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民族音乐与舞蹈（750301）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 

三、基本学制 

三年 

四、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面向民族地区、旅游文创景区、城市社

区文艺团体以及文化馆站等服务行业，培养从事民族音乐舞蹈的表

演、传承与研究等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能型人才。 

五、职业范围 

（一）专业就业面向 

面向各类城市大众文化艺术市场，服务社区文化组织、各类行业

企业艺术团、演艺产业艺术团，面对乡村旅游景区，各种地方特色非

遗文化项目传承、传播艺术团体、各类社会艺术培训经营单位、城乡

学校相关社团指导教师、乐器销售与维护。 

（二）专业面向的主要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 



主要职业岗位有各专业艺术表演、教学、编创岗位， 主要工作

任务包括舞台表演、节目编排、文化活动组织和社会教学、艺术服务、

非遗传承等。 

序号 专业方向 就业岗位 技能证书 发证单位 等级 

1 

地方、企业歌舞

团、艺术团演员 

（核心岗位） 

1) 排练与演出 

2) 演出化装，舞蹈服装饰品

管理 

3) 演出装台卸台 

4) 助理能力 

普通话等级

证书 

四川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 

二级乙等

以上 

计算机等级

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一级以上 

声乐、器乐、

舞蹈相关考

级证书 

四川音乐学院

（或省级音协、

舞协） 

七级以上 

2 

非遗传承、民俗

地方特色艺术

演出团队 

（核心岗位） 

1) 排练演出 

2) 传承非遗文化、风俗民情

文化  

普通话证书 
四川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 

  

二级乙等

以上 

声乐、器乐、

舞蹈相关考

级证书 

四川音乐学院

（或省级音协、

舞协） 

五级以上 

3 

培训机构、学校

社团指导教师、

乐器维修、制作 

（发展岗位） 

1) 声乐、器乐、舞蹈课程教

授 

2）相关专业节目排练 

普通话等级

证书 

四川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 

  

二级乙等

以上 

计算机等级

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一级以上 

声乐、器乐、

舞蹈相关考

级证书 

四川音乐学院

（或省级音协、

舞协） 

九级以上 



4 

琴行、培训机构

音乐、舞蹈工作

室等创业方向 

（发展岗位） 

1) 组建单位场地、人员的出

租招募 

2) 与地方文化、工商管理部

门的沟通协作 

3) 培训演出、乐器销售维护

经营 

4) 承接相关专业节目排练、

表演、指导项目 

5）音乐制作 

普通话等级

证书 

四川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 

二级乙等

以上 

声乐、器乐、

舞蹈相关考

级证书 

四川音乐学院

（或省级音协、

舞协） 

十级以上 

计算机等级

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一级以上 

5 升学高考 

对口高职专业或 3+2 高职：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乐器

修造； 

普通本科：音乐表演、音乐

教育、舞蹈表演等相关专业 

计算机等级

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一级以上 

声乐、器乐、

舞蹈相关考

级证书 

四川音乐学院

（或省级音协、

舞协） 

十级以上 

普通话等级

证书 

四川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 

  

二级乙等

以上 

  

六、人才规格 

（一）职业素养 

1.热爱祖国，热爱文化艺术，遵守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法律法

规，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 

2.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企业规



章制度。 

3. 具有良好的社交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的探索创新意识。 

4. 具有一定的爱岗敬业、踏实肯干的职业精神。 

5. 具有一定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6. 具有良好的健康体魄和心理素质。 

（二）专业知识和技能 

1. 掌握和了解一定的民族音乐理论与基础知识。 

2. 掌握视唱练耳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 

3. 掌握民族音乐的历史文化等基本理论知识。 

4. 掌握民族民间舞蹈鉴赏的理论基础知识。 

5. 掌握合唱与指挥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6. 掌握音乐、舞蹈类非遗文化传承项目技艺，能表演、能传承。 

专业（技能）方向——民族声乐 

1. 掌握民族声乐的基本理论与发声技术。 

2. 能够较熟练地演唱主要民族声乐作品，为民族声乐的传承发

展奠定基础。 

专业（技能）方向——民族器乐 

1. 掌握民族器乐的基本理论与和演奏技术，乐器保养与维护。 

2. 能够较熟练地演奏主要民族器乐曲目，为民族器乐的传承发

展奠定基础。 

专业（技能）方向——民族舞蹈 

1. 掌握民族舞蹈的基础理论与舞蹈技术。 



2. 能够较熟练地跳出主要民族舞蹈曲目，为民族舞蹈的传承发

展奠定基础。 

七、主要接续专业 

高职：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乐器修造、舞蹈表演专业 

本科：音乐表演、音乐教育、舞蹈表演专业 

八、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 

 

 

 

 

 

 

 

 

 

 

 

 

 

 

 

 

 

 

 

 

 

选修课程 

专业核心

课程 

中外

音乐

史与

鉴赏 

少数

民族

音乐

概论 

舞台

艺术

与表

演 

文化基础

课程 

语文 数

学 

英

语 

计算机

基础 
德

育 

体

育 

民族唱法 

专业方向

课程 

 

1．艺术概论 

2．普通话 

3. 文化与风俗 

舞蹈基础 

舞蹈基础 

声乐基础  

音乐基础 音乐基础 

 

器乐基础 

 

公共

艺术 

历

史 

器乐基础 

 

音乐基础 

舞蹈表演 

器乐基础 

声乐基础 

民族声乐 民族器乐 民族舞蹈 



九、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德育课、文化课、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历史，

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类基础课。 

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核心课、专业（技能）方向课和专业选修课，

实习实训是专业技能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含校内外实训、顶岗实习等

多种形式。 

（一） 公共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1 职业生涯规划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

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

结合。 

40 

2 职业道德与法律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

大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

切结合。 

40 

3 经济政治与社会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

大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

切结合。 

40 

4 哲学与人生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哲学与人生教学大

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

结合。 

40 

5 语文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200 

6 数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60 

7 英语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开设， 120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

大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

切结合。 

160 

9 体育与健康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大

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

结合。 

200 

10 公共艺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教学大纲》

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

合。 

40 

11 历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历史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40 

 

（二） 专业技能课（方向） 

1. 专业核心课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 时 

1  
中外音乐

史与鉴赏 

了解中外有关音乐文化的历史进程；掌握音乐不同时

期风格特色。 
280 

2 
少数民族

音乐概论 

了解少数民族音乐作品的特点；掌握民族作品的音 

乐色彩。 
120 

3 
舞台艺术

与表演 

了解舞台艺术表演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巧，能初 

步表演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音乐与舞蹈。 
240 

2.专业技能课 

（1）专业技能方向——民族声乐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 时 

1  民 族 了解和掌握民族声乐演唱基本方法与技巧；能够运用专业 280 



唱 法 技能熟练地演绎民族声乐作品。 

2 
舞 蹈

基 础  
了解和熟悉一定的舞蹈基础训练方法与技术。  120 

3 
器  乐

基 础 

了解和熟悉一定的民族或西洋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与技

巧。 
240 

4 
音 乐

基础 

了解和掌握音乐理论基本概念和理论应用能力了解视唱

练耳的基本概念；掌握读谱、识谱的能力；能通过音准、

节奏方面的练习。 

240 

（2）专业技能方向——民族器乐 

序

号 

课 程

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 时 

1 器 乐

演 奏 

了解和掌握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与 

技巧；能够运用专业技能熟练地演绎器乐作品 

240 

２ 

舞 蹈

基 础  
了解和熟悉一定的舞蹈基础训练方法与技术  120 

3 

声 乐

基 础  

了解和熟悉一定的声乐的基本演唱方法与技巧  

 
120 

4 
音 乐

基 础 

了解和掌握音乐理论基本概念和理论应用能力了解视唱练

耳的基本概念；掌握读谱、识谱的能力；能通过音准、节

奏方面的练习 

240 

（3）专业技能方向——民族舞蹈 

序

号 

课 程

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学时 

1  

舞 蹈

表 演 

了解和掌握民族舞蹈表演训练基础与方法；能够运用 

专业技能熟练地演绎民族舞蹈作品 

360 

2 
声 乐

基 础  
了解和熟悉一定的声乐的基本演唱方法与技巧 120 

3 器 乐 了解和熟悉一定的民族或西洋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 240 



基 础 与技巧 

4 
音 乐

基 础 

了解和掌握音乐理论基本概念和理论应用能力了解视唱

练耳的基本概念；掌握读谱、识谱的能力；能通过音准、

节奏方面的练习 

240 

3. 综合实训 

在专业实践课和实习实训的基础上，利用社会资源，启用项目化

实践教学方式，有效地带动教研、科研的软件和硬件的开发进程，提

高教育教学人才质量；其次，以典型任务为动点，有计划、有阶段、

有层次地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专业汇报、演出、展演、比赛等；第三，

以社会为活点，利用社会平台，充分发挥学校的引领作用，积极地带

动和依托社会民族艺术组织机构来共同完成实践教学。 

4. 顶岗实习 

在实习实训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地方民族歌舞团和文化馆站的社

会有利资源，进行有针对性和互利式的岗位对接活动，确保顶岗实习

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双赢性。所以要求合作双方根据各自实际需求，

共同来制定顶岗实习的运行方案，本着以课程概念为着重点，在执行

的过程中以完善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实际应用技能和促进顶岗单

位综合效益为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针对性的顶岗实习教学活动。

具体操作方法：一是利用地方民族节日、民族文艺展演、文艺比赛、

民族文化交流等契机，进行与实习单位的顶岗实习活动；二是以学校

演出团队的形式与地方进行联合式演出活动，在此期间进行相互学习

与沟通，借此来加强学生的实践技能。 

十、教学时间安排 



（一）基本要求 

每学年为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40 周（含复习考试），累计假

期 12 周，周学时一般为 28 学时，顶岗实习按每周 30 小时（1 小

时折合 1 学时）安排，3 年总学时数为 3 000-3 300。课程开设顺

序和周学时安排，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般 3 年制总学分不得少

于 150。军训、社会实践、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等活动以 1 周为 1 学

分，共 5 学分。 

公共基础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1/3，可以根据行业人才培养的实

际需要在规定的范围内适当调整，但必须保证学生修完公共基础课的

必修内容和学时。 

专业技能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2/3，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

下，可根据实际需要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 

课程设置中设选修课，其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 5%。 

（二）教学安排 

课程分

类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实

践

教

学

学

时 

各学期周数、学时分配 

l 2 3 4 5 6 

20 周 20周 20周 20 周 20 周 20周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职业生涯

规划 
2 40 10 2           

职业道德

与法律 
2 40 10   2         

经济政治

与社会 
2 40 10     2       

哲学与人

生 
2 40 10       2     

公共艺术 2 40 10  1  1        



语文 6 200 80 4 2       

数学 4 160 60 2 2       

英语 4 120 80 2 2       

体育与健

康 
10 200 170 2 2 2 2 2   

计算机应

用基础 
8 160 100 4 4         

心理健康 2 40 20 1 1     

历史 2 40 10     2  

小计 46 920 550 18 16 4 4 4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舞台艺术

与表演 
4 80 60      4     

少数民族

音乐概论 
2 40 10  2         

中外音乐

史与鉴赏 
2 40 20         2   

专

业

技

能

课 

音乐理论

基础 
12 240 180  3 3 3  3      

器乐基础 12 240 180  2  4  6       

舞蹈基础 6 120 100  4 2        

声乐基础 6 120 80   6    

民族唱法 14 280 200    6 8  

  器乐演奏 12 240 180    6 6  

  舞蹈表演 18 360 300   6 6 6  

  化妆 2 40 30    2       

 小计 90 1800 1340 10 12 24 22 22   

选修课 
艺术概论 2 40 10     2  

普通话 2 40 30 2      

 
文化与风

俗 
         

 
 

小计 4 80 40 0 0 0 2 2   

顶岗实习  30 600 600      30 

  总计 170 3400  28 28 28 28 28   

说明：文化与风俗选修课程在第四、五学期利用二课堂形式授课。 

十一、教学实施 



（一）教学要求 

1. 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符合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按

照培养学生基本科学文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的

功能来定位，重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教学手段、教

学模式的创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职

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 专业技能课 

专业技能课程学时一般占总学时的 2/3，其中顶岗实习累计总

学时原则上为 1 学期。认真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

下，可根据实际需要，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在专业技能

的教学上，根据“教、学、演”的教学模式，重点突出“演”的实

践环节，从而带动和影响“教”与“学”的教学环节。 

（二）教学管理 

首先，在常规教学上形成严格的制度化管理，逐步形成有法可依，有

章可循。其次，采取实践教学与课堂传授相结合的“现代学徒制”的独特

教学方式，通过“工学交替”、“自主创业”模式，合作建立“大师、

名师工作室”，校企共建，实现校企公开、校企资源共享，共同建设

校外实训基地和校内实训基地，形成一套完整可行的课堂教学兼容的

规范化的校内外教学管理体制。 

十二、教学评价 



本专业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吸收行业企业参与。校内校外评价

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与学业考核结合，教师评价、学生互评与自我评

价相结合。 

（一）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 

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不仅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和技能的掌握，更关注运用知识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 

（二）对教学采取多样化的评价 

评价方式有学生的评价、课堂教学评价、校内同行老师评价、

校外专家评价等。 

（三）顶岗实习课程的考核评价 

成立由企业（兼职）指导教师、专业指导教师和班主任组成的

考核组，主要对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的劳动纪律、工作态度、团队

合作精神、人际沟通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和任务完成等方面的情况进

行考核评价。 

十三、实训实习环境 

  （一）形体训练房 

序

号 
设备名称 用途 单位 

基 本

配置 
适用范围（职业鉴定项目） 

1 移动式音箱 

职业形象实

训 

4 台  

航空服务礼仪、形体实训、

舞蹈专业训练 

1 把杆 50 米  

2 墙面镜 70 平方米  

3 功放室 1 间  

4 电脑 2台  

注：该实训室拥有面积约 200 平米，设有工位 50 个，可供学生进行形体综合

实训和舞蹈训练。 

（二）教学功能室 



拟建如下功能室： 

1.民族声乐实训设施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1 声乐合唱排练室 
音响 1套 

钢琴 1台 

2 声乐琴房 钢琴 钢琴 10台，房间 10间 

3 多功能演艺厅 舞台灯光音响 各 1套 

2.民族器乐实训设施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1 器乐排练室 
谱架 30台 

钢琴 1台 

2 器乐琴房 钢琴 钢琴 10台，房间 10间 

3 多功能演艺厅 舞台灯光音响 各 1套 

3.民族舞蹈实训室设施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1 

舞蹈排练室 

音响 1套 

钢琴 1台 

2 

把杆 1套 

墙面镜 70平方米 

功放室及设施 1套 

3 多功能演艺厅 舞台灯光音响 各一套 

 



十四、专业师资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等

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

教师资源。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具有本专业职

业资格证书或相应技术职称。至少配备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的专任教师 2 人，其中双师型教师不低于 30%。建立“双师

型”专业教师团队，有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带头人。 

规范师资培养、考核工作，并建设实践技能过硬、基础理论

扎实、能够带领完成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领军人才为标准，培养、引

进专业带头人；以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和课程开发能力为核心，聘请行

业企业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聘请从事民族音乐与舞蹈方向的兼

职教师补充师资队伍，建立具备良好的师德和终身学习能力、适

应产业行业发展需求、熟悉企业情况、积极开展课程教学改革的

高水平的教学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