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为人民服务 提升实践教学质量 

——昆明城市学院艺术学院 

“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中的质量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刘娅 

昆明城市学院（原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2000 年 6 月经教育部批准设立，是云南省首

批独立学院之一，属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层次，2001 年 7月开始招生，2021年 6 月经教育部

批准转设为昆明城市学院。学校始终坚持应用型办学定位。艺术学院创建于 2002 年，遵循

艺术教育规律，紧抓人才培养质量，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现有 10 个专业，形成了“音

乐舞蹈”“美术设计”“传媒”三大专业群。 

实践教学是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凸显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环节。昆明城市学院艺术学业对标“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新要求，运用质量管理原则开展“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的质量管理，逐步形成“艺术·为

人民服务”专业实践教学活动品牌。本文以“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中的质量管理为例开展

分析。 

 

一、案例背景 

（一）政策背景 

2018 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下称“国标”），

要求艺术类专业实践教学应进行课程化管理，开展质量管理。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部署了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战略任务。

1
同年，教育部制定《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

6号）》（下称“意见”），要求提高课程建设质量，全面推进质量文化建设。
2
为民办应用型高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2019 年 2 月，

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2 《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2019 年 10 月，

图片 1 引入真实项目开展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通过质量管理塑造“艺术·为人民服务” 

教学品牌 

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等院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根本遵循。 

（二）问题背景 

传统高等教育中艺术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缺乏制度保障。大部分学校普遍存在教学资源

供给不足、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足、实践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和学生发展需求脱节等问题。 

（三）具体问题 

“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是指通过多专业、多教师联合开展实践教学指导，多专业学生

合作完成实践教学训练。学生可更系统了解艺术作品的整体创作、制作流程，理解各岗位人

员的职责和工作内容。 

开展质量管理以前，艺术学院各专业在实践教学环节中的学分设置、开设学期不一致；

各专业自主组织开展实践教学，专业壁垒较高；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学习效果不明显。学院

拟通过在实践教学中开展质量管理，解决以下问题： 

1.建立健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2.培养符合“应用型”办学定位的合格人才； 

3.向社会输送满足用人单位使用需求的优质人才。 

（四）概念界定 

学院学习、应用 GB/T19000族有关质量管理的标准指导“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的教学

实施和质量管理工作。该族标准中提出的 7项质量管理原则，适用于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各

个行业。学院参考其中主要内容并做进一步识别和界定： 

1.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满足直接顾客和间接顾客的需求并努力超越他们的期望。直接顾客需求是学生在跨专业

联合实践教学学习过程中获得综合素质和知识应用能力提升。间接顾客需求是社会的人才需

求和家长对学生成长成才的期待。 

2.领导作用 

各级领导建立统一的宗旨和方向，并创造全员积极参与实现组织的质量目标的条件。学

校、学院各级领导发挥领导作用，制定各专业一致的工作方针、质量目标，明确划定人员职

责，实施质量监督管理，并确定改进方向。 

3.全员积极参与 

整个组织内各级胜任，经授权并积极参与的人员是提高组织创造和提供价值能力的必要

条件。全体师生是“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的教学实施参与者。全体教师是持续改进活动的

参与者，应围绕组织确定的改进方向提出改进措施，参与质量管理。 

4.关系管理 

为持续成功，组织需要管理与相关方的关系。在“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的教学实施中，

参与者应积极拓展高校社会服务领域，并开展公共关系管理。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11_402759.html 



 

二、做法与实施 

（一）发挥领导作用，开展顶层设计 

2014 年至 2017 年，学院以建立健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作为质量管理的阶段工作重心。

学院领导开展面向学生、家长、社会的多层次调研，了解直接顾客需求和间接顾客需求，围

绕桎梏因素研究解决对策，确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建设目标。 

1.确定“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品牌定位 

学院领导认为，“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应凸显学校“应用型、地方化、个性化、国际

化”发展战略，积极履行高校社会服务职能，拓展社会服务领域，满足间接客户需求。师生

应在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中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由此，确立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

实践教学品牌架构，以公益性、开放性、实用性作为开展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的原则。 

 

2.开展“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的课程化管理 

学院领导认为无明确管理目标、无清晰管理标准、无实施过程监督是阻碍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形成、制约实践教学成效的重要因素。学院将开展“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的课程化管

理作为建立健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第一步。学院领导作为课程化管理的设计者和监督者，

要求各专业开设“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时需明确课程目标、制定课程计划，确保各专业在

实训难度、实训强度和实训水准上保持一致。 

2015年至 2016年，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各专业“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的学分分

配均达到 8学分，解决此前各专业间学分设置不一致的问题。2017年至 2019年，通过开展

教学内容管理、教学计划管理、教学环境管理、教学评价方式管理，实现“跨专业联合实践

教学”的课程化管理。 

学院领导带头开展教学改革研究，利用校内、院内宣传平台对教育政策法规和质量管理

理念进行宣传贯彻，组织学习先进教学理念、观摩优秀教学案例。通过以上措施，全体教师

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充分意识到直接顾客和间接顾客需求是教学工作的根本要求，为实现“艺

术·为人民服务”的使命贡献力量。 

图片 2 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中编创舞蹈《我的妈妈叫桂梅》，入选第 16 届云南省新剧 

目展演 



 

（二）引入真实项目，打破专业壁垒 

2017年至 2020年，学院将实践教学资源保障作为质量管理的阶段工作重心。引入真实

项目彰显“艺术·为人民服务”品牌定位，保障实践教学资源。真实项目引领教学，培养符

合“应用型”办学定位的合格人才。 

 

1.真题真做引入社会评价 

学院引入真实项目，围绕“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乡村振兴战略、建党 100周年、

云南省“三个定位”战略目标等重大时代课题，结合各类专业技能比赛竞赛和“政+校+企”

合作方的真实需求，在“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设置实训目标。逐步形成“专业技能比赛”

“校企合作项目”“教师横向项目”三大真实项目类别。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直接了解岗位能力需求，提升了实践教学能力。学生的团队合作能

力、岗位迁移能力和自主学习动力得到提升。在项目成果检验中引入社会评价，真实检验教

学质量。 

2017年至今，学院先后将 30余个真实项目引入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环节。全院参训人

数累计超过 4000人。丰硕成果和良好社会评价擦亮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品牌底色。 

 

2.综合实训培养复合型人才 

在真实项目中，教师与企业导师联动开展项目指导，学生分批、分层参与项目组工作。

图片 3 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中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百人交响·百

人合唱音乐会” 

图片 4 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中摄制了云南多民族群众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MV 



 

通过岗位互换、结对帮带等方式，实现对学生的综合性训练。 

 

2018 年至 2020 年，“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已实现了专业群内的落地实施。2021 年至

今，学院通过课程联合方式实现跨专业群的“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工作探索。 

（三）全员积极参与，合作协同育人 

2020 年至今，学院将紧密对接社会需求作为质量管理的阶段工作重心。通过开展质量

管理，推动多主体协同育人。依托真实项目，广泛开展各类“访企拓岗”活动。以期实现向

社会输送优质人才的质量管理目标。 

1.开展“全方位、跟踪式”就业服务 

学院牢固树立为学生全程服务的思想，开展针对性就业指导，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职业

方向。积极开展访企拓岗，主动征询用人需求和建议。以课程共建、实习基地建设、企业导

师聘用等多种方式与间接顾客保持有效沟通。学生和用人单位提出的问题建议及时反馈在学

院内部交流渠道中，确保学院内部对直接顾客和间接顾客的需求和期望保持持续关注，确保

教学内容密切对接社会的用人需求。 

2.形成“政+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学院通过开展政校合作、校校合作、校院合作、校企合作，推动多主体协同育人。与天

下秀公司、云南广播电视台、西南联大文创、讲武堂文创、福林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昆明

市西山区、昆明市五华区政府、昆明市嵩明县政府等联合打造艺术传媒类人才培养新格局。

目前，学院内已成立 6 个中心和 10个专业工作室，校企合作单位 55个。通过真实项目驱动

开展“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改革，形成学校、政府、企业协同育人的育人“开环”，近 3

年来学院就业去向落实率不低于 97%。 

图片 5 教师与企业导师联合开展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指导，将作品变为产品 



 

三、标志性成果 

1.实践教学成果丰硕 

师生在“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中踊跃参加“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大型实践。积极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中国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大学生广告大赛、时报金犊奖、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平遥国际影展、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学院奖、云南省大学生艺术展演等专业技能竞赛。广泛参与云南省教育厅

禁毒防艾主题活动、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传教育展示活动，获得了良好社会评价。 

在各类活动和竞赛中，学生累计获得国家级奖项 20 余项，省级奖项 500 余项。其中，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累计获得省级银奖 2 项，铜奖 4 项；全国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平台中获得国家级立项 2项，省级立项 2 项；“挑战杯”云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节竞赛中获得优秀奖 2项。 

 

 

图片 6 学院内已成立 6 个中心和 10 个专业工作室，校企合作单位 55 个 

图片 7 学生累计在各类比赛、活动在获国家级奖项 20 余项，省级奖项 500 余项 



 

2.教学改革成效突出 

2017 年，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云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 年，

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中获教育部颁发的“优秀组织奖”。2019年，跨专业联合实践

教学团队获得云南省人社厅、云南省教育厅联合颁发的“云南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奖”。2020

年，与云南省教育厅联合制订云南中考美育改革方案。2021 年，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艺术

展演中获教育部颁发的“优秀组织奖”。2022 年，“以项目驱动为核心的艺术学科跨专业联

合实践教学改革”获云南省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成果培育项目立项；课题“项目驱动 实践育

人——艺术类专业实践课课程思政建设研究”获云南省 2022 年课程思政教改项目立项；云

南省教育厅批准学院成立“云南省艺术教育研究中心”。 

 

 

目前，教学团队累计获国家级课题立项 5项，省级课题立项 5项；获评省级一流课程 1

门；获国家级表彰及奖励 14 项、省级表彰及奖励 33 项。教师发表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20余

篇，出版专著 3部。 

四、经验启示 

（一）课程化管理实现质量保障 

应用 GB/T19000族标准提出的管理原则，按“国标”要求，明确了以课程化管理开展跨

专业联合实践教学的管理。明确管理手段，提供制度保障，确保了各专业保持统一宗旨、方

向和管理办法，保证各专业实践教学平衡发展。师生能在制度保障下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

参与实践教学。 

（二）引入真实项目形成学习驱力 

真实项目需求有助于形成学习驱力。师生围绕明确学习目标开展学习探讨和实训操作。

学生在参训过程中获得综合素质和知识应用能力提升。教学团队通过真实项目需求了解间接

顾客需求，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动态调整。 

图片 8 教学团队累计获国家级表彰及奖励 14 项、省级表彰及奖励 33 项。获国家级课 

题立项 5 项，省级课题立项 5 项 



 

（三）跨专业整合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艺术教育更注重专业间互联互通。通过项目驱动、跨专业联

合方式带动了艺术学科各专业探寻交叉融合路径。有效提升了学生岗位迁移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培养师生创新思维。 

七年探索积累，在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中开展质量管理的目标基本达成，提升了“艺

术·为人民服务”的品牌价值。 

未来，学院将依托云南省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成果培育项目的建设，不断完善实践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推动“跨专业联合实践教学”内涵式发展，实现培育省级教学成果、申报国家

级一流课程的目标。深化质量管理，引领艺术类专业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