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学（师范）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2024 版）

学科门类：艺术学 专业代码：130202

一、专业简介

徐州工程学院探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化的历史比较长。早在 1995 年，徐州工程学院前身之一的

徐州教育学院就已经开办音乐师范教育专业，并与南京艺术学院联合培养本科生，在合作办学的过

程中，徐州教育学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音乐师范教育专业办学经验，对音乐示范专业的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做了实践探索。2007 年，徐州教育学院整建制并入徐

州工程学院。

音乐学（师范）专业拥有一批具有博士硕士学历学位、教授副教授职称等组成的年龄结构合理、

学科优势互补的教学团队，他们专业技能优秀、教科研能力强，已经形成一支具有潜力的音乐学教

学与科研团队。近几年，在课题立项、专业获奖等方面成绩斐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徐州，服务江苏，辐射淮海经济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适应中学音乐学科基础教

育教学改革与发展要求，致力于培养理想信念坚定、政治觉悟高、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深厚的教

育情怀、热爱音乐教学，系统掌握从事学校音乐教育所必备的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

较高的文化素养、较强的艺术表现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能够胜任中学音乐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骨干

教师。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经过自身学习和工作锻炼，达到如下目标：

1.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够熟悉国家

有关教育的法规和方针政策，树立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教育观；

2.能够系统掌握从事学校音乐教育所必备的音乐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较高

的文化素养、较强的艺术表现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具有中学课程教学、指导课外艺术活动的能

力；

3.能够胜任班级管理工作，能够组织和实施班会、主题班会、文体活动、社团活动等班级活

动，具有良好的学生组织管理能力。

4.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能够积极有效的进行团队合作，能与家长进行有效的沟

通，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5.能够紧跟本专业及相关学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能实现自身素质、能力和知识水平的不断

提升，在工作的过程中能够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能力和态度等方面进行评价与反思。

三、毕业要求





4.2 教学技能：普通话规范，具有较好的口语表达能力，具备较好的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

书写能力。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具有制作课件能力。

4.3 教学设计：能依据中学音乐课程标准，运用教师教育知识、音乐专业素养知识与能力，能

准确分析学情，合理设计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优选教学策略，进行音乐教学设计。

4.4 教学反思：通过教学实践环节获得教学体验，能针对音乐教育教学中的难点问题和前沿问

题，进行实证化调查和研究，具有基本的音乐教研能力。

要求 5：班级指导

能参与各类班级活动的组织与指导工作。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目标、原理、内

容与方法。初步掌握班级组织和建设的原理、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能够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参

与、指导或组织德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获得积极体验。

5.1 德育理念：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

律和基本方法。

5.2 学生指导：具有组织、策划班集体活动的能力；掌握中学生心理辅导技巧，有效参与中学

生德育和心理健康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指导，具备创设安全舒适班级环境能力。

5.3 德育知识实践：在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中，全程参与班主任工作的各项活动，积极参与学

校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的组织与指导，获得丰富的班级管理实践的体验和感悟。

要求 6：综合育人

能遵从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掌握综合育人的路径与方法，理解中学音乐学科的育人价值，

了解语文教学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关系。了解校园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

方法和价值，能开发语文实践课程，在综合性实践活动、社团活动、主题教育活动中综合育人。

6.1 学科育人：理解中学语文学科的育人价值和特点，了解语文教学与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关系，践行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

6.2 活动育人：形成协同育人意识，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价值和方法；能开

发语文实践课程，在综合性实践活动、社团活动、主题教育活动中综合育人。

要求 7：学会反思

了解国内外音乐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具有独立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具有运用现代教

育学理论和信息化手段进行音乐课堂教学设计的能力；能够进行教学科研学会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

问题、具有教学反思和自我完善的能力；通过学科的渗透，具备较宽的知识面和一定的社会实践能

力；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注重职业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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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创新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分析和判断，创新性地研究和提出解决教

育教学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要求 8：沟通合作

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协作能力。理解学习共同体和团队协作的重要意义，具有积极参与团队

协作的意识和能力，初步具备在中学音乐教育实践中与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家长及社区沟通

交流的知识与技能，具有相关经历体验。

8.1 合作能力：理解学习共同体在音乐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团队意识和协作活动的体

验；具备小组学习、专题研讨、网络分享等交流合作的方式方法，具有指导合作学习的知识和技

能；

8.2 沟通能力：掌握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能够与学生、家长、业界同行、学校领导或社区

有效沟通，具有相关经历体验。

表 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情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1 培养目标2 培养目标3 培养目标4 培养目标5

1．师德规范 H M H

2．教育情怀 H H H

3．学科素养 H H

4．教学能力 H

5．班级指导 H

6．综合育人 H H M M M

7．学会反思 M H

8．沟通合作 M H M

四、学制与毕业条件

学制：标准学制 4 年，最长学习年限 6 年。

毕业条件：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最低毕业要求的 170 学分；取

得至少 4 个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和 1 个劳动实践学分；体质健康测试合格；且符合学校规定的其它条

件与要求，准予毕业。

五、学位及授予条件

符合《徐州工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六、专业核心课程

1.中学音乐课程教学论（Teaching theory of Music Course in middle school）2 学分

2.声乐（Vocal）4 学分

3.钢琴（Piano） 4 学分

4.器乐（Instrumental） 4 学分

5.伴奏与弹唱（Accompaniment and singing）8 学分



6.合唱与指挥（Chorus and conducting） 4 学分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1.教育实习(Ⅰ)(Ⅱ)（Professional practice(Ⅰ)(Ⅱ)） 14 学分

2.专业考察(Ⅰ)(Ⅱ)（ Professional inspection(Ⅰ)(Ⅱ)） 1 学分

3.学科教学技能训练(Ⅰ)(Ⅱ)(Ⅲ)(Ⅳ)（ Subject teaching skill training(Ⅰ)(Ⅱ)(Ⅲ)(Ⅳ)） 2

学分

4.毕业论文（Graduation thesis） 8 学分



八、课程设置一览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分分配

课程属

性

考核

形式

修读

学期理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通
识
必
修
课

3015G0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2.5 0.5 必修 考试 2

3015G0002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2.5 0.5 必修 考试 1

3015G00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2.5 0.5 必修 考试 4

3015G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3 2.5 0.5 必修 考试 3

3015G00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2.5 0.5 必修 考试 3

3015G0005 形势与政策 2 2 必修 考查 1—8

1012G0001 军事理论 2 2 必修 考查 1

4007G0002 创新教育基础与实践 1.5 1.5 必修 考查 5

4007G0003 创业实践 0.5 0.5 必修 考查

54007G0003㌩思思0.5 0.5 必修考查 5

1017G0001

学形教㛥

0.5 0.5 必修

考查 21017G0002学教㛥0.5 0.5 必修考查 6

1012G0003

学想理教㛥

22 必修

考查

6

1012 000 3

想教㛥

1.5 0.5 2 必修

考查

3

3007G0001

学体㛥

0.5 0.5 必修

考查

6

3007G0002学体㛥66必修考查 23007G0003学体㛥 6 6 必修考查 23007G0003学体㛥 6 6 必修考查 43007G0005学体㛥0.5 0.5 必修考查0 63005G0005学52.50.5必修考试6

3005G000

6学

5 2.50.5 必修 考试6

3005G000

论学

22 必修 考试6

3005G0008学22必修考试4300G0003理础与理

1.5 1.5

必修考查4

300G0013

理础与理实66必修考查6业理必ؚ42 2.5 —.5业礀理礀ؚ礀业ㆊؚ66 ؕ2 论0015G100366 ؕ考查61012G1001ㆊ教㛥66 ؕ考查6

300 G1001

学基德8 22ؕ考查 2业理ؚ 88业理想0.5.5 3002 052 12 2必修㘵试 13002 0522理体266必修考查6 3002 052 2理体 26 6必修考查 2 3002 052 3 22必修 考试2 3002 052 32 2必修考试 4
3002 052 6

理 22必修
考试4



专

业

课

程

平

台

3002B0527 曲式分析(Ⅱ) 2 2 必修 考试 5

3002B0528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Ⅰ) 2 2 必修 考查 1

3002B0529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Ⅱ) 2 1 1 必修 考查 2

3002B0530 形体与舞蹈(Ⅰ) 2 1 1 必修 考查 1

3002B0531 形体与舞蹈(Ⅱ) 2 1 1 必修 考查 2

3002B0532 中国音乐史 2 2 必修 考试 3

3002B0533 西方音乐史 2 2 必修 考试 4

学科基础课小计 26 21 5

专
业
必
修
课

3002P0531 专业导论 0.5 0.5 必修 考查 1

3002P0532 声乐(Ⅰ) 1 0.5 0.5 必修 考查 1

3002P0533 声乐(Ⅱ) 1 0.5 0.5 必修 考查 2

3002P0534 声乐(Ⅲ) 1 0.5 0.5 必修 考查 3

3002P0535 声乐(Ⅳ) 1 0.5 0.5 必修 考查 4

3002P0536 钢琴(Ⅰ) 1 0.5 0.5 必修 考查 1

3002P0537 钢琴(Ⅱ) 1 0.5 0.5 必修 考查 2

3002P0538 钢琴(Ⅲ) 1 0.5 0.5 必修 考查 3

3002P0539 钢琴(Ⅳ) 1 0.5 0.5 必修 考查 4

3002P0540 器乐(Ⅰ) 1 0.5 0.5 必修 考查 1

3002P0541 器乐(Ⅱ) 1 0.5 0.5 必修 考查 2

3002P0542 器乐(Ⅲ) 1 0.5 0.5 必修 考查 3

3002P0543 器乐(Ⅳ) 1 0.5 0.5 必修 考查 4

3002P0544 中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论 2 2 必修 考试 4

3002P0545 中学音乐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 2 2 必修 考查 4

3002P0546 伴奏与弹唱(Ⅰ) 2 1 1 必修 考查 3

3002P0547 伴奏与弹唱(Ⅱ) 2 1 1 必修 考查 4

3002P0548 伴奏与弹唱(Ⅲ) 2 1 1 必修 考查 5

3002P0549 伴奏与弹唱(Ⅳ) 2 1 1 必修 考查 6

3002P0550 合唱与指挥(Ⅰ) 2 1 1 必修 考查 5

3002P0551 合唱与指挥(Ⅱ) 2 1 1 必修 考查 6

3002P0552 学科前沿 0.5 0.5 必修 考查 7 后半程

专业必修课程小计 29 17 12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3002P0553 音乐教育史 2 2 必修 考查 1

3002P0554 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2 2 必修 考查 3

3002P0555 教育学 2 2 必修 考试 3

3002P0556 教育心理学 2 2 必修 考试 3

3002P0557 教师专业发展 2 2 必修 考查 5

3002P0558 音乐教育研究方法 2 2 必修 考查 6

教师教育模块必修课程小计 12 12

3002P1567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2 1 1 选修 考查 1

3002P1583 班主任与班级管理 2 2 0 选修 考查 4

3002P1584 现代教育技术 2 2 0 选修 考查 4

教师教育模块选修修课程小计 6 5 1 至少选修 2 学分

教师教育课程小计 14 13 1

专

业

选

修

3002P1541 艺术概论 2 2 选修 考试 5

3002P1542 作曲技法 2 2 选修 考试 6

3002P1543 计算机音乐与应用 2 1 1 选修 考查 6





3002T0524
学科教学技能(III)（说课、讲课、课件制

作）
0.5 0.5 必修 考查 5

3002T0525
学科教学技能(IV)（说课、讲课、课件制

作）
0.5 0.5 必修 考查 6

3002T0526 毕业考核（微课、说课讲课或个人音乐会） 0.5 0.5 必修 考查 7 后半程

3002T0527 专业考察(Ⅰ) 0.5 0.5 必修 考查 2

3002T0528 专业考察(Ⅱ) 0.5 0.5 必修 考查 4

3002T0529 教育实习(Ⅰ) 7 7 必修 考查 7 前半程

3002T0530 教育实习(Ⅱ) 7 7 必修 考查 8

3002T0531 毕业论文 8 8 必修 考查 8

实践教育平台合计 28 28

学分共计 170 101 69

音乐师范专业课程构成及学分分配汇总表

课程分类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实践环节学分

实践环节

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平台
通识必修课 42 24.7 9.5 5.6
通识选修课 8 4.7 0 0

专业教育平台

学科基础课 26 15.3 5 2.9
专业必修课 29 17.1 12 7
专业选修课 23 13.5 13 7.6
教师教育课 14 8.2 1 0.6

实践教育平台 28 16.5 28 16.4
合计 170 100 69 40.6



九、课程与毕业关系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专业必修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与活动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

求 3
毕业要

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毕业要求 7

毕业要
求 8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4.1 4.2 5.1 5.2 5.3 6.1 6.2 6.3 7.1 7.2 7.3 8.1 8.2

习 近 平 关

于 教 育 的

重要论述

H H H H H H M M M M M M M M M M M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概论
H H H M M M M M M

思想道德

与法治
H H H H H H M M M M M M M M M M M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H H H M M M M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H H H M M M M M M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概论

H H H H H H M M M M M M M M M M M

形势与政

策
M M M M M M M M

军事理论 M H

大学生创

新创业素

质教育

大学生职

业规划教

育
H H M M M M

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

育
M M

劳动教育 H H H M H H

大学体育 M

大学英语 M M

大学信息

技术基础 A
H

通识选修

课程
H



党史 H H H H H H M M M M M M M M M M

国家安全教育 M H

大学语文 H

音乐教育史 H

乐理 H

视唱练耳 H

基础和声 H

曲式分析 H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 M

形体与舞蹈 H M M

中西方音乐史 H

音乐论文写作 M M M M M

专业导论 H H

钢琴、声乐、器乐 H

伴奏与弹唱 H M

合唱与指挥 H M M M

声、钢、器演唱演奏与教学 H M

学科前沿 H H H

教育学 H H H H H H H M M M

教育心理学 H H M M M

中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论 M H H M M M M

中学音乐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 M H H M M

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职业道德 H H M M M M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H H

艺术概论 H H M

作曲技法 H H

计算机音乐与应用 H H H 0

0 术与0MH

H N# �€H�‰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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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进程表

学

年

学

期

各学期开设课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一

1

视唱练耳

(Ⅰ)

乐理(Ⅰ) 中国民族民间

音乐(Ⅰ)

专业导论 声乐(Ⅰ) 钢琴(Ⅰ) 器乐(Ⅰ) 形体与

舞蹈

(Ⅰ)

社会实践（军训） 合唱团排练与演出 音乐教育史 中国古典诗词

演唱与实践

2
视唱练耳

(Ⅱ)

乐理(Ⅱ) 中国民族民间

音乐(Ⅱ)

声乐(Ⅱ) 钢琴(Ⅱ) 器乐(Ⅱ) 形体与舞

蹈(Ⅱ)

专业考

察(Ⅰ)

合唱团排练与演

出

二

3

教育学 心理学 基础和声(Ⅰ) 声乐(Ⅲ) 钢琴(Ⅲ) 器乐(Ⅲ) 伴奏与

弹唱

(Ⅰ)

习近平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

学科教学技能(Ⅰ)

（说课、讲课、课件

制作）

中国音乐史 乐团排练与演

出

4

曲式分析

(Ⅰ)

中学音乐课

程与教学论

中学音乐课程

标准与教材分

析

基础和声(Ⅱ) 声乐(Ⅳ) 钢琴(Ⅳ) 器乐(Ⅳ) 伴奏与

弹唱

(Ⅱ)

专业考察(Ⅱ) 乐团排练与演出 西方音乐史 学科教学技能

(Ⅱ)（说课、

讲课、课件制

作）

三

5

曲式分析

(Ⅱ)

伴奏与弹唱

(Ⅲ)

合唱与指挥

(Ⅰ)

教师专业发展 中学生心

理健康教

育

中学德育

与班级管

理

艺术概论 声乐、钢

琴、器乐

演唱与

教学

(Ⅰ)

乐团排练与演出 学科教学技能(III)

（说课、讲课、课件

制作）

6

伴奏与弹

唱(Ⅳ)

合唱与指挥

(Ⅲ)

计算机音乐与

应用

教育研究方法

（论文写作）

音乐活动

策划与实

践

声乐、钢

琴、器乐演

唱与教学

(Ⅱ)

作曲技法 乐团排

练与演

出

学科教学技能

(IV)（说课、讲

课、课件制作）

合唱与指挥(Ⅱ)

四

7

学科前沿 教育实习

(Ⅰ)

音乐师范基本

功考核（毕业

考核）

8
教育实习

(Ⅱ)

毕业音乐会 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