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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召开 2024 年秋季学期本科教学工作会

2024 年 10 月 15 日下午，学校在武侯校区梧桐楼召开 2024 年秋季学期

本科教学工作会。会议由教务处副处长陈国威主持。党委常委、副院长谭

学胜、职能部门负责人、系（院）党政负责人、教学秘书等 80余人参会。

会上，谭学胜副院长强调教学管理工作，一是必须有紧迫感。2025 年

初，学校将迎来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以下简称审核评估），本

学年是审核评估的关键年，时间紧、任务重；二是必须有责任感。面对新

时代高等教育的要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学工作面临的诸多挑战。

如何将本科质量保障体系落地落实，如何有效构建自觉“五自”质量文化

等，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必须有创新性。加强信息技术手段的

运用提升教学效果，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紧紧围绕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教务处郑玉章处长针对本学年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梳理了本



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日志、论文选题、学术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强调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出口环节，要求重视并加强

对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和管理，强化责任意识。郑处长还强调了

一流本科专业要加强持续建设力度，重视质量文化建设。基于阶段性检查

所取得的成绩，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不断产出具

有标志性的成果。

教务处陈国威副处长总结了学校自“诊断性审核评估”以来，本科教

学评估中心“以评促建、以评促管”的主要工作，并安排部署即将开展的

“梧桐树下——共话育人”系列活动。

本科教学评估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吉利逐一讲解了2024高等教育质量监

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工作的注意事项，强调数据填报所形成的《本科

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是审核评估“1+3+3 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

学校审核评估《自评报告》的数据具有密切的关联，并要求各部门、系（院）

一定要做好数据的填报与审核。

会议最后，谭学胜副院长对本学期本科教学提出五点要求：一是要深

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模式。二是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创新能力。三是优



化评价体系，促进全面发展。四是加强教师发展，提升培训质量。五是加

强数据采集，按时完成任务。 希望各职能部门、教学单位进一步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于“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

扎实推进本科教育教学，实现四川音乐学院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二、以评促建，教材建设出成果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近日公布的《“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

划教材入选名单》和《“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推荐

名单》，我校传媒学院王利剑教授的《大学摄影基础教程》（人民邮电出

版社）和美术学院的张盛副教授的《数字雕塑技法与 3D打印》（清华大学

出版社）入选“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美术学院张盛

副教授的《数字雕塑技法与 3D打印》（清华大学出版社）入围“十四五”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推荐名单。



三、以评促强，人才培养结新果

学校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021 年起实施“拔尖人才培

养计划”，在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舞蹈表演、舞蹈编导、美

术、设计等 18个表演创作类专业（方向）开展“专业拔尖人才”培养，在

其他非表演创作类专业开展“专业优秀人才”培养。

2024 年 10 月 12 日，我校声乐与歌剧学院 2024 届毕业生范霖（导师：

白居业副教授），在德国“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 Internationaler



Gesangswettbewerb Neue Stimmen）总决赛中，荣获“布莱恩·迪基青年才

俊奖”，是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中国人。范霖本科学习期间，连续三年被

评选为四川音乐学院拔尖人才，通过国际国内比赛、展演、大师课等艺术

实践提升自我。范霖认为，能够获得该项大赛的奖项，得益于四川音乐学

院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该项目为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让自己不断进步

和成长。

2024 年，针对拔尖人才培养，学校启动了四川音乐学院拔尖人才提升

计划之“大师的音乐课堂”系列讲座，近期邀请了著名作曲家张千一、诗

人屈塬、音乐家舒楠等走进川音课堂，与师生分享艺术和创作经验，拓展

艺术视野。三场讲座均由学校副院长孙洪斌教授主持。

讲座中，张千一、屈塬从“艺术家眼中的长城牵连着怎样的文化根脉，

音乐和诗篇如何表现这一中华民族代表性文化符号”娓娓道来，交响诗篇

《长城》突出强调了历史性、现代性、史诗性、艺术性、大众性，长城所

承载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气质。



舒楠以“新时代主旋律创作与思考”为题，总结了将家国情怀与个人

情感有机结合的创作经验。舒楠教授认为，“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艺术工作

者，要跟时代同频共振、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出好的作品”。

孙洪斌副院长强调，师生要把专业学习、作品创作与德艺双馨结合起

来，要进一步树立家国情怀、艺术家精神。三位艺术家的讲座开拓了师生

们的视野，丰富了师生们的专业知识，是不可多得的大师课和“艺术思政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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