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安文艺学校办学能力评估自评报告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0 年职业院校评估工

作的通知》（赣教职成字〔2020〕23 号）及吉安市教育体育

局《关于做好 2020 年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现

就我校基本办学条件、师资队伍、课程与教学、校企合作、

学生发展和办学效益等六个方面指标涉及的内容认真展开

自评工作，形成了自评报告。

一、基本办学条件

（一）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2017 年-2019 年，学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分别为

576.76 万元、454.98 万元、513.08 万元，学校生均财政拨

款为 12760 元、9956 元、10802 元，基本能够满足办学需求。

2017 年-2019 年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情况表

生均财政拨款情况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万元） 576.76 454.98 513.08

在校生人数（人） 452 457 475

生均财政拨款（元） 12760 9956 10802

数据来源：吉安文艺学校办公室



（二）教学仪器设备配置

2017—2019 年，学校用于教学、实训、科研等仪器设

备资产总值保持平稳，教学仪器设备投入达到 112.28 万元。

学校自 2018 年迁入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院），

纳入学院管辖，与学院共享教学设备资源，生均教学仪器设

备资产值在 2500 元以上，设施设备条件比较完善。

（三）校舍情况

学校在办学设施上与学院共通共享。学校建有教学楼、

实训楼、学生公寓楼、学生食堂、标准化塑胶运动场等基本

教学和生活设施。截止 2019 年 9 月，学校非产权独立使用

占地面积 11172.05 ㎡，非产权共同使用占地面 341208 ㎡；

非产权独立使用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面积 8983.82 ㎡，非产

权共同使用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面积 31837 ㎡；行政办公用

房面积 1268.3 ㎡（非产权独立使用）。生均教学科研及辅

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88.61 平方米。

（四）信息化教学

依托学院完善的信息化建设，学校拥有较为完备的信息

化教学条件。截至 2019 年 9 月，校园网互联网出口宽带达

400Mbps;设有网络多媒体教室 12 间，教学用终端计算机 25

台，与学院共享教学用终端计算机 1854 台，计数机拥有数

每百生 18.8 台；学校与学院共享已建成的上网课程数 293

门。



二、师资队伍

学校通过专兼结合、招录聘请等多种进方式引进优秀师

资，师资结构不断优化，基本能够满足学校教学要求。截止

2019 年 9 月，全校共有教职工 42 人，其中专任教师 34 人，

专业教师 25 人，占专任教师的 73.53％，生师比为 11.3。

学校积极组织教师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及专业竞赛锻炼专

业技能拓展专业视野，大力倡导教师参加知名专业院校进修

培训提升专业素质与理论水平，鼓励教师参加职业技能鉴定

和考取职业资格证书，通过各种方式 ，着力打造技艺精湛、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截至 2019 年 9 月，

学校专业教师中获得“双师型”教师资格证者达 13 人，占

专任教师的 38.2%。

三、专业建设

学校根据自身专业特色、社会文艺事业发展和演艺企事

业单位需求，强化校企合作，与演艺事业单位共建外围区域

招生点、学生实习实践基地，定向培养专业人才，初步形成

招生与就业全贯通、实践与教学双结合、企业与学校共培养

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积极施行“以演促学”模式的课程教

学方法改革，强调教学的社会适用性与专业发展性，鼓励教

师采用富有舞台实践性的教学手段组织课堂，运用剧目课形

式的教学方法，达到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双提升的教育目

标；加强夯实学生文化基础，明确提出专业课程与文化课程



并重的教育理念，注重培养专业能力突出、文化素养扎实的

优质专才。

（一）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

学校十分重视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教学以实

践为主，并不断加强同演艺企事业单位实践合作。截至 2019

年 9 月 1 日，学校建有校内实践基地数 14 个，同省内外大

型演艺团体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 3 个。

（二）课程开设结构

2017 年-2019 年，学校每年共开设 114 门课程，总课时

数 18468 学时，其中：“纯理论课”（A 类）课程 70 门，总

课时数 6192 学时；“实践+理论课”（B 类）课程 44 门，总

课时数 12276 学时。两类课程的课时比例情况如下图：

数据来源：吉安文艺学校教务科



（三） 校企合作

学校承接省内外各演艺团体组织与地区企事业单位的

文艺演出活动，通过以演促教的模式不断提升专任教师专业

技能与教学水准，平均每年组织师生演出队伍同各单位开展

演出合作达数十场之多。

学校深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互惠模式，找

准与艺术剧团的合作点，与艺术剧团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实

习实训基地，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多形式办学合作，企业

参与学校办学发展与实践教学程度不断加强。截止 2019 年 9

月，学校同赣州艺术剧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吉安市采茶歌

舞剧院、汕头市歌舞团有限公司 3 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共建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合作，让学生做中学、学中做，培养过硬专

业本领。

四、学生发展

（一）在校生巩固率

近三年，学校招生数基本持平，毕业生数保持稳定，在

校生人数均呈小幅增长，学生巩固率略微浮动。2019 年学校

毕业 97 人，毕业生来源包含 2016 年招入五年制专舞班生源

43 人与 2017 年招入三年制美术班生源 32 人、特长班生源

35 人，学校 2019 年实际学生巩固率达到 97%。



2019 年学校学生巩固率具体情况表

年度 五年制专舞班 三年制特长班 三年制美术班

2016 年招入（人） 43 —— ——

2017 年招入（人） —— 35 32

2019 年巩固率 97%

数据来源：吉安文艺学校招就科

（二）学生毕业去向

学校结合中职教育办学特点，坚持学生就业、升学“两

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思路，全力筑好“普通高考

促升学+企事业单位增就业”双保险渠道，抓好抓实毕业生

的升学就业工作，力争让每位学生进的来、留得住、出的去、

发展好。2019 年，学校毕业生总数为 97 人，其中直接就业

学生人数为 16 人，直接就业率为 16.5%，三年来，学校选择

直接就业的下降 28.5%；选择升学的有 77 人，升学率为

79.4%，较 2017 年升学率上升 35.4%。



2017-2019 年毕业生去向情况表

项目 2017 2018 2019 增减幅度

毕业生总人数（全日制） 100 110 97 ——

其中：直接就业数（全日制） 45 16 16 ——

直接就业比例 45% 14.50% 16.50% ―28.5%

其中：直接升学数（全日制） 44 94 77 ——

直接升学比例 44% 85.50% 79.40% 35.40%

其中：其它去向 1 0 4 ——

数据来源：吉安文艺学校招就科

（三）毕业生等级证书获取情况

为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学校积极鼓励舞蹈专业学生考

取社会认可度高的等级证书。2019 年，学校有 58 名舞蹈专

业毕业生获取等级证书，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9.8%。

2017-2019 年毕业生等级证书获得情况表

年度 2017 年（人）2018 年（人）2019 年（人）

毕业生数（全日制） 100 110 97

获得人数 60 65 58

比例 60% 59.1% 59.8%

数据来源：吉安文艺学校学生科



五、办学效益

（一）专业设置

2017-2019 年，学校设有三年制舞蹈表演及五年制舞蹈

表演、三年制音乐和美术绘画四个艺术类专业，其中舞蹈专

业是省教育厅精品课程专业。

（二）专业与产业吻合度

学校根据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要满足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求的办学要求，不断调整专业结构。目前，学校专注面

向文创、文娱类第三产业的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专业设

置指向性强，与产业结构匹配度高。

2019 年学校各专业产业结构匹配情况

专业设置 在校生人数 占在校生总数比例 面向行业/产业

五年制舞蹈表演 240 50.50% 文化娱乐

三年制舞蹈表演 92 19.40% 文化娱乐

美术绘画 108 22.70% 文化创意

音乐 35 7% 文化娱乐

数据来源：吉安文艺学校教务科

（三）办学特色与成效

1. 深化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学质量有保障

学校坚持遵循艺术专业职业能力形成的规律，以能力形

成为本位调整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使课程设置与升学考试



及岗位要求保持一致，逐步形成了文化与专业并重的符合高

校选拔艺术人才及社会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尤其是

省级精品专业舞蹈表演，已形成并实施基训、剧目、民舞、

毯技等体现专业特色的项目课程。

为适应企事业单位及社会文艺事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学

校大力推行教学改革，融合地域文化落实“让井冈山精神在

舞台上呈现”的教学方法，赋予专业独特的审美特征，强化

专业特色与区域文化发展服务能力；推行“以演促教、以演

促学”的教学形式，涵养学生丰富深厚的专业实践能力、岗

位迁移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学校教育教学上一系列前瞻性

的举措，促使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在培养具备扎实艺术专业

基础知识理论、较高从业能力，能在社会艺术团体、企事业

单位从事艺术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上，走在了同类院校的前

列。

2.扩大中高职对口贯通，学生职业发展前景好

以就业为导向，不断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学生就业渠道，

学校同演艺企事业单位的深度合作保证了毕业生就业质量。

同时，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中职教育发展的精神指示，加

快推进中职与高职一体化培养，适当扩大中职与高职“3+2”

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点艺术类专业。目前，学校充分利用隶

属管理优势，同学院强化对口贯通培养工作；积极参与中高

职专业联盟建设，进一步落实中职和高职一体化建设方案，



通过在人才培养规格定位、课程设置、实训实习等方面加强

衔接和沟通等方式来促进学生能力提升。2019 年我校中职毕

业生中，79.38%的毕业生升入高校或高职进行深造，职业发

展前景十分明朗。

3.彰显专业优势，社会服务能力强

学校坚持职业教育与社会接轨、文化传承并重，利用地

域和专业优势服务社会文化发展，打造艺术教育良好口碑。

2018-2019 年，学校与北舞共同编创的舞剧《十送红军》获

得“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表

演奖（一等奖）”，舞剧《井冈 井冈》选段先后走进赣南

师范大学、赣南医学院、永丰中学等 6 所学校展演，完成了

2018 年江西省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专场演出工作，承担了

“回望峥嵘读初心”高校巡演江西省文化厅站专场演出工

作；鼎力支持本市多场重要纪念活动文艺演出工作；2019 年

初，组织 150 多师生参演中央电视台春晚井冈山分会场文艺

汇演，受到省级表彰，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厚植国家情怀、

提高人民艺术和文化素养贡献了专业力量。

六、存在问题及努力方向

通过此次全国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调查，学校全面客

观地总结了近年办学取得的实绩和经验，也清醒地认识到自

身的不足。为抓住本次评估促进学校全面发展和改革的机

遇，学校正视问题，积极整改用心解决。



（一）师资结构不平衡

学校着力建设专业教师师资队伍，专业教师配备基本可

达到满足教学需求，专业教师师资结构较单一，以引进高校

优秀毕业生为主，年纪轻，经验浅，实践能力有待提升，聘

请企业兼职专业教师过少，不利于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构建。

文化课教师在编制额紧缺的情况下，兼职教师引进渠道杂，

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教学周期短，导致教学质量难以管控。

改进计划：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多方面引进兼

职教师；加强现有师资培训，完善师资结构，提高双师建设，

完善青年教师的帮扶培养,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实践能

力；深化校企合作，引进教育集团，借外力辅助改善师资现

状，稳定教师队伍，焕发教师活力。

（二）办学条件更待优化

2019 年后，学校生源情况持续向好，在校生数量不断增

加，但教学仪器设备后续投入力度不足，专业教学设施补充

不够，教学资源渐为紧张，教学场地开始饱和，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学校办学规模。

改进计划：

全面落实中职学校办学标准，争取政策项目资金，优化

硬件设施，改善办学条件；拓宽学校教育经费收入渠道，优

化企事业单位合作形式，积极增加学校事业性收入，反哺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