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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一）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高师音乐专业研究生教育“FTPRI”进阶型培养模式建构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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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建设“5+1”项目（经费 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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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基于“三维核心素养”产出导向的音

乐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和实践

民族地区高校音乐舞蹈类专业“合作—协同—融合”实践育人机制的

构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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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扎根湖湘大地，弘扬传统艺术”大学美与实践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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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二届民族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美育浸润，乐教苗乡——沉浸式美育结对帮扶的模式创新与实践

（二）实践平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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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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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师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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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音乐与舞蹈学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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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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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表性奖项

CCTV 中国器乐大赛最佳中国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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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勇入选团中央《中华儿女》建国七十周年全国七十位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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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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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器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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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届世界杯手风琴竞标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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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一等奖

2010年代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参加第十四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大

赛团体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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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比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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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舞蹈领域培养院校作品展演活动中舞蹈《身后》

获创作奖、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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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创舞蹈《女书.吟》参加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获乙组二等奖

指导节目《秋韵》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乙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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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届保罗·科尼国际歌剧大赛第一名

全国第 12届舞蹈展演——舞蹈《女书吟》入选全国第十二届舞蹈展

演优秀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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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评教育部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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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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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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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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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金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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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金钟奖

湖南省高校首届最美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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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音乐教育学研究论文大赛教师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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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韩国春川国际声乐大赛中国作品 B 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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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全国青春健康歌唱大赛湖南省特等奖，全国三等奖

“2020 年度全省普通高校百佳党员”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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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称号

湖南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二、项目培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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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风（field work）成果

朱奕在龙山与“大摆手舞”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明光及徒弟符清文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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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书峰带领团队成员赴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湘兰村举行

蓝山汇源田野考察基地挂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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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季平团队在湖南省湘西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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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technique）成果

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金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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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金钟奖

湖南省高校首届最美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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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海南·博鳌国际手风琴艺术节成年组特等奖

第五届全国音乐教育学研究论文大赛教师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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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韩国春川国际声乐大赛中国作品 B 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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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全国青春健康歌唱大赛湖南省特等奖，全国三等奖

“2020 年度全省普通高校百佳党员”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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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称号

湖南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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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演（perform）成果

全国政协 2020 年新年茶话会文艺演出

2020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

（四）研究（research）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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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文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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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导向的高校课程优化策略研究 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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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 朱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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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身体·互文·权力：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再思考

杨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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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清代琴乐传播主体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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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察 理论研读 成果回馈——“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中心”成立三周年学术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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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著作成果

非遗保护与湘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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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学法体系与教师素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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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题项目

新文艺政策下红色基因在本土舞蹈创编中的应用

图像·文献·田野：湘桂边界平地瑶“吹笙挞鼓”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音乐实体产业与社会音乐文化传播体系建设的交互探索考察——以

湖南省音乐厅《国乐正当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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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和专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课题并

予以立项课题名称《音乐人类学视阈下雪峰山区瑶族音乐传承创新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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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融合（integration）成果

1. 实验班成绩

实验班学生成绩

年级 学位层次 姓名 音乐美学 midi 音乐社

会学

2016 科学硕士 黄雅 80 83 78
2016 科学硕士 喻馨怡 77 88 80
2016 科学硕士 朱丹 78 84 78
2016 科学硕士 王成 79 77 74
2016 科学硕士 黄璇 83 82 81
2016 科学硕士 黄容 79 79 68
2017 科学硕士 龚钰婷 78 90 78
2017 科学硕士 胡雄 86 84 81
2017 科学硕士 刘东婷 86 93 84
2017 科学硕士 徐倩 87 89 84
2017 科学硕士 彭力捷 74 80 81
2018 科学硕士 彭婧媛 81 83 79
2018 科学硕士 易琴 84 86 83
2018 科学硕士 朱哲瑜 80 80 82
2018 科学硕士 肖慧婷 82 82 86
2018 科学硕士 谌瑶 80 80 82
2019 科学硕士 高晴晴 80 87 85
2019 科学硕士 何滨柳 86 88 90
2019 科学硕士 李映苇 84 90 91
2019 科学硕士 蒋楠 78 86 85
2019 科学硕士 刘逸慈 86 83 85
2019 科学硕士 苗馨 83 90 90
2019 科学硕士 王雨晴 86 89 87
2019 科学硕士 徐花 85 90 89
2020 科学硕士 张鑫 85 87 84
2020 科学硕士 李菁菁 84 82 84
2020 科学硕士 杜鑫茹 87 83 84
2020 科学硕士 陈璐璐 82 80 86
2020 科学硕士 李静 88 82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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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科学硕士 陈薇伊 85 81 89
2020 科学硕士 江思颖 90 81 90

年级 学位层次 姓名 艺术美学 midi 音乐社

会学

2016 艺术硕士 邹静 78 80 73
2016 艺术硕士 喻双江 78 82 73
2016 艺术硕士 郎晏宁 80 83 72
2016 艺术硕士 李星星 89 87 77
2016 艺术硕士 张诗菡 76 72
2016 艺术硕士 余海龙 77 77 76
2016 艺术硕士 陈宇兰 79 80 74
2016 艺术硕士 任珂漪 76 76 74
2016 艺术硕士 周乐 79 83 77
2016 艺术硕士 蓝筱琰 70 75 73
2016 艺术硕士 李张 76 77 75
2016 艺术硕士 胡婕 75 81 75
2016 艺术硕士 邹一鸣 68 80 76
2017 艺术硕士 陈俊利 94 94 90
2017 艺术硕士 薄杨 77 89 86
2017 艺术硕士 高山 77 84 88
2017 艺术硕士 葛圳 75 75 88
2017 艺术硕士 何丹 81 80 89
2017 艺术硕士 胡钰琬 90 89 88
2017 艺术硕士 蒋传星 79 85 82
2017 艺术硕士 李媛媛 83 80 87
2017 艺术硕士 毛一涵 81 77 87
2017 艺术硕士 彭友 82 87 84
2017 艺术硕士 王玉琢 76 80 85
2017 艺术硕士 向思思 80 81 86
2017 艺术硕士 杨依环 85 92 83
2017 艺术硕士 单琪慧 85 74 86
2018 艺术硕士 文佳华 83 82 88
2018 艺术硕士 林烨 81 80 80
2018 艺术硕士 李思思 80 83 88
2018 艺术硕士 刘帆 82 80 86
2018 艺术硕士 谢宇琪 82 8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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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艺术硕士 沈秋宸 82 80 81
2018 艺术硕士 卜梓容 83 82 81
2018 艺术硕士 周岑焱 84 83 82
2018 艺术硕士 邓清扬 80 81 82
2018 艺术硕士 赵玥 92 91 94
2018 艺术硕士 葛依琳 84 82 81
2018 艺术硕士 郑婷柔 83 78 82
2018 艺术硕士 熊祉童 80 83 80
2019 艺术硕士 杜朋朋 90 89 88
2019 艺术硕士 康玥 87 87 87
2019 艺术硕士 侯安琪 85 83 87
2019 艺术硕士 谭翼林 90 87 87
2019 艺术硕士 袁成峰 81 87 82
2019 艺术硕士 赵静媛 91 88 80
2019 艺术硕士 朱亮 85 90 89
2019 艺术硕士 黎婕 82 86 87
2019 艺术硕士 陶泽文 83 84 84
2019 艺术硕士 符安可 85 85 83
2020 艺术硕士 唐佳妮 83 86 82
2020 艺术硕士 李乐捷 87 85 83
2020 艺术硕士 魏雨娟 85 84 84
2020 艺术硕士 袁阳花 89 89 87
2020 艺术硕士 田秋子 85 84 87
2020 艺术硕士 张舒涵 84 83 84
2020 艺术硕士 祝铃 83 88 85
2020 艺术硕士 张佳明 83 82 86
2020 艺术硕士 郭敏哲 84 83 89
2020 艺术硕士 龚主 86 86 88

年级 学位层次 姓名 音乐美学 音乐人类学
区域音

乐史

2016 博士 吴远华 90 90 90
2017 博士 汪静一 80 90 92
2018 博士 袁晓群 90 89 90
2018 博士 苏振华 81 91 90
2019 博士 郝亮亮 90 89 91
2019 博士 徐驰 88 89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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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博士 杨声军 89 90 92
2020 博士 余媛 84 90 90
2020 博士 赵婧贻 86 91 90

三、团队成果

（一）团队科研成果

1. 教材/著作成果

土家族民歌典型旋律音调结构研究 九州出版社 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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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普修教程（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咏北；姜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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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与名作欣赏普修教程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吴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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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心视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 郭声健

201808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丛书—— 非遗保护与南县地花

鼓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朱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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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视野中的湖南花鼓戏研究 东南大学出版社 朱咏北

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十六讲 学苑出版社 赵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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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教学中音调能力的形成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彭琳琳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对外传播与影响研究 东北

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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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与理论建构——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为

例 知识产权出版社 赵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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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

阐释 知识产权出版社 赵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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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论文成果

语境﹒身体﹒互文﹒权力：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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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身

份认同变迁问题的思考 音乐研究 赵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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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的历史地位和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 音乐研究 王次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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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关于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的讨论音乐研究 王次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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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俊：一辈子，一本书 光明日报 郭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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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 光明日报

夏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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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优勉瑶婚俗音乐田野考察与初步研究

中国音乐学 赵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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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边界 身份的变色龙——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认同变

迁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中国音乐 赵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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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化”创作——廖勇近年器乐作品创作评析

人民音乐 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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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版)学科核心素养产生的背景、

释义分析及其课程实施 中国音乐 资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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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新思考 人民音乐 赵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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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蜂乐会”创始人——钱君匋研究 中国音乐 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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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高校钢琴线上教学何去何从？

中国大学教学 匡勇胜



87

湘桂边界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赵

书峰



88

音乐素养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辨析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

演版) 资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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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艺术教育回归“以美育人”本位 课程·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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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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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边界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 中央音乐学院学

报 赵书峰

成果导向的高校课程优化策略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夏雄军



92

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三重判读 人民音乐 资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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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中国音乐 赵

书峰



94

权力与话语操演中的口述音乐史表述 人民音乐 赵书峰



95

《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 年版）学科核心素养产生的背景、

释义分析及其课程实施 中国音乐 资利萍



96

普通高校美育工作中的音乐教育实施对策研究

中国大学教学 匡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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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题项目



98

高师音乐专业研究生“五维一体”培养模式研究 夏雄军



99

整理编辑出版《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优秀案例集》郭声健



100

改进学校美育教学和艺术教育推进工作 郭声健



101

基于新综合素质评价的中学音乐核心素养研究 资利萍



102

中国与东南亚瑶族《盘王大歌》系列传世唱本整理与研究



103

湘鄂交界区域土家族“三棒鼓”文化身份转型研究 向婷



104



105

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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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新媒体视域下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创新与大学生价值观培养的互动研

究 夏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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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20 世纪中国大提琴音乐民族化创作历程及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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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重构与声景变迁——湘南瑶族“盘王节”音乐研究 赵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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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爱莲说》创排合作项目 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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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潇湘爱乐团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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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鸣电舞”星电企业文化建设 夏雄军



115

4. 科研获奖情况

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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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上音院社杯”音乐书评奖

第八届”上音院社杯”音乐评论“学会奖”



117

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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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艺术实践成果

1. 代表性艺术实践演出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全国政协 2019茶话会 重唱《长江之歌》 参与人：石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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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 2020 茶话会 独唱 《把一切献给党》 参与人：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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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四届青年文化 艺术节舞蹈类金奖

湖南省第五届高等院校音乐舞蹈专业学生“独唱·独奏·独舞”比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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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唱与合唱《坚定跟你走》 参与人：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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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天安门巡礼 舞蹈表演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潇湘舞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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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大型民族歌剧《爱莲说》之主演、群演、乐团、合唱团、舞蹈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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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乐《花鼓抒怀》创作 参与人：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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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军中女郎》男主角 参与人：石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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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乐《边塞舞曲》创作 参与人：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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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苗岭欢歌》 湖南师大音乐学院潇湘舞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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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团访问俄罗斯、白俄罗斯系列音乐会

夏雄军教授带队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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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之合唱演唱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天籁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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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雅砻文化旅游节》 舞蹈表演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潇湘舞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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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红楼梦》男主角

参与人：石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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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远航大湾区》 中央电视台新年音乐会 音乐总统筹

参与人：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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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一方乐》 中央电视台《音乐公开课》 主讲

参与人；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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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艺术实践项目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湖南省研究生双创

基地项目；负责人：夏雄军



135

舞蹈《女书·吟》编创

负责人：王光辉；徐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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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冰雪之约》创作；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

负责人廖勇、唐昌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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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茶花女》主演；国家大剧院委托；

负责人：石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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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唐帕斯夸莱》主演；莫斯科大剧院委托；负责人：石倚洁

第十二届中国电视金鹰艺术节 合唱演唱



139

第十二届中国电视金鹰艺术节 合唱演唱；湖南卫视委托；

负责人：夏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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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新区金融发展峰会音乐会；先导控股集团委托；负责人：夏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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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声入人心》 湖南广播电视台 负责人：石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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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制度

（一）管理制度

音乐学院硕士教学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硕士教学质量，加强教学管理，推进教学改革，营造良好教

书育人环境，特制订本条例。

第二条 教学管理要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教学促进专业建设。全院各职能

部门应始终围绕教学这一中心来开展本部门的工作，要在学生管理、教务管理、

设备管理、图书资料、后勤服务、环境建设等方面为教学提供可靠、优质的保障。

第三条 硕士生导师要加大教学精力的投入，填写好硕士教学计划，认真备

好每一堂课，参与学生排练，上课必须按时到课，有教案或详细的教学提纲，课

后多与学生接触和交谈，开展辅导和调研，保质按量按时完成各项教学任务。构

建“采、技、演、研、融”（FTPRI）进阶型的培养模式。即“采风（field work）、

技术（technology）、表演（perform）、研究（research）、融合（integration）”

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合。“采、技、演、研、融”螺旋进阶型培养架构，即田野

采风、文献检索能力和专业技术、表演实践、理论研究、跨学科互动融合，形成

了“各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差异性培养”为理念的螺旋进阶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

式。

第四条 要切实关心学生的专业学习，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好上课、排练、实

习与就业的关系，不能因任何问题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和艺术实践秩序。

第五条 凡教学态度不认真，出现教学事故者，按学校教学事故处理条例及

本条例第三章有关规定处理。学院职能部门有关人员如出现类似上述现象，也按

照本条办法执行。

第二章 教学任务安排

第六条 教学任务依据硕士培养计划安排。

第七条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含专业必修课、专业主科课、选修课）由

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根据专业培养计划具体下达教学任务。任课教师不得在培养

方案外随便增减课时和变更上课时间，如需变动，须经研究生办同意并报主管副



143

院长批准。

第三章 教学秩序

第八条 严肃教学秩序，教师上课不得迟到、早退和中途离开课堂、会客和

接听电话等；

第九条 课堂讲授内容如出现政治性和常识性错误，一经查实，停课整顿，

两年内无评优资格；

第十条 研究生给本科生上艺术实践课程，须由研究生提出书面申请，导师

签字后报研究生办，经教务办和研究生办协调安排。导师须随堂听课，严格把好

研究生课堂教学的质量关。

第十一条 原则上不得随意调课、停课和更换教师。凡因公出差（含外出上

成教课、参加学术活动等）、生病、亲属发生重大事故等特殊情况可申请调课或

可请同专业教师代课。调课须经系主任（出差应提前两天）同意，并在研究生办

填写调课通知单（紧急情况来不及，也应电话告知并事后补填），并及时做出补

课安排，少补一节倒扣 2个工作量，由研究生办安排调课，并通知学生。未经请

假而缺课或不按规定程序调课、停课者均属旷课。旷课者除批评教育外，按《湖

南师范大学教学事故处理条例》及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专业实践

第十二条 专业实践是培养高层次、理论型、应用型音乐表演和音乐创作的

专门人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旨在提高音乐类硕士的艺术实践能力，发展其

艺术创作和表演技能；全面提升其系统的专业知识、较高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较强

的艺术理解及表现力；能够胜任本专业艺术理论、艺术创作领域的各种艺术表现

形式，它是整个教学工作的重要部分。

第十三条 根据硕士专业实践实施细则的规定，承担专业实践教学指导的硕

士生导师必须安排好学生的各种专业实践活动，参与策划、审查和指导各项专业

实践活动，保证专业实践的顺利进行。

第十四条 根据硕士专业实践实施细则的规定，周四下午为固定排练时间，

硕士生导师必须参与硕士生的排练指导，确保排练时间的充足和效率和排练质量

的全面提升。导师不得无故缺席，相关规定和正规课堂教学一视同仁。

第十五条 各项管理按照专业实践细则实施以确保学生艺术实践的时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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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量、排练量严格达到规定，硕士生艺术实践质量的评价包括各项证明材料，学

生周二固定排练的到课率，出勤率由导师直接把关，签字给予审定。

第五章 硕士的论文指导

第十六条 硕士的毕业论文撰写一般安排在第四学年进行。学生按专业方向

选择论文题目，导师按照专业学科发展方向和要求给予指导。

第十七条 导师应严格要求学生按统一要求的格式打印好论文，并写好论文

评语、评出论文成绩及其等级，交科研办。论文开题与答辩由研究生办组织实施。

指导教师评阅论文时须切实履行职责，严把质量关，杜绝学生抄袭、剽窃、网上

下载等现象，一经发现作零分处理。论文答辩过程中严格把关。答辩小组组长负

责填写好答辩纪录、评语及评定答辩成绩与等级。毕业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由指

导教师指导修改后再答辩一次。两次答辩未通过者，作不及格处理。

第六章 艺术硕士的毕业作品和毕业音乐会指导

第十八条 艺术硕士的毕业作品和毕业音乐会一般安排在第三-五学期进行，

根据专业，分别为内容不同的作品和一到两场音乐会。

第十九条 每场音乐会表演时间为 40-60 分钟左右，成绩以百分制计分；作

曲方向要求提交两部结构完整的作品，包括一部室内乐，一部管弦乐、成绩以百

分制计分。指导教师要全程参与指导。

第七章 学生纪律、考试资格审查

第二十条 学生应当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和学校（学院）统一安排的一切活动。

若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者，必须事先写请假条，病假需交医院证明。请假 3天以

内，由导师批准；3天以上 5天以内由研究生办批准； l周以上，由主管研究生

工作的副院长批准。事假一般不超过两周。研究生请假条及一切有关审批手续一

律送研究生办存档备查。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每门课程抽查 3 次及 3 次以上无故缺课者，取消该门

课程的考试资格，予以重修；

第二十二条 缓考。研究生因病或有特殊困难不能参加考试时，必须事先出

具有关证明材料，再提出书面缓考申请，由研究生办审核，经主管院长同意，报

研究生院审批，批准后，报研究生办备案，方可缓考。缓考安排在下一学年相应

课程考试时进行。未申请缓考或申请未获批准而不参加规定的时间考试作旷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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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二十三条 研究生教学评价采用自评与他评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结合、名师评价与社会评价及师生互评结合等

形式，既有阶段课程随堂考核，又有论文考核和期末闭卷考试，既有阶段考核

和学期考核，又有初期、中期、毕业考试，合格进阶、不合格重修，优胜劣汰，

强化螺旋进阶型培养。

第九章 学籍管理

第二十四条 学籍管理严格按照《湖南师范大学研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此条例在全院教职工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经教学委员会、院务

会审议通过，由研究生办负责实施。

此条例解释权属院教学委员会，从公布之日起实施。

（二）考核条例

音乐学院硕士考核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重要指示。学院为

提高硕士教学质量，加强学生学习过程考核管理，推进课程考核改革，营造浓厚

的创新研究学术氛围，激励研究生做出重大科研创新成果，特制订本条例。

第二条 学院结合学风建设工作推进，以课程考核为抓手，严格平时成绩审核，

加强学生学习过程考核管理，对于本学院所开设课程的考核方式要抓严抓细。

第三条 硕士生导师要加大教学精力的投入，科研与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要严格课

程考核命题审批，扩大推行教考分离。严格审查分析各门课程的平时成绩，坚决

制止平时成绩区分度不大，或使用平时成绩加分和提分等现象，加强过程考核管

理和公平公正的课程考核成绩对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四条 建立科学的“五育融合”考核评价体系，使育人导向真正亮起来。根据

“采、技、演、研、融”（FTPRI）螺旋进阶型的培养模式，即采风（field work）、

技术（technique）、表演（perform）、 研究（research）、融合（integration）”，

制定“FTPRI”相应的评价标准，依标评价课程产出与课程改进。采用自评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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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名师评价与社会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及师

生互评相结合等评价方式，合格进阶、不合格重修，优胜略汰，以评价过程和结

果实现螺旋进阶的考核方式。

第二章 学术活动要求

第五条 教学考核任务依据硕士培养计划安排。

第六条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含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

共必修课程、学科必修课程、方向限选课、任意选修课、必修环节、专业实践）

由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根据专业课程具体下达教学考核任务。研究生在校期间应

听取和主讲的学术报告、参加的国内外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要求研究生在学期

间必须参加学校、学院和学位点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包括文献阅读报告、学术

研究报告和前沿讲座等。

第七条 学术活动考核根据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考勤情况和研究生公开主讲的

学术报告质量进行。学术活动的考勤采取研究生自主申报和学院、导师考勤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研究生参加本院及本学位点组织的学术报告由学院及学位点进行

考勤；研究生参加学校及其他学院组织的学术报告，由研究生自主申报，导师负

责考核。

第八条 研究生进行公开学术报告应由学位点统一组织实施，并由学位点根据研

究生学术报告质量进行考核。不得以课程学习报告等代替研究生公开学术报告进

行考核。

第九条 学术活动环节的成绩以“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五级评分。

第三章 考核的组织、方式、步骤与要求

第十条 学院成立研究生考核领导小组，负责本学院考核的组织领导。根据考核

人数多少，成立一个或多个考核小组，负责考核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十一条 考核前，研究生应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完成考核评定表的自我总结、

科研成果、奖惩情况等情况的录入。

第十二条 考核小组对研究生填报材料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召开报告会逐个听

取研究生对个人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与考核、科研进展等方面情况的口头汇

报，并就上述考核内容向研究生提问。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生的情况进行全面考

核并给出考核评定等级。考核过程应有详细记录，并由考核小组组长签字。

第十三条 考核小组将考核评定表及相关材料报学院考核领导小组审核。

第十四条 学院审核通过后，由科研与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在管理系统中登录考核

小组评定的等级，并将研究生的中期考核评定表存入研究生个人业务档案中。

第四章 阶段性考核标准

第十六条 考核由五个阶段构成，通过阶段性考核，引导学生建立多学科交融互

建的知识融合性思维；实现“讲台+舞台”结合，教学实践与艺术实践互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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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科研究和实践视域，以四跨为线条和架构，不断实现着学科“由内向外”

的进阶融合。

学年考核总分加权计算方法：总分=0.20×课程平时成绩+0.80×课程期末成绩。

考核等级确定：总分≥85 分的为“优秀”，70 分≤总分<85 分的为“良好”，60

分≤总分<70 分的为“合格”，总分<60 分的为“不合格”。A 班必须达到良好或

以上，B班必须达到合格。

第一阶段

入学前需提交《音乐学院 FTPRI 实验班入学测评表》，通过测评表将学生分

为 A、B 班。根据分班不同，此学期学生需达到以下考核要求：A/B 班学生田野

采风的次数与质量需达到优秀/良好；技术能力培养方面需完成教案设计且由专

家审定优秀/良好，或荣获校级比赛奖项；表演能力方面需完成培养计划里的规

定曲目且质量优秀/良好；研究方面，学术规范、研究计划与方法的学习成绩需

达到优秀/良好；跨学科融合能力的培养方面，《戏剧赏析》成绩需达到优秀/良

好，且参多次参与讲座。

在学期末根据自身对于以上所学内容的完成与掌握情况提交《研究生学年培

养评价表》，经导师考核获批后由导师对其进行学年评价。

第二阶段

根据上学期所提交的计划进行实地田野调查、艺术实践、学术研讨、教学实

践、讲座汇报等，过程中需以固定周期提交相应的叙事性报告或实践性成果，以

此作为期末考核的平时成绩。此学期 A/B 班学生需达到以下考核要求：A/B 班学

生田野采风素材整理归纳能力需达到优秀/良好；技术能力培养方面，课堂实践

或公开课课件展示需达到优秀/良好，或荣获市级比赛奖项；表演能力方面需完

成中期音乐会且质量优秀/良好；研究方面，需在公开刊物发表文章，且质量达

到优秀/良好；跨学科融合能力的培养方面，《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成绩需

达到优秀/良好，且参多次参与讲座。

在学期末根据自身对于以上所学内容的完成与掌握情况提交《研究生学年培

养评价表》，经导师考核获批后由导师对其进行学年评价。

第三阶段

根据前期的收集、实践、整合所获资料信息，继续进行相关实践，以固定周

期进行汇报、演出、实践、教学，作为期末考核的平时成绩。此学期 A/B 班学生

需达到以下考核要求：A/B 班学生能独立组织策划采风，并得到优秀/良好；技

术能力培养方面，能独立进行教学实践或实习，且成果优秀/良好，或荣获市级

比赛奖项；表演能力方面需完成毕业音乐会且质量优秀/良好；研究方面需发表

高质量论文，主持或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质量达到优秀/良好；跨学科融合能

力的培养方面，MIDI 音乐制作成绩达到优秀/良好。

在学期末根据自身对于以上所学内容的完成与掌握情况提交《研究生学年培

养评价表》，经导师考核获批后由导师对其进行学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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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学生纪律、考试资格审查

第十七条 学生应当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和学校（学院）统一安排的一切活动。若

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者，必须事先写请假条，病假需交医院证明。请假 3天以内，

由导师批准；3天以上 5天以内由研究生办批准； l周以上，由主管研究生工作

的副院长批准。事假一般不超过两周。研究生请假条及一切有关审批手续一律送

研究生办存档备查。

第十八条 研究生每门课程抽查 3 次及 3次以上无故缺课者，取消该门课程的

考试资格，予以重修；

第十九条 缓考。研究生因病或有特殊困难不能参加考试时，必须事先出具有关

证明材料，再提出书面缓考申请，由研究生办审核，经主管院长同意，报研究生

院审批，批准后，报研究生办备案，方可缓考。缓考安排在下一学年相应课程考

试时进行。未申请缓考或申请未获批准而不参加规定的时间考试作旷考处理。

第二十条 研究生教学评价采用自评与他评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结合、名师评价与社会评价及师生互评结合等形式，既有阶

段课程随堂考核，又有论文考核和期末闭卷考试，既有阶段考核和学期考核，又

有初期、中期、毕业考试，合格进阶、不合格重修，优胜劣汰，强化螺旋进阶型

培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此条例在全院教职工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经教学委员会、院务会审

议通过，由研究生办负责实施。

此条例解释权属院教学委员会，从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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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评价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乡村美育论坛举办 郭声健 中国教育新

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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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湘老师乡村支教专题报道 郭伟湘 央视 13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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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将学问写进基层群众的民族音乐学学者——记湖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教授赵书峰 赵书峰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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