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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长乐职业中专学校人才培养方案

——2023 级音乐表演专业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音乐表演（750201）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

三、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序号 就业岗位 就业机构 职业资格

1 声乐表演者
文化艺术行业企事业

单位、培训机构
歌唱演员

2 器乐演奏员
文化艺术行业企事业

单位、培训机构

民族乐器演奏员

外国乐器演奏员

五、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把立德树人融进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

教育、技术技能培养、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面向文化艺术行业企事

业单位(演艺团体)培养从事声乐表演、器乐表演等工作，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一) 职业素养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企事业单

位规章制度。

2.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音乐事业，树立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的职业理想。

3.具有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的精神和继续学习的能力。

4.养成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乐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习惯和品质。

5.掌握必需的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具备定的就业和

创业能力。

6.树立正确的文艺规和审美现，自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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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服务。

(二)专业如识和技能

1.掌握音乐艺术的基本特点和基础理论知识。

2.具有基本的五线谱 (或简谱)视谱、唱谱及听音记增能力。

3.具有初步的钢琴演奏和伴奏能力。

4.具有基本的青乐表现能力和初步的音乐创作能力。

5.了解地城和民族音乐文化， 具有基本的中外音乐历史知识。

6.具备初步的形体表演和舞台综合表现能力。

7.具有初步的艺术审美和音乐鉴常能力。

专业(技能)方向---声乐表演

1.掌握声乐表演的基础理论知识。

2.掌握所学唱法(民族、美声、通俗等)演唱的基本技能。

3.具备基本的合唱能力。

4 具有初步的音乐(声乐)辅导、合吸排练指挥等社会文化艺术指

导能力。

专业(技能)方向一器乐表演

1.掌握器乐表演的基础理论知识。

2.掌握所学乐器(中国或外国乐器)演奏的基本技能。

3.具备基本的合奏能力。

4.具有初步的音乐(器乐)辅导、合唱排练指挥等社会文化艺术指

导能力。

六、主要接续专业

高职: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学

本科: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学

七、课程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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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课（138 学时）：

1. 课件制作（54 学时）

2. 合奏与合唱指挥（72 学时）

顶岗实训：730 学

7、 基本乐理（216学时）

8、 视唱、听音练耳（198学时）

9、 民族民间音乐（54学时）

10、中外音乐史（36 学时）

11、合唱（216 学时）

12、和声基础（36 学时）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 11
54 学

时）

思 想

政 治

（180
） 学

时）

语 文

（198
学时）

数 学

（144
学时）

英 语

（144
学时）

历 史

（90）
学时

体育与

健 康

（ 144
学时）

信 息 技

术（144
学时）

顶岗实训：730 学

专业核心课

程（381学时）

专业技

能方向

课 程

舞蹈

(198学
时）

钢 琴

（ 198
学时）

音 乐素

养 （ 36
学时）

歌 唱

（ 180
学时）

1、 基本乐理（216学时）

2、 视唱、听音练耳（198学时）

3、 民族民间音乐（54学时）

4、 中外音乐史（36学时）

5、 合唱（216学时）

6、 和声基础（3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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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及教学计划安排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 程

学时与学分 各学期周学时安排

学时 学分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基

础模

块）

与限

定选

修课

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6 2 2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 36 2 2

哲学与人生 36 2 2

职业道德与法治 36 2 2

思想政治（拓展部分） 36 2 2

语文
必修 144 8 2 2 2 2

限定选修 54 3 1 1 1

数学
必修 108 6 2 2 2 2

限定选修 36 3 2

英语
必修 108 6 2 2 2

限定选修 36 2 2

信息技术
必修 108 6 3 3

限定选修 36 2 1 1

体育与健

康

必修 54 3 2 1

限定选修 90 5 2 1 2

历史
必修 72 4 1 1 1 1

限定选修 18 1 1

艺术 36 2 1 1

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学分 1080 60 占总学时数的比例：（31.99%）

专业

核心

课程

基本乐理 216 12 3 3 3 3

视唱、听音练耳 198 11 3 3 2 3

民族民间音乐 54 3 1 2

中外音乐史 36 2 2

合唱 216 12 2 2 2 2 4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和声基础 36 2 1 1

专业核心课程学时学分 756 42 占总学时数的比例：（ 22.39% ）

专门

化方

向课

程

歌唱（器乐） 180 10 1 1 2 2 4

钢琴 198 11 2 2 2 2 6

舞蹈 198 11 2 2 2 2 6

音乐素养 36 2 1 1

专门化方向课程学时学分 612 34 占总学时数的比例：（ 18.13%）

实习

实训

认知实习 30 安排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实习一周

跟岗实习 240 安排第五学期为期 8 周

顶岗实习 460 24

实习实训学时学分 730 24 占总学时数的比例：（ 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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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程

课件制作 54 3 3

书法

合唱( 合奏)指挥 72 4 2 2

应用文写作

选修

专业选修课学时学分 126 7 占总学时数的比例：（3.7% ）

专业

通识

课

安全教育 18 1 1
心理健康 18 1 1
自然与科学 18 1 1
环保教育 18 1 1

职业技能鉴定学分 2

专业技能课程总学时学分（方向

1）
2296 147 占总学时数的比例：（68.01% ）

军训 18 1

社会实践 18 1

入学教育 18 1

毕业教育 18 1

总学时总学分 3377 211

周学时数统计 31 31 31 31 31 31

九、教材

课 程 教材名称及主编 出版单位

语文 语文大纲报倪文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 数学 李广金 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语 外语（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哲学与人生 哲学与人生 王雯 高等教育出版社

钢琴
《拜尔钢琴基础教程》、《车

尔尼钢琴基础教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

声乐基础
声乐实用基础教程/胡钟刚、

友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音乐 音乐/谢莉莉 高等教育出版社

十、校内教学质量检查方案

各专业接受市职教中心每学期安排的质检。

除职教中心安排质检科目以外学校安排的质检的方式为：

每学期文考的科目本科所有课任老师需出一份试卷，然后由学校

随机抽取某一个教师的试卷进行考试，或由两个以上的教师拼卷考

试。

每学期学校安排技能科方面的技能考试，由教研组组成评委对学

生技能进行考核，考试方法模拟考证定级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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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专业课、技能课有实训实践的科目采用平时教师实践过程

记录的方法对学生平时实训实践的情况进行考核记录与期末技能考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学生的学期总成绩由平时表现 10%+平时作业完成情况 20%+平时

考核成绩 10%+期中成绩 20%+期末成绩 40%

十一、教学实施

（一）教学要求

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教学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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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能课

专业技能课应结合国家对音乐表演专业的要求和工作实际，对课

程内容进行整合，并根据本专业标准细化各门课程的具体要求，制定

科学、可行的教学目标，安排好内容。要进行行动导向的教学设计，

提倡项目教育、案例教学、任务教学、角色模拟、情景教学等方法，

突出“做中学、做中教”的职业教育特色，形成操作技能与职业规范

的统一，学习内容内容与工作内容相统一，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一体

化。要借助校企合作机制，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充实教学资源，

为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提供有力保障。

任课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倡导反思性学习，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要紧密结合实际，强化职业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职业

能力。

（二）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要更新观念，改变传统的教学管理方式。教学管理要有

一定的规范性和灵活性，合理调配教师、实训室和实训场地等教学资

源，为课程的实施创造条件；要加强对课程教学及时间环节的质量监

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保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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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

要认真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

对实训实习工作做到统一组织、落实计划、校企共管。学校和行业、

企业签订实习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双方指派指导教师具体

组织管理。实习指导教师要切实负责对实习生的思想教育、组织教育、

业务指导和考核评价。学校应关注学生在实习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

以及基本的实习生活与工作环境安全。

十二、教学评价：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育人理念，建立科学、可行的评价标准。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要求，制定课程教学及实训评价标

准。要关注对学生职业素养、学习能力及专业实践能力的评价，不仅

要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学生运用知识以及

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重视学生职业素养的形成。

要坚持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以任课教师评

价、实训指导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互评为主，吸收行业企业参与。

依据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评价学习过

程，又要评价学习结果，关注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考核采用理

论测试和实践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重在考核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实

际操作水平。

加强顶岗实习课程的考核评价。成立由指导教师（兼职）、专业

教师和班主任组成的考核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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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能力、专业技能和任务

完成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十三、实训实习环境及综合实习

（一）校内实训中心
序号 实训室名称 训练技能 训练学时数

1 钢琴楼和电钢室 钢琴独奏、钢琴伴奏和弹唱 348

2 仿真幼儿活动室 幼儿园领域活动模拟教学 50

3 舞蹈室 舞蹈基本功训练及舞蹈创编 348

4 美术室 绘画及手工制作 348

5 音乐室 歌唱、节奏训练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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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筝实训室 古筝实训 348

（二）校外实训基地

校外实训基地主要场所是公共剧院或音乐厅、企事业单位会堂、

文化广场等、音乐培训机构等。

（三）综合实习

（1）认知实习

认知实习是人才培养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

认知实习，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有初步的了解。艺术培训机构为学生提

供了良好的认知实习环境。认知实习活动主要包括听取相关指导老师

对机构的介绍，参观实训基地，从而让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方向进一步

的认识与了解，明确中职学习期间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应具备的基

本素质等。

（2）跟岗实习

根据教学要求灵活安排综合实训，建议以项目实训或校企合作的

生产性实训方式进行，强化学生各项技能，同时与技能证书考核相结

合。时间安排上可以结合课程的进度，相关技能考证要在当地教育主

管部门的统一要求下完成，证书要求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要求

为准，可以使国家相关部委（教育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的职业技能证书，也可以使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或

行业协会统一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

（3）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指学生到音乐表演相关单位对应岗位进行综合性实训实

习，是学生就业前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由学校和实习单位共同组

织实施。通过实习，使学生了解音乐表演行业一线创作、演出和人文

环境，能运用所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初步具备音乐

表演的职业实践能力。要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中

和职业素养，增强就业能力。

十四、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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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教师学历职称结构应合理，至少应配备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 9人；建立“双师型”专业教师团队，其中本

专业“双师型”教师比例为 100％；应有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带头人。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领域 承担教学课程

古晓琳 高级讲师 钢琴 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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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 讲师 钢琴 钢琴

施晓宁 讲师 声乐、乐理 声乐、乐理

林鸿霞 讲师 钢琴 钢琴

陈靖女 助理讲师 声乐、乐理 声乐、乐理

赵耿琪卉 讲师 舞蹈 舞蹈

邹丽洋 助理讲师 舞蹈 舞蹈

薄净 助理讲师 舞蹈 舞蹈

谷苗凤 助理讲师 舞蹈 舞蹈

专业专任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师德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本专业或

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和本专业相关

工种中级（含）以上职业资格，能够适应产业、行业发展需求，熟悉

企业情况，参加企业实践和技术服务，积极开展课程教学改革。聘请

行业企业高技能人才担任专业兼职教师，应具有高级（含）以上职业

资格或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能够参与学校授课。

十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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