生继续读博深造，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以上。用人单位对

毕业生道德素养、敬业精神、知识结构、专业技能、适应能力、沟通

能力、团队协作和综合素养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3.人才培养成效

学术实践活动丰富多元。研究生原创作品《衡》《稔》入围“第一

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舞蹈赛道）全国总决赛”，其中《稔》

获得三等奖。原创作品《海上月影》入选 2024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

全国百强，另有多名研究生入围 2024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广西分区

十强，并入选全国训练营。原创作品《路》《鎏光》等 10 余项作品在

“第 15 届‘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中斩获佳绩。获

区级研究生创新项目 1 项，另有论文发表 10 余篇。4名毕业生入围第

三届“研途有你”全国舞蹈研究生优秀毕业成果交流展。多名研究生

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并宣读论文，如北京舞蹈学院举办的“BDA 舞蹈

论坛第五届全国舞蹈研究生论坛”，星海音乐学院举办的“互融与共生

——2024 中国华南区域民族舞蹈文化发展论坛”，广西艺术学院举办

的“2024 年第五届中国—东盟高校研究生艺术学论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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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实践基础广博，联合培养成效显著。与各类实践平台深度合

作，在社会上获得广泛认可，树立了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质量高、

能力强、实践广的良好形象，参与张继钢导演的山东省话剧院大型原

创话剧《孔子》排练演出、广西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礼赞华诞 喜迎

建国 75 周年”爱国主义主题文艺帮教活动等。

4.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情况

积极组织开展师德师风学习和导师培训，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加

强舆情排查、监控和管理，严格宣传报道、学术报告、讲座、论坛、

展演的审批和管理。强化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组织师生学习《高

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实施细则》等各项通知文件。召

开导师会议严格落实研究生培养各项工作，强化论文评审、论文答辩

和创作审核，坚持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

5.毕业及学位授予情况

2024 年本学位点毕业生 32 人，授予学位 32 人，毕业率 100%。根

据教指委对于专业硕士相关毕业要求，执行不少于 30 分钟的毕业展演。

年度累计专业实践展示、毕业展演 17 场。年度生均舞台实践时长达 1

小时以上。学生讲座 2 场，毕业答辩 9 场，分专业方向邀请国内知名

专家进行答辩指导，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与实践紧密关联，具有一定的

研究价值。

（四）科研创作与学术交流情况

1.科研创作项目立项

2024 年，本学位点教师获科研项目立项 10 项，其中广西哲学社

会科学项目 2 项、广西艺术基金项目 2 项，广西教育厅一般项目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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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结题 9 项。获区级研究生创新项目 1 项、区级研究生教学改革项

目 1 项，另有年度内结题项目 9 项。

2.学术著作出版与论文发表

2024 年本学位点教师发表论文共 20 篇，其中 CSSCI 核心期刊 1

篇。出版学术著作 1 部。

3.科研创作获奖情况

原创作品《北部湾湾》2024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全国作品展演

年度优秀作品；原创作品《海上月影》2024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全

国百强作品；《逐光》《幸福跺跺脚》《陈若克.1941》等获广西第七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优秀奖。在第 15 届“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

育成果展演中，荣获高校组舞台最佳作品 6 项、高校组舞台优秀作品

7 项、东盟组舞台优秀作品 1 项；《见南山》等 2 项作品入围 2024 年

“红绣球”广西舞蹈创作作品展演。

4.横向项目情况

本年度承接“2024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广西分区推选”活动、

2024 年“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消费品牌活动开幕式演出

等横向项目，到账经费共计 70 余万元。

5.学术交流情况

本年度吉林艺术学院、上海学生舞蹈联盟、台湾 HPS 舞蹈剧院等

兄弟单位来我校交流，本学位点教师出访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参与

全国舞蹈专业博士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2024 年高等艺术院校一流舞

蹈表演专业教学交流、第一届舞蹈生态学全国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来

访与出访并行，交流互鉴，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充分保障。

（五）社会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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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各类学术研究及教学实践活动，以教促研、以研促教，

协调发展。有组织地从事区域文化建设、教育培训、艺术创新、成果

转化等一系列活动，服务社会。坚持在实践中检验教学，传播成果，

明确定位，形成教学、科研与服务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参与央视《非遗里的中国》拍摄、张继钢导演的山东省话剧院大

型原创话剧《孔子》排练演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闭幕式暨“大

地飞歌 2024”、东盟博览会演出、马来西亚独立日及中马建交 50 周年

“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广西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礼赞华诞 喜迎

建国 75 周年”爱国主义主题文艺帮教活动、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承

办城市竞选会演出等多项社会实践。

三、年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际学术交流渠道有限，高级别课题立项数量少，高水平论文发

表数量特别是核心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有待提高。

（二）改进措施

拓宽学术交流渠道，加强国际学术资源引进，加快国际化办学步

伐，鼓励研究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提升本学位点研究生教育

的学术影响力。

加强青年教师的科研、创作能力培养，组织教师对课题申报进行

针对性的学习，成立课题研究小组或团队，提高课题申报质量。

继续举办高质量的学术活动促进学术交流，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和

研究机构的合作，提升本学位点的学术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