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音乐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音乐表演（美声、民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3

音乐表演（钢琴、钢琴伴奏艺术、手风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7

音乐表演（管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1

音乐表演（民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5

音乐表演（马头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9

音乐表演（长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23

音乐表演（呼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27

音乐表演（四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31

音乐学（声乐教育、钢琴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35

音乐学（音乐理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39

音乐学（非遗音乐传承）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4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47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合唱指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51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视唱练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55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59

舞蹈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舞蹈表演（蒙古族舞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65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69

舞蹈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73



舞蹈学（理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77

舞蹈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81

影视戏剧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表演（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87

表演（音乐剧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93

表演（二人台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99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0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11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17

视觉传达设计（舞台美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23

美术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31

绘画（版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35

绘画（水彩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39

绘画（油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43

书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47

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51

设计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表演（服装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57

雕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61

艺术设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65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69



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73

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77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81

公共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85

新媒体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动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91

动画（漫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96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200

文化艺术管理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207

艺术史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211



音乐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3

音乐表演（美声、民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声乐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文

化部门、社区从事声乐表演、教学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神。

3.了解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

标准。

5.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

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和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了解音乐艺术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相关

的活动。

4.掌握本学科和专业表演、教学、研究等方面相关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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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能够熟练开展独唱或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类音乐表演活动。

2.能够运用音乐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诠释新作品。

3.能够进行声乐教育教学工作。

4.毕业时能够演唱 6-10 首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必修 125 学分；选修 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钢琴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基础和声、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语音、艺术指导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0

59.2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

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8.1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2.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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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表演（美声、民声）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3 162060102* 钢琴基础 1-2 2 32 8 24 1 1 √

4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5 1620401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6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7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8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2 672 440 232 7 7 10 10 4 4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207* 专业主课 1-8 16 256 64 192 2 2 2 2 2 2 2 2 √

2 162060103* 语音 1-2 4 64 32 32 2 2 √

3 162240204* 艺术指导 1-8 4 64 64 第 1-8 学期，每学期 6 学时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4 384 96 288 4 4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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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260101* 合唱与重唱 1-2 4 64 64 2 2 √

2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3 1622601020 音乐名作赏析 2 32 32 2 √

4 1620601340 中西方歌剧鉴赏 2 32 32 2 √

5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6 1620602140 合唱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7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8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9 162060119* 合音训练 1-2 4 64 16 48 2 2 √

10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1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12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13 1622603020 MIDI 制作基础 2 32 16 16 2 √

14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5 1622601050 舞台表演 2 32 32 2

16 1620601420 蒙古族音乐史 2 32 32 2 √

17 1622601300 中外艺术歌曲概论 2 32 32 2 √ √

18 1620601230 中外声乐艺术发展史 2 32 32 2 √

19 1622603170 戏曲艺术鉴赏与演唱 2 32 24 8 2 √

20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21 1622603180 流行与爵士音乐鉴赏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21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

音乐表演（美声、民声）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8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8 学

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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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钢琴、钢琴伴奏艺术、手风琴）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钢琴、手风琴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

机构、文化部门、社区从事钢琴、手风琴表演、教学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的

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对于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4.掌握本学科和专业表演、教学、研究等方面相关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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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能够进行独奏或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类音乐表演活动。

2.能够进行本专业方向的教学工作。

3.能够运用音乐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诠释新作品。

4.毕业时要求完整演奏 2-3 首中大型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外作品，

并能准确把握作品的音乐风格。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必修 125 学分；选修 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音乐名作赏析、视唱练耳、中国传统音乐概

论、中国音乐史、基础和声、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复调知识、钢琴艺术发展史、钢琴教学法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

修课
80

59.2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

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

践）
15.5

33.7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6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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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表演（钢琴、钢琴伴奏艺术、手风琴）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40103* 音乐名作赏析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4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5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6 1620401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7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8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4 704 496 208 8 8 10 10 4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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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207* 专业主课 1-8 16 256 64 192 2 2 2 2 2 2 2 2 √

2 1620501040 复调知识 2 32 16 16 2 √

3 1620601250 钢琴艺术发展史 2 32 32 2 √

4 1622401020 钢琴教学法 2 32 3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2 352 144 208 2 2 2 2 2 4 6 2

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260109* 室内乐重奏与合奏 1-2 4 64 64 2 2 √

2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3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4 162060104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5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6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7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8 1620602200 旋律写作 2 32 16 16 2 √

9 1620601070 MIDI 制作基础 2 32 16 16 2 √

10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1 1620501050 配器知识 2 32 16 16 2 √

12 1620601420 蒙古族音乐史 2 32 32 2 √

13 162060315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14 16206013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5 1622603180

1

流行与爵士音乐鉴赏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5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

音乐表演（钢琴、钢琴伴奏艺术、手风琴）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80 学分，

综合性实践教学 8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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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管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管弦乐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

文化部门、社区从事管弦乐表演、教学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

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国家的文艺和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4.掌握本学科和专业表演、教学、研究等方面相关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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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能够熟练开展独奏或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类音乐表演活动。

2.能够运用音乐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诠释新作品。

3.能够进行管弦乐教育教学工作。

4.毕业时能够演 2-3 首中大型独奏、重奏、合奏中外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必修 125 学分；选修 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视唱练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史、

西方音乐史、音乐名作赏析、基础和声、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管弦乐艺术发展史、艺术指导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

课
80

59.2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

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5.7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9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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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表演（管弦）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3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4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5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6 162040103* 音乐名作赏析 1-2 4 64 64 2 2 √

7 1620401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8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4 704 496 208 8 8 10 10 4 4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207* 专业主课 1-8 16 256 64 192 2 2 2 2 2 2 2 2 √

2 1620601240 管弦乐艺术发展史 2 32 32 2 √

3 162240204* 艺术指导 1-8 4 64 64 第 1-8 学期，每学期 8学时。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2 352 96 256 2 2 4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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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260111* 重奏与合奏 1-2 4 64 64 2 2 √

2 1620601410 数码钢琴 2 32 8 24 2 √

3 1620601350 中外管弦乐名作鉴赏 2 32 32 2 √

4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5 1620601030 乐队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6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7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8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9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0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11 1622601040 乐队片段 2 32 32 2

12 1622603020 MIDI 制作基础 2 32 16 16 2 √

13 1620602200 旋律写作 2 32 16 16 2 √

14 1622501040 复调知识 2 32 16 16 2 √

15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16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7 1620501050 配器知识 2 32 16 16 2 √

18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9 1622603180 流行与爵士音乐鉴赏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9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

音乐表演（管弦）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8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8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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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民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民乐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文

化部门、社区从事民乐表演、教学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教育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

献精神。

3.了解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国家的文艺和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4.掌握本学科和专业表演、教学、研究等方面相关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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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能够熟练开展独奏或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类音乐表演活动。

2.能够运用音乐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诠释新作品。

3.能够进行民乐教育教学工作。

4.毕业时能够演奏 2-3 首中大型传统、现代、移植等各种风格类型的

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必修 123 学分；选修 24 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音乐名作赏析、视唱练耳、中国传统音乐概

论、中国音乐史、基础和声、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民乐教学法、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0

59.2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3.7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6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6.3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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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表演（民乐）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40103* 音乐名作赏析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4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5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6 1620401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7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8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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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4 704 496 208 8 8 10 10 4 4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207* 专业主课 1-8 16 256 64 192 2 2 2 2 2 2 2 2 √

2 1622401030 民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3 162060129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0 320 112 208 2 2 2 2 4 4 2 2

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269111* 重奏与合奏 1-2 4 64 64 2 2 √

2 1620601410 数码钢琴 2 32 8 24 2 √

3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4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5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6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7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8 1620601030 乐队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9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0 1620602200 旋律写作 2 32 16 16 2 √

11 1622501040 复调知识 2 32 16 16 2 √

12 1622603020 MIDI 制作基础 2 32 16 16 2 √

13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4 1620501050 配器知识 2 32 16 16 2 √

15 1620601420 蒙古族音乐史 2 32 32 2 √

16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6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

音乐表演（民乐）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8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8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19

音乐表演（马头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马头琴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

文化部门、社区从事马头琴表演、教学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

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 熟悉党和国家对于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4. 掌握本学科和专业表演、教学、研究等方面相关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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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能够熟练开展独奏或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类音乐表演活动。

2.能够运用音乐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诠释新作品。

3.能够进行马头琴教育教学工作。

4.毕业时能够演奏 2-3 首各种风格的中大型独奏、重奏、合奏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46 学分，其中必修 124 学分；选修 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音乐名作赏析、视唱练耳、中国传统音乐概

论、中国音乐史、基础和声、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艺术指导、潮尔琴艺术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0

59.2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

文、第二课堂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6.4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0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7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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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表演（马头琴）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40103* 音乐名作赏析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4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5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6 1620401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7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8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4 704 496 208 8 8 10 10 4 4 0 0

1 162240207* 专业主课 1-8 16 256 64 192 2 2 2 2 2 2 2 2 √

2 162240104* 艺术指导 1-8 4 64 64 第 1-8 学期，每学期 8学时 √

3 1622601420 潮尔琴艺术 2 32 16 16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2 352 80 272 2 2 2 2 2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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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2601151 马头琴艺术概论 2 32 32 2 √

2 162260111* 重奏与合奏 1-2 4 64 64 2 2 √

3 1620601410 数码钢琴 2 32 8 24 2 √

4 162060137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5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6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7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8 1622601360 马头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9 1622601170 呼麦演唱基础 2 32 16 16 2 √

10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11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2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13 1620602200 旋律写作 2 32 16 16 2 √

14 1622501040 复调知识 2 32 16 16 2 √

15 1622603020 MIDI 制作基础 2 32 16 16 2 √

16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17 1620501050 配器知识 2 32 16 16 2 √

18 1620601420 蒙古族音乐史 2 32 32 2 √

19 162060315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20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20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

音乐表演（马头琴）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8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8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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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长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长调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文

化部门、社区从事长调表演、教学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理论素质、职业素

养、艺术素养和人文素养。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对于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4.掌握本学科和专业表演、教学、研究等方面相关专业知识。



24

（三）能力要求

1.能够熟练开展独唱或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类音乐表演活动。

2.能够运用音乐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诠释新作品。

3.能够进行长调教育教学工作。

4.毕业时能够演唱 6-10 首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蒙古族长调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必修 125 学分；选修 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钢琴基础、视唱练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中国音乐史、基础和声、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语音、艺术指导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0

59.2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

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8.1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2.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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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表演（长调）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60102* 钢琴基础 1-2 2 32 8 24 1 1 √

3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4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5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6 1620401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7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8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2 672 440 232 7 7 10 10 4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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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040207* 专业主课 1-8 16 256 64 192 2 2 2 2 2 2 2 2 √

2 162060103* 语音 1-2 4 64 32 32 2 2 √

3 162240204* 艺术指导 1-8 4 64 64 第 1-8 学期，每学期 6 学时。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4 384 124 288 4 4 2 2 2 2 2 2

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2601151 马头琴艺术概论 2 32 32 2 √

2 162260101* 重唱与合唱 1-2 4 64 64 2 2 √

3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4 1620401020 音乐名作赏析 4 64 64 2 √

5 1620601230 中外声乐艺术发展史 2 32 32 2 √

6 1620602140 合唱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7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8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9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10 1622608210 民歌旋律形态研究 2 32 24 8 2 √

11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2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13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14 1620601340 中西方歌剧鉴赏 2 32 32 2 √

15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16 1622603020 MIDI 制作基础 2 32 16 16 2 √

17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8 1620601420 蒙古族音乐史 2 32 32 2 √

19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9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

音乐表演（长调）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8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8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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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呼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呼麦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文

化部门、社区从事呼麦表演、教学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对于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4.掌握本学科和专业表演、教学、研究等方面相关专业知识。



28

（三）能力要求

1.能够熟练开展独唱（奏）或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类音乐表演活动。

2.能够运用音乐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诠释新作品。

3.能够进行呼麦教育教学工作。

4.毕业时能够演唱 6-8 首演奏（演唱）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传统呼

麦乐曲及乐队组合的改编、创作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必修 125 学分；选修 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音乐名作赏析、视唱练耳、中国传统音乐概

论、中国音乐史、基础和声、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呼麦小组课、民族乐器基础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0

59.2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文、第

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5.7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9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7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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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表演（呼麦）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32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2-8 学期，共 16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07 437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40103* 音乐名作赏析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4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5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6 1620401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7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8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4 704 496 208 8 8 10 10 4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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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207* 专业主课 1-8 8 128 32 96 1 1 1 1 1 1 1 1 √

2 162240105* 呼麦小组课 1-8 8 128 32 96 1 1 1 1 1 1 1 1 √

3 162240106* 民族乐器基础 1-6 6 96 32 64 1 1 1 1 1 1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2 352 96 256 3 3 3 3 3 3 2 2

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2601151 马头琴艺术概论 2 32 32 2 √

2 1620601410 数码钢琴 2 32 8 24 2 √

3 162260120* 民族音乐组合训练 1-2 4 64 64 2 2 √

4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5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6 1622601160 马头琴伴奏艺术 2 32 24 8 2 √

7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8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9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10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1 1622608210 民歌旋律形态研究 2 32 24 8 2 √

12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13 1620602200 旋律写作 2 32 16 16 2 √

14 1622501040 复调知识 2 32 16 16 2 √

15 1622603020 MIDI 制作基础 2 32 16 16 2 √

16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17 1620601420 蒙古族音乐史 2 32 32 2 √

18 1620501050 配器知识 2 32 16 16 2 √

19 162060315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20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20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

音乐表演（呼麦）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8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8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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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四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四胡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文

化部门、社区从事四胡表演、教学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国家的文艺和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了解音乐艺术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4.掌握本学科和专业表演、教学、研究等方面相关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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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能够熟练开展独奏或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类音乐表演活动。

2.能够运用音乐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诠释新作品。

3.能够进行四胡教育教学工作。

4.毕业时能够演奏 3-5 首不同风格的传统四胡乐曲及中大型四胡创作

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 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必修 125 学分；选修 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音乐名作赏析、视唱练耳、中国传统音乐概

论、中国音乐史、基础和声、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中国民族乐器概论、艺术指导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0

59.2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

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3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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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表演（四胡）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40103* 音乐名作赏析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4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5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6 1620401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7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8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4 704 496 208 8 8 10 10 4 4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207* 专业主课 1-8 16 256 64 192 2 2 2 2 2 2 2 2 √

2 162060129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3 162240104* 艺术指导 1-8 4 64 64 第 1-8 学期，每学期 8学时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2 352 160 192 2 2 2 2 2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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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260111* 重奏与合奏 1-2 4 64 64 2 2 √

2 1620601410 数码钢琴 2 32 8 24 2 √

3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4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5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6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7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8 1620601030 乐队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9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10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1 1620602200 旋律写作 2 32 16 16 2 √

12 1622501040 复调知识 2 32 16 16 2 √

13 1622603020 MIDI 制作基础 2 32 16 16 2 √

14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5 1620501050 配器知识 2 32 16 16 2 √

16 1620601420 蒙古族音乐史 2 32 32 2 √

17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7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

音乐表演（四胡）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8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8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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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声乐教育、钢琴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音乐教育理论素养、教学能力、策划与组织音乐活动的综合能力，

能够在教育机构、文化部门、社区从事教学、研究、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

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教育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

献精神。

3.了解当代音乐教育发展趋势，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具备未来职业

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树立全面发展为根

本的教育观。

2.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相关教育阶段的教材教法。

3.了解并掌握一定的国内外有代表性的音乐教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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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掌握从事学校音乐教育所必备的音乐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三）能力要求

1.能够从事基础音乐教学工作。

2.能够策划、组织各类音乐教学活动。

3.能够根据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开展音乐鉴赏工作。

4.毕业时能够完成 3-5 首独唱、独奏、伴奏与弹唱作品，撰写一篇符

合教育教学研究的学位论文。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47学分，其中必修125学分；选修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音乐学概论、视唱练耳、中国音乐史、基础

和声、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声乐演唱、钢琴演奏、音乐教育学与心理学、伴奏与弹

唱、艺术指导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78

59.2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7.1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9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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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学（声乐教育、钢琴教育）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40204* 音乐学概论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4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5 1620402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6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7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0 640 432 208 8 8 10 10 4 4 0 0

专

业

1 162240201* 声乐演唱 1-7 7 112 28 84 1 1 1 1 1 1 1 √

2 162240202* 钢琴演奏 1-7 7 112 28 84 1 1 1 1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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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课

3 162260205* 音乐教育学与心理学 1-2 4 64 64 2 2 √

4 162240203* 伴奏与弹唱 2 32 8 24 1 1

5 162240204* 艺术指导 1-8 4 64 64 第 1-8 学期，每学期 6学时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4 384 128 256 2 2 4 4 3 3 2

专

业

选

修

课

1 033753007* 形体 1-2 4 64 16 48 2 2 √

2 1622601020 音乐名作赏析 2 32 32 2 √

3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4 162260101* 重唱与合唱 1-2 4 64 64 2 2 √

5 1620602140 合唱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6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7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8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9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0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1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12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13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32 2 √

14 1620602200 旋律写作 2 32 16 16 2 √

15 1622603180 流行与爵士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6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7 1620602240
内蒙古地区汉族及“三少”

民族音乐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7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4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音乐学（教育）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78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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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音乐理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育人模式，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业发展和自治区高质量教

育发展新格局需求，培养具有丰富的音乐理论素养、良好的劳动素养和专

业劳动技能,能够在基础教育、科研院所、文化馆等部门从事音乐理论研究

和教育教学工作，具有创新精神与人文情怀应用型音乐学理论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对于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本学科和专业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和专业

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4．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体系，了解本专业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开

展专业研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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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能够开展各类音乐社会活动。

2.能够运用音乐学理论知识独立分析新作品。

3.能够运用所掌握的文献检索、学术研究资料的收集采集方法进行学

术论文、研究报告撰写工作。

4.能够运用音乐学理论知识进行教学、科研工作。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47学分，其中必修125学分，选修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音乐学概论、视唱练耳、中国音乐史、基础

和声、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田野调

查、音乐学文献导读、音乐文学理论与实践、音乐美学基础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78

59.2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第二课堂、

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27.6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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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学（音乐理论）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2*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40204* 音乐学概论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4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5 1620402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6 162030105*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7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0 640 432 208 8 8 10 10 4 4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205* 专业主课 1-7 12 192 192 1 1 2 2 2 2 2 √

2 162060216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

论与实践
2 32 32 2 √

3 162060203* 田野调查 1-2 4 64 32 3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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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20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5 162240206* 音乐文学理论与实践 2 32 32 2 √

6 1620402030 音乐美学基础 2 32 3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4 384 352 32 1 1 4 2 4 8 4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060301* 民族乐器基础 1-2 2 32 8 24 1 1 √

2 1620602230 民族音乐学影像志 2 32 32 2 √

3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4 1620601420 蒙古族音乐史 2 32 32 2 √

5 1622601020 音乐名作赏析 2 32 32 2 √

6 1620601410 数码钢琴 2 32 8 24 2 √

7 1620602140 合唱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8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9 1620502060 音乐学文献导读 2 32 32 2 √

10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11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12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13 1622608210 民歌旋律形态研究 2 32 24 8 2 √

14 1620602200 旋律写作 2 32 16 16 2 √

15 162060315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16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7 1620602240 音乐学文论写作 2 32 32 2 √

18 1620602240
内蒙古地区汉族及“三少”

民族音乐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8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论文 6 √ √

3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4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音乐学（音乐理论）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78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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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非遗音乐传承）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非遗音乐传承理论素养、研究能力、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

教育机构、文化部门、科研院所、文化传媒从事教学、研究、组织管理等

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和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本学科和专业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

和专业的研究动态及前沿课题。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4．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体系，了解本专业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开



44

展专业研究的基本方法。

（三）能力要求

1.能够熟练地进行非遗音乐传承相关的各类音乐表演活动。

2.能够运用音乐学理论与方法，进行非遗音乐资料的收集、整理、分

析、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工作。

3.能够运用音乐学理论知识进行教学、科研工作。

4.毕业时能够完成 5-8 首各类非遗音乐表演风格的作品，能够撰写一

篇符合音乐学学士要求的学位论文。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47 学分，必修 125 学分，选修 2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基础

和声、西方音乐史、曲式与作品分析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艺术指导、田野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理论与实践、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0

59.2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40.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4.4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7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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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乐学（非遗音乐传承）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201* 基本乐理 1-2 4 64 48 16 2 2 √

2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3 162040204* 音乐学概论 1-2 4 64 64 2 2 √

4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5 162040201* 基础和声 1-2 4 64 32 32 2 2 √

6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7 162040202* 曲式与作品分析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0 640 432 208 8 8 10 10 4 4 0 0

专

业

核

1 162240205* 专业主课 1-7 14 256 64 192 2 2 2 2 2 2 2 √

2 162240204* 艺术指导 1-8 4 64 64 第 1-8 学期，每学期 6 学时 √

3 162060207* 田野调查 1-2 4 64 32 3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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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课

4 162060225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理论与实践
2 32 32 2 √

5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6 448 224 224 2 2 4 2 6 4 2

专

业

选

修

课

1 162060301* 民族乐器基础 1-2 2 32 8 24 1 1 √

2 1622601020 音乐名作赏析 2 32 32 2 √

3 1620602320 民族音乐学影像志 2 32 32 2 √

4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5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6 162260101* 重唱与合唱 1-2 4 64 64 2 2 √

7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8 1620602140 合唱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9 1620601200 蒙古族长调艺术 2 32 32 2 √

10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11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2 1622608210 民歌旋律形态研究 2 32 24 8 2 √

13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14 162060315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15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6 1620602240
内蒙古地区汉族及“三

少”民族音乐
2 32 32 2 √

17 1620601420 蒙古族音乐史 2 32 32 2 √

18 1620502060 音乐学文献导读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8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学分

音乐学（非遗音乐传承）专业总学分 14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8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

学 8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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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作曲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科研院

所、文化部门、传媒行业从事音乐创作、教学、研究、组织管理等工作的

应用型作曲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对于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中外音乐创作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掌握从事创作、教学、理论研究等方面所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

4.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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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能够组织协调管理各类创作排演工作。

2.能够运用作曲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较为熟练地进行多种音乐风格、

体裁的创作。

3.能够运用作曲技术理论知识进行教学、科研工作。

4.毕业时能够完成一首中型曲式结构的四声部以上重奏、合唱、合奏

或双管编制的单乐章规模的西洋（民族）管弦乐队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55学分，其中必修131学分，选修24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视唱练耳、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钢琴基础、民族

乐器基础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作曲小组课、和声学、曲式学、复调学、配

器法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

课
88

61.3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

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38.7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9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7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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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2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4 162060302* 钢琴基础 1-4 4 64 16 48 1 1 1 1

5 162060304* 民族乐器基础 1-2 2 32 8 24 1 1 √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0 480 280 200 5 5 7 7 3 3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308* 专业主课 1-8 14 224 56 168 1 1 2 2 2 2 2 2 √

2 162240302* 作曲小组课 1-2 4 64 32 32 2 2 √

3 162040301* 和声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4 162040302* 曲式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5 162040303* 复调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6 162040304* 配器法 1-3 6 96 48 48 2 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42 672 280 392 5 7 8 6 6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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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任

选

课

1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2 1620603020 MIDI 制作 2 32 16 16 2 √

3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4 1622603010 现代作曲技法 2 32 16 16 2 √

5 1620602140 合唱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6 162060119* 合音训练 1-2 4 64 16 48 2 2 √

7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8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9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0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11

1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12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13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4 1622603180 流行与爵士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5 162060315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16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7 1620603180 西方音乐体裁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7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学分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专业总学分 15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教育课 88 学分，综合性实

践教学 8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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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合唱指挥）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合唱指挥理论素养、听觉能力、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

育机构、科研院所、文化部门、传媒行业、社区从事合唱指挥、教学、研

究、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对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中外合唱艺术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掌握从事合唱指挥、教学、研究等方面所必备的专业知识。

4.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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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活动。

（三）能力要求

1.能够组织协调管理各类合唱排演工作。

2.能够运用音乐理论知识独立分析、诠释新作品。

3.能够运用合唱理论知识进行教学、科研工作。

4.毕业时能够排演 6-8 首不同风格中外合唱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55 学分，其中必修 131 学分，选修 24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视唱练耳、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钢琴基础、声乐

基础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作曲小组课、和声学、曲式学、复调学、配

器法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8

61.3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38.7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9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7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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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合唱指挥）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2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4 162060302* 钢琴基础 1-4 4 64 16 48 1 1 1 1 √

5 162060303* 声乐基础 1-2 2 32 8 24 1 1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0 480 280 200 6 6 7 7 2 2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308* 专业主课 1-8 14 224 56 168 1 1 2 2 2 2 2 2 √

2 162240302* 作曲小组课 1-2 4 64 32 32 2 2 √

3 162040301* 和声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4 162040302* 曲式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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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2040303* 复调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6 162040304* 配器法 1-3 6 96 48 48 2 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42 672 280 392 5 7 8 6 6 4 4 2

专

业

任

选

课

1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2 1620603020 MIDI 制作 2 32 16 16 2 √

3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4 1622603010 现代作曲技法 2 32 16 16 2 √

5 162060119* 合音训练 1-2 4 64 16 48 2 2 √

6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7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8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9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10 1620602140 合唱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11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12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13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4 1622603180 流行与爵士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5 162060315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16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7 1620603180 西方音乐体裁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7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学分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合唱指挥）专业总学分 15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教育课 88 学分，综合性

实践教学 8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55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视唱练耳）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视唱练耳理论素养、听觉能力、编创能力、教学能力，能够在教

育机构从事视唱练耳教学、研究、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对于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掌握从事视唱练耳教学、理论研究等方面所必备的专业知识。

4.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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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能够组织协调管理视唱练耳教学工作。

2.能够运用作曲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较为熟练地进行视唱曲目的创作。

3.能够运用视唱练耳理论知识进行教学、科研工作。

4.毕业时能够完成一节 45分钟时长的视唱练耳教学实践课，写作一首

中型规模的四声部合唱或带伴奏视唱曲目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55 学分，其中必修 131 学分，选修 24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视唱练耳、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钢琴基础、声乐

基础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作曲小组课、和声学、曲式学、复调学、配

器法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8

61.3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38.7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9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7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5.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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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视唱练耳）专业教学计划表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8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2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4 162060302* 钢琴基础 1-4 4 64 16 48 1 1 1 1

5 162060303* 声乐基础 1-2 2 32 8 24 1 1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0 480 280 200 6 6 7 7 2 2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308* 专业主课 1-8 14 224 56 168 1 1 2 2 2 2 2 2 √

2 162240302* 作曲小组课 1-2 4 64 32 32 2 2 √

3 162040301* 和声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4 162040302* 曲式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5 162040303* 复调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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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2040304* 配器法 1-3 6 96 48 48 2 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42 672 280 392 5 7 8 6 6 4 4 2

专

业

任

选

课

1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2 1620603020 MIDI 制作 2 32 16 16 2 √

3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4 1622603010 现代作曲技法 2 32 16 16 2 √

5 162060119* 合音训练 1-2 4 64 16 48 2 2 √

6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7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8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9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10 1620602140 合唱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11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12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13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4 1622603180 流行与爵士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5 162060315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16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7 1620603180 西方音乐体裁 2 32 32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7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学分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视唱练耳）总学分 15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教育课 88 学分，专业综合性

实践教学 8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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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音乐工程理论素养、音乐创编制作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

机构、文化部门、传媒行业从事音乐创编制作、教学、研究、组织管理等

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热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对本职工作有责任感、敬业精神与奉献精

神。

3.了解本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景，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认同感，理解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对于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了解本学科专业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3.掌握音乐技术、教学、理论研究等方面所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

4.了解本学科和专业的基本历史、文化类型以及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

相关的活动。



60

（三）能力要求

1.能够组织协调管理编创、录音相关工作。

2.能够运用电子音乐手段、人声与器乐音色音响编创作品。

3.能够运用音乐工程理论知识进行教学、科研工作。

4.毕业时能够完成 2-3 首六声部以上影视、动画配乐作品、六声部

以上流行音乐作品、四声部以上舞蹈音乐作品、双管编制的单乐章规模的

西洋（民族）管弦乐队作品。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51 学分，其中必修 125 学分，选修 26 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视唱练耳、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钢琴基础

专业核心课：专业主课、作曲小组课、和声学、曲式学、复调学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4

60.3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汇报、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7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39.7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8.1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4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8
17.2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8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六、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工程）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8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30102* 视唱练耳 1-4 16 256 128 128 4 4 4 4 √

2 162030103* 中国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3 162030104* 西方音乐史 1-2 4 64 64 2 2 √

4 162060302* 钢琴基础 1-4 4 64 16 48 1 1 1 1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28 448 272 176 5 5 7 7 2 2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62240308* 专业主课 1-8 16 256 64 192 2 2 2 2 2 2 2 2 √

2 162240302* 作曲小组课 1-2 4 64 32 32 2 2 √

3 162040301* 和声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4 162040302* 曲式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5 162040303* 复调学 1-3 6 96 48 48 2 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8 608 240 368 6 8 8 6 4 2 2 2



专

业

任

选

课

1 1620601060 多媒体电脑绘谱 2 32 16 16 2 √

2 1620603020 MIDI 制作 2 32 16 16 2 √

3 162030106*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1-2 4 64 64 2 2 √

4 1622603100 电声音乐概论 2 32 32 2 √

5 1622603010 现代作曲技法 2 32 16 16 2 √

6 162060119* 合音训练 1-2 4 64 16 48 2 2 √

7 1620603140 中国民歌鉴赏 2 32 32 2 √

8 1620603130 电影音乐鉴赏 2 32 32 2 √

9 1620603070 内蒙古当代音乐作品鉴赏 2 32 32 2 √

10 1622603240 钢琴伴奏艺术 2 32 16 16 2 √

11 1622501010 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2 1620602140 合唱指挥基础 2 32 8 24 2 √

13 1620601390 音乐教学法 2 32 16 16 2 √

14 162060304* 民族乐器基础 1-2 2 32 8 24 1 1 √

15 1622603180 流行与爵士音乐鉴赏 2 32 32 2 √

16 1620603150 中国民族乐器概论 2 32 32 2 √

17 1622601040 钢琴调律 2 32 26 6 2 √

18 1620501050 配器知识 2 32 32 2 √

19 1620603180 西方音乐体裁 2 32 32 2 √

20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20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8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汇报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8学分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工程）专业总学分 15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教育课 84 学分，综合性

实践教学 8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舞蹈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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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蒙古族舞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4）

一、培养目标

舞蹈表演(蒙古族舞蹈）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

社会、文化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

新精神、人文情怀，熟练掌握和运用舞蹈表演（蒙古族舞蹈）专业相关的

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舞蹈表演艺术审美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够在艺

术团体、艺术院校、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舞蹈表演以及相关教学、研究等

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信念、爱集体、敢担当。

2.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3.具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品质。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舞蹈表演艺术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

3.了解中外舞蹈艺术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前沿。

4.具有音乐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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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有较高的蒙古族舞蹈表演能力。

2.具有较高的蒙古族舞蹈教学、研究能力。

3.具有一定的蒙古族舞蹈编创能力。

4.具有较高的辅导群众艺术活动能力。

5.具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适应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 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81 学分，其中必修 153 学分，选修 28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舞蹈概论、中国舞蹈史、西方舞蹈史、音乐基础理论

专业核心课：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蒙古族舞蹈传统舞、蒙古族舞蹈

民俗民间舞、蒙古族舞蹈技能训练、舞蹈基本功、蒙古族舞蹈精品剧目、

中国民族民间舞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112

66.9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实践演出、毕
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33.1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2

48.6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66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2
15.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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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舞蹈表演(蒙古族舞蹈）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2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3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4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5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6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7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8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47 900 607 293 13 10 7 9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2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720304010 舞蹈概论 2 32 32 2 √

2 1720304020 中国舞蹈史 2 32 32 2 √

3 1720304030 西方舞蹈史 2 32 32 2 √

4 1720304040 音乐基础理论 2 32 3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8 128 128 0 4 2 2 0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72240401* 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 1-3 12 192 48 144 4 4 4 √

2 1722404020 蒙古族舞蹈传统舞 4 64 16 48 4 √

3 1722404030 蒙古族舞蹈民俗民间舞 4 64 16 48 4 √

4 172040404* 蒙古族舞蹈技能训练 1-3 12 192 48 144 4 4 4 √

5 172240405* 蒙古族舞蹈精品剧目 1-2 8 128 32 96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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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6 172040406* 舞蹈基本功 1-6 40 640 160 480 6 6 8 8 6 6 √

7 172040408* 中国民族民间舞 1-2 8 128 32 96 4 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88 1408 352 1056 10 14 20 20 18 6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722604010 表演元素 2 32 8 24 2 √

2 1720604020 美学原理 2 32 32 2 √

3 1720604030 舞蹈作品赏析 2 32 32 2 √

4 1720604040 学术论文写作 2 32 32 2 √

5 1720604050 舞台人物化妆 2 32 16 16 2 √

6 1722604060 音乐基础知识 2 32 32 2 √

7 1720604070 精品剧目实践 2 32 8 24 2 √

8 1720604080 国际标准舞 4 64 16 48 4 √

9 1722604090 中国民族民间舞 4 64 16 48 4 √

10 1720604100 编舞技法 4 64 16 48 4 √

11 1722604130 舞蹈即兴 2 32 8 24 2 √

12 1722604140 民歌演唱 2 32 8 24 2 √

13 1722604160 古典舞身韵 2 32 8 24 2 √

14 1722604170 身体语言—舞蹈基本功 2 32 8 24 2 √

15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16 1722604190 现代舞 4 64 16 48 4 √

17 1722604200 蒙古族舞蹈技能训练 4 64 16 48 4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7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实践演出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舞蹈表演（蒙古族舞蹈）专业总学分 18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教育课 112 学分，综合性实践

教学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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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4）

一、培养目标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

社会、文化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

新精神、人文情怀，熟练掌握和运用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专业相关的

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舞蹈表演艺术审美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够在艺

术团体、艺术院校、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舞蹈表演以及相关教学、研究工

作等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信念、爱集体、敢担当。

2.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3.具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品质。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舞蹈表演艺术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

3.了解中外舞蹈艺术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前沿。

4.具有音乐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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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有较高的国际标准舞舞蹈表演能力。

2.具有较高的国际标准舞舞蹈教学、研究能力。

3.具有一定的国际标准舞舞蹈编创能力。

4.具有较高的辅导群众艺术活动能力。

5.具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适应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 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学分 181 学分，其中必修 153 学分；选修 28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舞蹈概论、中国舞蹈史、西方舞蹈史、音乐基础理论

专业核心课：拉丁舞、舞蹈基本功、性格舞、国际标准舞精品剧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

修课
112

66.9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实践演出、

毕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33.1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

践）
12

48.6
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66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2
15.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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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2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3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4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5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6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7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8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47 900 607 293 13 10 7 9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2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720304010 舞蹈概论 2 32 32 2 √

2 1720304020 中国舞蹈史 2 32 32 2 √

3 1720304030 西方舞蹈史 2 32 32 2 √

4 1720304040 音乐基础理论 2 32 3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8 128 128 0 4 2 2 0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72040410* 拉丁舞 1-6 46 736 184 552 8 8 8 8 6 8 √

2 172040411* 舞蹈基本功 1-6 30 480 120 360 6 6 6 4 4 4 √

3 1720404120 性格舞 4 64 16 48 4 √

4 172240413* 国际标准舞精品剧目 1-2 8 128 32 96 4 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88 1408 352 1056 14 14 18 12 10 12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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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专

业

选

修

课

1 1722604010 表演元素 2 32 8 24 2 √

2 1720604020 美学原理 2 32 32 2 √

3 1720604030 舞蹈作品赏析 2 32 32 2 √

4 1720604040 学术论文写作 2 32 32 2 √

5 1720604050 舞台人物化妆 2 32 16 16 2 √

6 1722604060 音乐基础知识 2 32 32 2 √

7 1720604100 编舞技法 4 64 16 48 4 √

8 172060411* 摩登舞 1-2 8 128 32 96 4 4 √

9 1720604120 蒙古族舞蹈元素 4 64 16 48 4 √

10 1722604130 舞蹈即兴 2 32 8 24 2 √

11 1722604140 民歌演唱 2 32 8 24 2

12 1722604190 现代舞 4 64 16 48 4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2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实践演出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专业总学分 18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课 112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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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5)

一、培养目标

舞蹈学（教育）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

文化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

人文情怀和熟练掌握和运用舞蹈学（教育）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

能，具有舞蹈艺术审美能力和教学实践能力，能够在专业艺术院校、基础

教育类学校、乌兰牧骑、艺术研究院(所)、文化馆(站)等教育及文化艺术

单位从事舞蹈教学、教学研究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信念、爱集体、敢担当。

2.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3.具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拥有强健体魄和良好心理品质。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舞蹈教育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

3.了解中外舞蹈文化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前沿。

4.具有音乐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三）能力要求

1.具有较高的舞蹈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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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舞蹈研究、编创、表演能力。

3.具有艺术审美、鉴赏、评价能力。

4.具有较高的辅导群众艺术活动的能力。

5.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适应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1学分，其中必修137学分，选修24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舞蹈学导论、舞蹈概论、中国舞蹈史、西方舞蹈史、舞蹈

人类学、蒙古族舞蹈文化、舞蹈基本功、中国民族民间舞、精品剧目实践

专业核心课：舞蹈教学法、舞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蒙古族舞蹈基础

训练、蒙古族舞蹈传统舞、蒙古族舞蹈民俗民间舞、蒙古族舞蹈组合编排法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94

64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实践演出、毕

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7

3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2

42.5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46.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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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舞蹈学（教育）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2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3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4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5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6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7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8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47 900 607 293 13 10 7 9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722305010 舞蹈学导论 2 32 32 2 √

2 172030502* 舞蹈基本功 1-6 28 448 112 336 6 6 4 4 4 4 √

3 172030503* 中国民族民间舞 1-2 8 128 32 96 4 4 √

4 1722305040 舞蹈概论 2 32 32 2 √

5 1722305050 中国舞蹈史 2 32 32 2 √

6 1722305060 西方舞蹈史 2 32 32 2 √

7 1722305070 舞蹈人类学 2 32 32 2 √

8 1722305080 蒙古族舞蹈文化 2 32 32 2 √

9 1722305090 精品剧目实践 4 64 16 48 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52 832 352 480 8 14 10 10 4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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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专

业

核

心

课

1 1722405010 舞蹈教学法 2 32 24 8 2 √

2 1722405020 舞蹈教育学 2 32 32 2 √

3 1722405030 教育心理学 2 32 32 2 √

4 1722405040 蒙古族舞蹈组合编排法 2 32 16 16 2 √

5 172240505* 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 1-3 12 192 48 144 4 4 4 √

6 1722405060 蒙古族舞蹈传统舞 4 64 16 48 4 √

7 1722405070 蒙古族舞蹈民俗民间舞 4 64 16 48 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8 448 184 264 4 4 4 4 8 4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720605010 美学原理 2 32 32 2 √

2 1720605020 舞蹈作品赏析 2 32 32 2 √

3 1720605030 音乐基础理论 2 32 32 2 √

4 1722605040 古典舞身韵 2 32 8 24 2 √

5 1720605050 学术论文写作 2 32 32 2 √

6 1720605070 现代舞 4 64 16 48 4 √

7 1720605080 国际标准舞 4 64 16 48 4 √

8 1720605090 编舞技法 4 64 16 48 4 √

9 1722605100 中国民族民间舞 4 64 16 48 4 √

10 1722605110 身体语言--舞蹈基本功 2 32 8 24 2 √

11 1722605120 民歌演唱 2 32 8 24 2 √

12 1722605130 舞台人物化妆 2 32 16 16 2 √

13 1722605140 舞蹈即兴 2 32 8 24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3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实践演出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舞蹈学（教育）专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7 学分，专业教育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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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学（理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5 ）

一、培养目标

舞蹈学（理论）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

文化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

人文情怀，熟悉舞蹈艺术发展历史，具有较高舞蹈理论修养和艺术批评能

力，熟练掌握和运用舞蹈理论研究相关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舞蹈艺术

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够在艺术职业院校、艺术研究院（所）、乌兰牧骑、

文化馆（站）等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舞蹈研究与评论、舞蹈创作或与舞蹈

相关的教育、管理、策划、舞台文学创作等具有一定本学科理论研究能力

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信念、爱集体、敢担当。

2.具有科学态度与求实精神，具备实事求是、诚实守信的学术道德，

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3.关注国内外舞蹈艺术前沿及热点，具备对其进行分析、借鉴和运用

的素质。

4.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具备积极探索的学术

精神与创新意识。

5.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6.具有强健的体魄与良好的心理品质。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舞蹈艺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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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内蒙古本土舞蹈艺术发展状况与历史脉络。

4.了解中外舞蹈艺术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前沿。

（三）能力要求

1.具备较好的学术研究能力。

2.具备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舞蹈论文、评论写作能力。

3.具备一定的舞蹈教学、舞蹈创作与表演能力。

4.具有较高的辅导群众艺术活动能力。

5.具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适应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 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必修 137 学分；选修 24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舞蹈学导论、舞蹈概论、美学原理、艺术人类学、舞蹈

基本功、蒙古族舞蹈文化、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蒙古族舞蹈传统舞、蒙

古族舞蹈民俗民间舞、中国民族民间舞、精品剧目实践

专业核心课：学术论文写作、舞蹈批评、中国舞蹈史、西方舞蹈史、

舞蹈学研究方法论、舞蹈人类学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94
64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实践演出、毕

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7
3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2

38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9.13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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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舞蹈学（理论）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2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3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4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5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6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7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8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47 900 607 293 13 10 7 9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722305010 舞蹈学导论 2 32 32 2 √

2 172030502* 舞蹈基本功 1-6 24 384 96 288 4 4 4 4 4 4 √

3 1720305030 中国民族民间舞 4 64 16 48 4 √

4 1722305040 舞蹈概论 2 32 32 2 √

5 1722305080 蒙古族舞蹈文化 2 32 32 2 √

6 1722305090 精品剧目实践 4 64 16 48 4 √

7 172230510* 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 1-2 8 128 32 96 4 4 √

8 1722305110 蒙古族舞蹈传统舞 4 64 16 48 4 √

9 1722305120 蒙古族舞蹈民俗民间舞 4 64 16 48 4 √

10 1722305130 艺术人类学 2 32 32 2 √

11 1722305140 美学原理 2 32 3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58 928 352 576 10 12 10 10 8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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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专

业

核

心

课

1 1722405080 学术论文写作 2 32 20 12 2 √

2 172240509* 舞蹈批评 1-2 4 64 40 24 2 2 √

3 172240510* 中国舞蹈史 1-2 4 64 64 2 2 √

4 172240511* 西方舞蹈史 1-2 4 64 64 2 2 √

5 172240512* 舞蹈学研究方法论 1-2 4 64 64 2 2 √

6 172240513* 舞蹈人类学 1-2 4 64 50 14 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2 352 302 50 4 2 4 4 4 4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720605030 音乐基础理论 2 32 32 2 √

2 1722605040 古典舞身韵 2 32 8 24 2 √

3 1720605080 国际标准舞 4 64 16 48 4 √

4 1720605090 编舞技法 4 64 16 48 4 √

5 1722605100 中国民族民间舞 4 64 16 48 4 √

6 1722605110 身体语言—舞蹈基本功 2 32 32 2 √

7 1722605150 舞蹈教学法 2 32 32 2 √

8 1722605160 舞蹈美学 2 32 32 2 √

9 1722605170 拉班力效与舞谱 2 32 32 2 √

10 1722605140 舞蹈即兴 2 32 8 24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0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实践演出 2 √ √

3 毕业论文 4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舞蹈学（理论）专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7 学分，专业教育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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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6）

一、培养目标

舞蹈编导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

情怀，熟练掌握和运用舞蹈编导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舞

蹈艺术审美能力和编创实践能力，能够在艺术团体、艺术院校、文化企事

业单位从事舞蹈编导以及相关教学、研究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信念、爱集体、敢担当。

2.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3.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审美水平。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品质。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舞蹈编导专业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

3.具有音乐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4.具有较强的综合创作能力。

（三）能力要求

1.具备编舞、剧本写作和舞蹈创作相关的基本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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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备独立运用编创技法，创作与排练舞蹈作品及组织实施舞台演出

全过程的能力。

3.具备一定的舞蹈教学、表演能力。

4.具有较高的辅导群众艺术活动能力。

5.具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适应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1学分，其中必修137学分；选修24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舞蹈概论、蒙古族舞蹈文化、舞蹈基本功、现代舞、蒙

古族舞蹈基础训练、蒙古族舞蹈传统舞、蒙古族舞蹈民俗民间舞、精品剧

目实践

专业核心课：编导基础规律、舞蹈即兴、编导编舞开发（含创作采风

考察）、舞蹈结构、舞台导演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94

64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创作、毕业论

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7

3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2

40.8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43.7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4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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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舞蹈编导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2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3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4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5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6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7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8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共 16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47 900 607 293 13 10 7 9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72030601* 舞蹈基本功 1-4 16 256 100 156 4 4 4 4 √

2 172030602* 现代舞 1-2 8 128 64 64 4 4 √

3 1720306030 蒙古族舞蹈文化 2 32 32 2 √

4 1722306040 舞蹈概论 2 32 32 2 √

5 172230605* 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 1-2 8 128 64 64 4 4 √

6 1722306060 蒙古族舞蹈传统舞 4 64 16 48 4 √

7 1722306070 蒙古族舞蹈民俗民间舞 4 64 16 48 4 √

8 1722306080 精品剧目实践 4 64 16 48 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8 768 340 428 10 14 12 12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72040601* 编导基础规律 1-2 8 128 64 64 4 4 √

2 172040602* 舞蹈即兴 1-2 12 192 80 112 6 6 √

3 172240603*
编导编舞开发（含创作采风考

察）1-2
8 128 64 64 4 4 √

4 172040604* 舞蹈结构 1-2 4 64 32 32 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2 512 240 272 6 6 6 6 4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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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专

业

选

修

课

1 1720606010 舞蹈作品赏析 2 32 32 2 √

2 1720606020 舞台美术与灯光设计 2 32 32 2 √

3 1722606030 舞蹈影像制作 2 32 32 2 √

4 1720606040 学术论文写作 2 32 32 2 √

5 172260605* 舞蹈编导创意 1-2 10 160 40 120 4 6 √

6 172060606* 中国民族民间舞 1-2 8 128 64 64 4 4 √

7 1722606070 传统舞蹈编创 4 64 16 48 4 √

8 1722606080 蒙古族舞蹈技能训练 4 64 16 48 4 √

9 1722606090 国际标准舞 4 64 16 48 4 √

10 1722606100 舞蹈音乐概论 2 32 32 2 √

11 1722606120 舞台人物化妆 2 32 16 16 2 √

12 1722606130 美学原理 2 32 32 2 √

13 1722606140 蒙古族舞蹈组合编排法 2 32 16 16 2 √

14 1722606150 电脑音乐基础 2 32 32 2 √

15 1722606160 舞台导演 2 32 16 16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5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创作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舞蹈编导专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7 学分，专业教育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影视戏剧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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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戏剧影视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

文化部门、社区从事戏剧影视表演、创作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法律意识，坚定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具备较高的文化和审美素养、终身学习意识。

3.具有扎根基层、艺术报国、反哺社会的艺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良好健康的身心素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

（二）知识要求

1.系统掌握戏剧影视表演的基础理论知识。

2.系统掌握中外戏剧发展史。

3.了解国内外戏剧影视艺术的发展动态、研究现状和行业需求。

4.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本土文化艺术发展现状。

（三）能力要求

1.掌握戏剧影视表演所需的声、台、形、表等基本技能。

2.能够塑造中外经典剧目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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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步具备塑造原创剧目人物形象等能力。

4.具备风格化剧目的表演技能。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1学分，其中必修135学分，选修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戏剧史、表演基础训练、形体基本功训练、舞台发

声

专业核心课：语言技巧、中外剧本片段教学、原创剧目舞台实践、剧

目舞蹈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

课
90

61.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剧目展演、

毕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52.2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58.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6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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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演（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类

基

础

课

1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4 2 2 √

2 182040101* 表演基础训练 1-2 8 128 28 100 4 4 √

3 182040103* 形体基本功训练 1-4 8 128 12 116 2 2 2 2 √

4 182040102* 舞台发声 1-2 4 64 8 56 2 2 √

专业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24 384 112 272 10 10 2 2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82050103* 语言技巧 1-4 14 224 24 200 4 4 4 2 √

2 182050104* 中外剧本片段教学 1-3 24 384 80 304 8 8 8 √

3 1820501061 原创剧目舞台实践 8 128 28 100 8 √

4 182050102* 剧目舞蹈 1-2 4 64 4 60 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50 800 136 664 0 0 12 12 14 12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64 8 56 2 2 √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3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0 4 2 2 √

4 182030704* 中外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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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8 64 64 4 4 √

6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64 32 32 4 √

7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64 8 56 4 √

8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64 8 56 4 √

9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2 30 2 2 √

10 182060104* 中国建筑史 1-2 4 64 60 4 2 2 √

11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2 4 64 4 60 2 2 √

1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64 4 60 2 2 √

13 182060109* 灯光艺术设计 1-2 4 64 32 32 2 2 √

14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32 16 16 2 √

15 1820405060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2 32 16 16 2 √

16 1822609080 电视画面编辑 4 64 32 32 4 √

17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32 8 24 2 √

18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32 8 24 2 √

19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20 1822501010
经典影视戏剧音乐作品赏
析

2 32 30 2 2 √

21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22 182250104* 中外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23 182060125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2 32 16 16 2 √

24 1820509010 广播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25 182040504* 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 1-2 4 64 32 32 2 2 √

26 1822509040 广播电视记者报道 2 32 8 24 2 √

27 1822509060 广播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28 1822609040 小说与广播剧演播 2 32 8 24 2 √

29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32 30 2 2 √

30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32 30 2 2 √

31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32 8 24 2 √

32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32 24 8 2 √

33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64 60 4 2 2 √

34 182250105* 中国古典舞 1-2 4 64 16 48 2 2 √

35 182260130* 二人台音乐概论 1-2 4 64 16 48 2 2 √

36 1822509070 电视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37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32 16 16 2 √

38 1820509020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39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40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32 2 30 2 √

41 1822609120 自媒体演播 2 32 2 30 2 √

42 182060109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32 24 8 2 √

43 1820601250 影视批评方法 4 64 32 32 4 √

44 1820601170 内蒙古山曲漫瀚调演唱 2 32 16 16 2 √

45 1822601020 舞蹈创编技法 2 32 16 16 2 √

46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32 16 1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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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32 16 16 2 √

48 1822609130 电视节目解读 4 64 32 32 4 √

49 1820601310 戏曲打击乐 2 32 8 24 2 √

50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32 2 30 2 √

51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32 16 16 2 √

52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32 30 2 2 √

全院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52 门，本专业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剧目展演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表演专业（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课 90 学分，综合

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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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戏剧影视表演方向）选课指南

模块一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1、2

2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2 4 3、4

3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4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4

5 182250102* 中外经典作品赏析 1-2 4 5、6

6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6

7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8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8

选修模块总计 26 学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模块二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1、2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1、2

3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5

4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5

5 182250102* 中外经典作品赏析 1-2 4 5、6

6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7

7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8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8

选修模块总计 22 学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模块三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1、2

2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

3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4

4 1822609120 自媒体演播 2 6

5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7

6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7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8

选修模块总计 22 学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备注：以上选修模块仅供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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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音乐剧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音乐剧表演理论素养、实践能力，能够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

文化部门、社区从事音乐剧表演、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养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2.具有较高的文化和审美素养、终身学习意识。

3.具有扎根基层、艺术报国、反哺社会的艺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良好健康的身心素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

（二）知识要求

1.掌握音乐剧史论的基础知识，代表性剧作家作品以及音乐剧表演理

论和方法。

2.掌握塑造音乐剧中人物形象的具体方法和创作规律的基础理论。

3.掌握音乐剧相关的音乐、戏剧、形体等表演理论知识。

4.了解国内外音乐剧艺术的发展动态、研究现状和行业需求。

5.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本土文化艺术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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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有较强的音乐素养及音乐剧演唱的专业能力。

2.具有在舞台、影视艺术作品中塑造音乐剧中人物形象的能力。

3.具有完成音乐剧作品中所要求的舞蹈呈现能力。

4.初步具备塑造原创音乐剧目人物形象等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必修 125 学分；选修 3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声乐基础、舞台发声、形体基本功训练、表演基础训练、

视唱练耳、西方音乐剧史、合唱重唱

专业核心课：音乐剧剧目、音乐剧舞蹈、音乐剧声乐、语言技巧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

修课
90

61.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剧目展演、

毕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

践）
15.5

47.8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51.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22.4

2.专业教育选修课 2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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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演专业（音乐剧表演）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62060303* 声乐基础 1-2 2 32 2 30 1 1 √

2 182230102* 舞台发声 1-2 4 64 4 60 2 2 √

3 182230103* 形体基本功训练 1-2 4 64 4 60 2 2 √

4 182230104* 表演基础训练 1-2 8 128 32 96 4 4 √

5 182230105* 视唱练耳 1-4 8 128 32 96 2 2 2 2 √

6 1822501050 西方音乐剧史 2 32 3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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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82250106* 重唱合唱 1-2 4 64 4 60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2 512 110 402 11 11 2 4 2 2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82240101* 音乐剧剧目 1-4 16 256 56 200 4 4 4 4 √

2 182240103* 音乐剧舞蹈 1-4 8 128 26 102 2 2 2 2 √

3 182240106* 音乐剧声乐 1-4 4 64 4 60 1 1 1 1 √

4 182240105* 语言技巧 1-2 4 64 4 60 2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2 512 90 422 0 0 9 9 7 7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64 8 56 2 2 √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3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0 4 2 2 √

4 182030704* 中外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5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8 64 64 4 4 √

6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64 32 32 4 √

7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64 8 56 4 √

8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64 8 56 4 √

9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2 30 2 2 √

10 182060104* 中国建筑史 1-2 4 64 60 4 2 √

11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2 4 64 4 60 2 2 √

1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64 4 60 2 2 √

13 182060109* 灯光艺术设计 1-2 4 64 32 32 2 2 √

14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32 16 16 2 √

15 1820405060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2 32 16 16 2 √

16 1822609080 电视画面编辑 4 64 32 32 4 √

17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32 8 24 2 √

18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32 8 24 2 √

19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20 1822501010
经典影视戏剧音乐作品赏

析
2 32 30 2 2 √

21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22 182250104* 中外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23 182060125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2 32 16 16 2 √

24 1820509010 广播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25 182040504* 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 1-2 4 64 32 32 2 2 √

26 1822509040 广播电视记者报道 2 32 8 24 2 √

27 1822509060 广播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28 1822609040 小说与广播剧演播 2 32 8 24 2 √

29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32 30 2 2 √

30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32 30 2 2 √

31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32 8 24 2 √

32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32 24 8 2 √

33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64 60 4 2 2 √

34 182250105* 中国古典舞 1-2 4 64 16 48 2 2 √

35 182260130* 二人台音乐概论 1-2 4 64 16 48 2 2 √

36 1822509070 电视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37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32 16 16 2 √

38 1820509020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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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39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40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32 2 30 2 √

41 1822609120 自媒体演播 2 32 2 30 2 √

42 182060109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32 24 8 2 √

43 1820601250 影视批评方法 4 64 32 32 4 √

44 1820601170 内蒙古山曲漫瀚调演唱 2 32 16 16 2 √

45 1822601020 舞蹈创编技法 2 32 16 16 2 √

46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32 16 16 2 √

47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32 16 16 2 √

48 1822609130 电视节目解读 4 64 32 32 4 √

49 1820601310 戏曲打击乐 2 32 8 24 2 √

50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32 2 30 2 √

51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32 16 16 2 √

52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32 30 2 2 √

全院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52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2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剧目展演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表演专业（音乐剧表演）专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课 90 学分，综合性实践
教学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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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音乐剧表演）专业选课指南

模块一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1、2

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3、4

3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2 4 3、4

4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4

5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6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5

7 1822609040 小说与广播剧演播 2 5

8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6

9 1822501050 中国古典舞 2 5、6

10 1822501040 中外音乐史 1-2 4 5、6

11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7

12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13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8

选修模块总计 40 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26 学分

模块二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2 1、2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1、2

3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

4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3、4

5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6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4

7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5、6

8 1822501040 中外音乐史 4 5、6

9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5

10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6

11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7

13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8

选修模块总计 38 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26 学分

模块三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1、2

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3、4

3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4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4

5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5

6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5

7 1822501010 经典影视戏剧音乐作品赏析 2 5

8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5、6

9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6

10 1822601020 舞蹈创编技法 2 6

11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7

12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7

13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8

选修模块总计 38 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26 学分

备注：以上选修模块仅供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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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二人台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系统掌握二人台表演艺术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具有扎根基层、服务大

众的使命感。可在二人台专业院团、乌兰牧骑、省市县级文化馆站以及相

关机构从事二人台表演、创作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2.具有高尚的道德素养、良好的身心素质、较高的文化和审美素养、

良好的法律意识、终身学习意识以及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

3.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养成扎根基层、扎根人民以及向生活汲取

养分的艺术创作习惯。

4.具有良好健康的身心素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二）知识要求

1.掌握中国戏曲理论和二人台表演相关的唱、念、做、舞专业理论知

识。

2.掌握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和二人台音乐及地方民族音乐理论知识。

3.掌握民族民间舞蹈和中国古典舞表演技术和舞蹈编创知识。

4.掌握二人台代表性艺术家及作品、表演流派和表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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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有二人台唱、念、做、舞的表演技巧。

2.具有二人台传统歌舞及二人台传统剧目的表演能力。

3.具有初步掌握塑造二人台现代戏人物角色的创作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1学分，其中必修135学分；选修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国戏曲史、二人台概论、戏曲基本功训练、戏曲声乐、

表演基础训练、台词训练、视唱练耳、戏曲经典剧目读解

专业核心课：戏曲身段、二人台唱腔基础、二人台舞蹈、剧目舞台实

践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

修课
90

61.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剧目展演、

毕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

践）
15.5

46.3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49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6.1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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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演（二人台表演）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

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2 32 2 √

2 1822301010 二人台概论 2 32 32 2 √

3 182040103* 戏曲基本功训练 1-4 8 128 32 96 2 2 2 2 √

4 182050117* 戏曲声乐/器乐 1-6 6 96 24 72 1 1 1 1 1 1 √

5 182040101* 表演基础训练 1-2 4 64 16 48 2 2 √

6 182040102* 台词训练 1-2 4 64 16 48 2 2 √

7 182050115* 视唱练耳 1-2 4 64 16 48 2 2 √

8 182050122* 戏曲经典剧目读解 1-2 4 64 64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4 544 232 312 11 11 5 5 1 1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4 8 128 32 96 2 2 2 2 √

2 182050116* 二人台唱腔基础 1-4 8 128 32 96 2 2 2 2 √

3 182050118* 二人台舞蹈 1-2 4 64 16 48 2 2 √

4 182050123* 剧目舞台实践 1-5 20 320 88 232 4 4 4 4 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40 640 168 472 0 6 10 10 8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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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64 8 56 2 2 √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3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0 4 2 2 √

4 182030704* 中外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5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8 64 64 4 4 √

6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64 32 32 4 √

7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64 8 56 4 √

8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64 8 56 4 √

9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2 30 2 2 √

10 182060104* 中国建筑史 1-2 4 64 60 4 2 2 √

11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2 4 64 4 60 2 2 √

1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64 4 60 2 2 √

13 182060109* 灯光艺术设计 1-2 4 64 32 32 2 2 √

14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32 16 16 2 √

15 1820405060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2 32 16 16 2 √

16 1822609080 电视画面编辑 4 64 32 32 4 √

17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32 8 24 2 √

18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32 8 24 2 √

19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20 1822501010 经典影视戏剧音乐作品赏析 2 32 30 2 2 √

21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22 182250104* 中外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23 182060125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2 32 16 16 2 √

24 1820509010 广播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25 182040504* 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 1-2 4 64 32 32 2 2 √

26 1822509040 广播电视记者报道 2 32 8 24 2 √

27 1822509060 广播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28 1822609040 小说与广播剧演播 2 32 8 24 2 √

29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32 30 2 2 √

30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32 30 2 2 √

31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32 8 24 2 √

32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32 24 8 2 √

33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64 60 4 2 2 √

34 182250105* 中国古典舞 1-2 4 64 16 48 2 2 √

35 182260130* 二人台音乐概论 1-2 4 64 16 48 2 2 √

36 1822509070 电视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37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32 16 16 2 √

38 1820509020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39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40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32 2 30 2 √

41 1822609120 自媒体演播 2 32 2 30 2 √

42 182060109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32 24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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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820601250 影视批评方法 4 64 32 32 4 √

44 1820601170 内蒙古山曲漫瀚调演唱 2 32 16 16 2 √

45 1822601020 舞蹈创编技法 2 32 16 16 2 √

46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32 16 16 2 √

47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32 16 16 2 √

48 1822609130 电视节目解读 4 64 32 32 4 √

49 1820601310 戏曲打击乐 2 32 8 24 2 √

50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32 2 30 2 √

51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32 16 16 2 √

52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32 30 2 2 √

全院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52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剧目展演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表演（二人台表演）专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89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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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二人台表演）专业选课指南

模块一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2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4

3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5

4 1822501050 中国古典舞 2 5、6

5 182060130* 二人台音乐概论 1-2 4 5、6

6 1820601170 内蒙古山曲漫瀚调演唱 2 6

7 1820601310 戏曲打击乐 2 6

8 1822601020 舞蹈创编技法 2 6

9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10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8

选修模块总计 26，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模块二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1、2

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3、4

3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4

4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5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5

6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5、6

7 1822501050 中国古典舞 2 5、6

8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9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8

选修模块总计 28，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备注：以上选修课模块仅供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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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04）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和

各类型舞台剧和影视剧编剧的基础知识、基本技巧与实践能力，能够在剧

院（团）、文化馆站、电视台、戏剧戏曲和影视相关学科领域从事剧本创作、

创意策划、剧作批评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道德

修养、人文素养、艺术修养与终身学习的意识，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2.熟悉党和国家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现代影视传媒理论及实

务，了解本学科发展前沿和趋势。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4.具有良好健康的身心素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

（二）知识要求：

1.了解国内外戏剧、影视的研究与发展动态，掌握戏剧影视文学与相

关交叉领域方面的基础知识、应用理论、创作现状和发展走势。

2.掌握戏剧、戏曲、影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写作方法，

熟悉舞台剧创作和影视拍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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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三）能力要求：

1.具备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相关领域的创作技巧，及在交叉领域开展创

新性工作的能力。

2.具备独立完成舞台剧、影视剧剧本创作的能力。

3.具备戏剧、影视作品的理论研究、鉴赏和批评能力，能对戏剧与影

视创作等现象进行初步的认识与评价。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必修 121 学分,选修 40 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戏剧学导论、编剧概论、视听语言、中外戏剧史、中外

电影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剧作元素训练

专业核心课：独幕剧写作、多幕剧写作、电影剧本写作、电视剧剧本

写作、非虚构写作、地方戏写作、导演思维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90

61.5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27.3
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8.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24.8

2.专业教育选修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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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820304010 戏剧学导论 2 32 32 2 √

2 1820304020 编剧概论 2 32 32 2 √

3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4 2 2 √

4 182030404* 中外电影史 1-2 4 64 64 2 2 √

5 1820304050 中国美学导论 2 32 32 2 √

6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32 32 2 √

7 182030407* 中国现当代文学 1-2 4 64 64 2 2 √

8 182040401* 视听语言 1-2 4 64 64 2 2 √

9 1820404020 剧作元素训练 4 64 32 32 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28 448 416 32 12 8 4 4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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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1820404031 独幕剧写作 4 64 32 32 4 √

2 1820404032 多幕剧写作 4 64 32 32 4 √

3 182040404* 电影剧本写作 1-2 8 128 64 64 4 4 √

4 182040405* 电视剧剧本写作 1-2 8 128 64 64 4 4 √

5 1820404060 非虚构写作 2 32 8 24 2 √

6 1820404070 地方戏写作 4 64 32 32 4 √

7 1820404080 导演思维 2 32 16 16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2 512 248 264 0 4 8 6 6 8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64 8 56 2 2 √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3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0 4 2 2 √

4 182030704* 中外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5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8 64 64 4 4 √

6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64 32 32 4 √

7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64 8 56 4 √

8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64 8 56 4 √

9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2 30 2 2 √

10 182060104* 中国建筑史 1-2 4 64 60 4 2 2 √

11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2 4 64 4 60 2 2 √

1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64 4 60 2 2 √

13 182060109* 灯光艺术设计 1-2 4 64 32 32 2 2 √

14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32 16 16 2 √

15 1820405060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2 32 16 16 2 √

16 1822609080 电视画面编辑 4 64 32 32 4 √

17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32 8 24 2 √

18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32 8 24 2 √

19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20 1822501010 经典影视戏剧音乐作品赏析 2 32 30 2 2 √

21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22 182250104* 中外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23 182060125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2 32 16 16 2 √

24 1820509010 广播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25 182040504* 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 1-2 4 64 32 32 2 2 √

26 1822509040 广播电视记者报道 2 32 8 24 2 √

27 1822509060 广播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28 1822609040 小说与广播剧演播 2 32 8 24 2 √

29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32 30 2 2 √

30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32 30 2 2 √

31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32 8 24 2 √

32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32 24 8 2 √

33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64 60 4 2 2 √

34 182250105* 中国古典舞 1-2 4 64 16 48 2 2 √

35 182260130* 二人台音乐概论 1-2 4 64 16 48 2 2 √

36 1822509070 电视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37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32 16 16 2 √

38 1820509020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39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40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32 2 30 2 √

41 1822609120 自媒体演播 2 32 2 3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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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42 182060109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32 24 8 2 √

43 1820601250 影视批评方法 4 64 32 32 4 √

44 1820601170 内蒙古山曲漫瀚调演唱 2 32 16 16 2 √

45 1822601020 舞蹈创编技法 2 32 16 16 2 √

46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32 16 16 2 √

47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32 16 16 2 √

48 1822609130 电视节目解读 4 64 32 32 4 √

49 1820601310 戏曲打击乐 2 32 8 24 2 √

50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32 2 30 2 √

51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32 16 16 2 √

52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32 30 2 2 √

全院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52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30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创作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课 9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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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影视文学选课指南

模块一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1

2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

3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2

4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3

5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4

6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5

7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5

8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5

9 182060109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6

10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6

11 1820601250 影视批评方法 4 6

12 18206014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7

选修模块总计 38 学分，学生至少选修 30 学分。

模块二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1

2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

3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2

4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3

5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4

6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5

7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5

8 1820601420 自媒体演播 2 5

9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6

10 1820601040 专业拉片 2 7

11 18206014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7

12 1820618290 电视节目解读 2 7

选修模块总计 36 学分，学生至少选修 30 学分。

模块三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

2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1

3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4

4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5

5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5

6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品鉴与应用 2 5

7 18225090070 电视节目主持 6 6

8 18225090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6

9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5

10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6

11 1820601040 专业拉片 2 7

12 18206014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7

选修模块总计 36 学分，学生至少选修 30 学分。

备注：以上选修课模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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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理论修

养及艺术鉴赏能力，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编导、电视栏目策划、剧情及纪录

片创作、影视剧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能够在广播电影电视、

新闻机构及其他传媒、企事业单位从事广播电影电视策划、创作、编辑、

制作、撰稿、音响设计以及宣传等工作的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道德

修养、人文素养、艺术修养与终身学习的意识，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2.熟悉党和国家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现代影视传媒理论及实

务，了解本学科发展前沿和趋势。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4.身心健康，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二）知识要求:

1.了解戏剧影视学科以及广播电视的理论前沿和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

了解党和国家关于新闻及文艺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基本理论、核心知识，重点掌握影视拍摄

和制作领域相关的理论及前沿动态。

3.掌握影视导演和编剧等相关领域开展艺术创作所需的相关知识并具

有一定的技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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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备广播电视栏目和节目的策划、导演、采写、拍摄、制作等方面

的基本技巧和能力。

2.具备电影剧情短片、纪录片及短视频等类型的创作方法和制作技能，

完成四年规定的剧情（纪录）短片的拍摄制作。

3.具备视听结合的思维与表达能力，同时掌握利用多种媒体技术手段

进行创作的基本技能。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必修 129 学分；选修 3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广播电视导论、中外电影比较、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

史、视听语言、图片（影视）摄影、非线性编辑、中国新闻发展史、大众

传播学、戏剧影视美学

专业核心课：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影视剧本创作、电视栏目策划与

文案写作、导演思维、纪录片创作、剧情短片创作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90

61.5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9
38.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1.1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4.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9.9

2.专业教育选修课 22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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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

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820305020 广播电视导论 2 32 32 2 √

2 1820305030 中外电影比较 2 32 32 2 √

3 1820305040 中国电影史 2 32 32 2 √

4 1820305050 外国电影史 2 32 32 2 √

5 182040501* 非线性编辑 1-2 8 128 64 64 4 4 √

6 182040502* 图片（影视）摄影 1-2 8 128 64 64 4 4 √

7 182040503* 视听语言 1-2 8 128 64 64 4 4 √

8 1820305060 中国新闻发展史 2 32 32 2 √

9 182030507* 大众传播学 1-2 4 64 64 2 2 √

10

8

182030508* 戏剧影视美学 1-2 4 64 64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2 672 480 192 18 14 4 2 2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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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182040504* 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 1-2 4 64 32 32 2 2 √

2 182040505* 影视剧本创作 1-2 4 64 32 32 2 2 √

3 1820405060 导演思维 2 32 16 16 2 √

4 182040506*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1-2 4 64 40 24 2 2 √

5 182040507* 纪录片创作 1-2 8 128 64 64 4 4 √

6 1820405070 剧情短片创作 4 64 32 32 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6 416 216 200 0 0 6 10 6 4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64 8 56 2 2 √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3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0 4 2 2 √

4 182030704* 中外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5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8 64 64 4 4 √

6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64 32 32 4 √

7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64 8 56 4 √

8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64 8 56 4 √

9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2 30 2 2 √

10 182060104* 中国建筑史 1-2 4 64 60 4 2 2 √

11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2 4 64 4 60 2 2 √

1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64 4 60 2 2 √

13 182060109* 灯光艺术设计 1-2 4 64 32 32 2 2 √

14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32 16 16 2 √

15 1820405060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2 32 16 16 2 √

16 1822609080 电视画面编辑 4 64 32 32 4 √

17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32 8 24 2 √

18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32 8 24 2 √

19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20 1822501010 经典影视戏剧音乐作品赏析 2 32 30 2 2 √

21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22 182250104* 中外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23 182060125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2 32 16 16 2 √

24 1820509010 广播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25 182040504* 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 1-2 4 64 32 32 2 2 √

26 1822509040 广播电视记者报道 2 32 8 24 2 √

27 1822509060 广播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28 1822609040 小说与广播剧演播 2 32 8 24 2 √

29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32 30 2 2 √

30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32 30 2 2 √

31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32 8 24 2 √

32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32 24 8 2 √

33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64 60 4 2 2 √

34 182250105* 中国古典舞 1-2 4 64 16 48 2 2 √

35 182260130* 二人台音乐概论 1-2 4 64 16 48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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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822509070 电视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37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32 16 16 2 √

38 1820509020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39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40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32 2 30 2 √

41 1822609120 自媒体演播 2 32 2 30 2 √

42 182060109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32 24 8 2 √

43 1820601250 影视批评方法 4 64 32 32 4 √

44 1820601170 内蒙古山曲漫瀚调演唱 2 32 16 16 2 √

45 1822601020 舞蹈创编技法 2 32 16 16 2 √

46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32 16 16 2 √

47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32 16 16 2 √

48 1822609130 电视节目解读 4 64 32 32 4 √

49 1820601310 戏曲打击乐 2 32 8 24 2 √

50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32 2 30 2 √

51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32 16 16 2 √

52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32 30 2 2 √

全院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52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22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创作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9 学分，专业教育课 92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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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选课指南

模块一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618031 表演基本元素 4 1

2 1820618032 表演基本技能 4 2

3 1820618200 影视心理学 2 5

4 1820618220 全案策划 2 5

5 182061821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6

6 1820618250 类型电影解读 2 6

7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7

8 1820618290 电视节目解读 4 7

9 182061830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10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8

选修模块总学分共计 26 学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22 学分

模块二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618200 影视心理学 2 5

2 1820618220 全案策划 2 5

3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5

4 182061821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6

5 1820618250 类型电影解读 2 6

6 1820618280 影视批评方法 4 6

7 1820618290 电视节目解读 4 7

8 182061830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9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7

10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7

11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8

选修模块总学分共计 26 学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22 学分

模块三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618220 全案策划 2 5

2 1820618200 影视心理学 2 5

3 1822509070 电视节目主持 8 6

4 1820618250 类型电影解读 2 6

5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6

6 1820618290 电视节目解读 4 7

7 182061830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8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7

9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8

选修模块总学分共计 26 学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22 学分

备注：以上选修课模块仅供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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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09）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

在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领域从事播音与主持及相关工作的应用型播音

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法律意识，坚定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具备较高的文化和审美素养、终身学习意识。

3. 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团队协作精神，以高度自觉的人文情怀弘扬

社会的真善美。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良好健康的身心素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

（二）知识要求

1.系统掌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所需理论知识。

2.了解广播电视传播的最新动态，国内外广播电视节目发展的趋势。

3.熟悉党和国家新闻宣传报道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4.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广播电视媒体融合下交叉学科的知识。

（三）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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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所需的普通话水平。

2.能够完成当众语境下口语传播、出镜记者现场报道。

3.具备新闻、综艺、社教等节目播音与主持的能力。

4.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必修 117 学分，选修 44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播音与主持艺术概论、形体与礼仪、中国新闻发展史、

现代汉语语法、大众传播学

专业核心课：普通话语音与发声、播音主持创作基础、主持人思维语

言能力训练、播音主持业务、中外文学作品诵读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90

61.5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创作、毕业论

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9.1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7.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27.3

2.专业教育选修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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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

程

类

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
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2-8 学期，共 16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822309010 播音与主持艺术概论 2 32 26 6 2 √

2 182230902* 形体与礼仪 1-2 4 64 16 48 2 2 √

3 1822309030 中国新闻发展史 2 32 26 6 2 √

4 1822309060 现代汉语语法 2 32 24 8 2 √

5 182230907* 大众传播学 1-2 4 64 52 12 2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14 224 144 80 4 4 2 2 2

专

业

核

心

课

1 182240901* 播音主持语音与发声 1-2 16 256 32 224 8 8 √

2 182240902*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 1-2 16 256 32 224 8 8 √

3 182240903*
主持人思维语言能力训
练 1-2 4 64 32 32 2 2 √

4 1822409040 播音主持业务 4 64 48 16 4 √

5 1822409050 中外文学作品诵读 2 32 8 24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42 672 152 520 8 10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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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64 8 56 2 2 √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3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0 4 2 2 √

4 182030704* 中外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5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8 64 64 4 4 √

6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64 32 32 4 √

7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64 8 56 4 √

8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64 8 56 4 √

9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2 30 2 2 √

10 182060104* 中国建筑史 1-2 4 64 60 4 2 2 √

11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2 4 64 4 60 2 2 √

1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64 4 60 2 2 √

13 182060109* 灯光艺术设计 1-2 4 64 32 32 2 2 √

14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32 16 16 2 √

15 1820405060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2 32 16 16 2 √

16 1822609080 电视画面编辑 4 64 32 32 4 √

17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32 8 24 2 √

18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32 8 24 2 √

19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20 1822501010 经典影视戏剧音乐作品赏析 2 32 30 2 2 √

21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22 182250104* 中外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23 182060125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2 32 16 16 2 √

24 1820509010 广播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25 182040504* 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 1-2 4 64 32 32 2 2 √

26 1822509040 广播电视记者报道 2 32 8 24 2 √

27 1822509060 广播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28 1822609040 小说与广播剧演播 2 32 8 24 2 √

29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32 30 2 2 √

30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32 30 2 2 √

31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32 8 24 2 √

32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32 24 8 2 √

33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64 60 4 2 2 √

34 182250105* 中国古典舞 1-2 4 64 16 48 2 2 √

35 182260130* 二人台音乐概论 1-2 4 64 16 48 2 2 √

36 1822509070 电视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37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32 16 16 2 √

38 1820509020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39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40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32 2 30 2 √

41 1822609120 自媒体演播 2 32 2 30 2 √

42 182060109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32 24 8 2 √

43 1820601250 影视批评方法 4 64 32 32 4 √

44 1820601170 内蒙古山曲漫瀚调演唱 2 32 16 1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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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45 1822601020 舞蹈创编技法 2 32 16 16 2 √

46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32 16 16 2 √

47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32 16 16 2 √

48 1822609130 电视节目解读 4 64 32 32 4 √

49 1820601310 戏曲打击乐 2 32 8 24 2 √

50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32 2 30 2 √

51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32 16 16 2 √

52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32 30 2 2 √

全院共开设选修课 52 门，学生至少需选够 34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创作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专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90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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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选课指南

模块一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509010 广播新闻播音主持 8 5

2 1820509020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 8 6

3 1822509040 广播电视记者现场报道 2 5

4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

5 182260910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4

6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7 1822509030 电视新闻采访写作 2 5

8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9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8

选修模块总计 40 学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34 学分。

模块二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2509060 广播节目主持 8 5

2 1822509070 电视节目主持 8 6

3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5

4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

5 182260910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4

6 1820405060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2 4

7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8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9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8

选修模块总计 40 学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34 学分。

模块三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1

2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

3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2

4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5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5、6

6 182260909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4 5

7 1822609120 自媒体演播 2 6

8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7

9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10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7

11 1822609040 小说与广播剧演播 2 7

12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8

选修模块总计 42 学分，学生需至少选修 34 学分。

备注：以上选修课模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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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舞台美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07)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团队协作能力和舞台美术设计的基础理论、实践能力，能够在文

艺团体、企事业单位、教育机构从事舞台美术创作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

才。

二、毕业要求

通过学习，毕业生应获得以下三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一）素质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法律意识，坚定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具备较高的文化和审美素养、终身学习意识。

3.具有扎根基层、艺术报国、反哺社会的艺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良好健康的身心素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

（二）知识要求

1.系统掌握戏剧影视舞台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

2.了解国内外戏剧影视舞美的发展动态、研究现状和行业需求。

3.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本土文化艺术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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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有舞台设计、应用与创作能力。

2.具有对剧场演出进行综合分析的能力。

3.具有塑造戏剧舞台空间的具体方法和创作规律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必修 130 学分，选修 30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戏剧史、舞台美术史、 绘画(素描)、绘画(色彩)

专业核心课：舞台设计、舞台技术、舞台绘景、舞台道具制作与设计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

课
89

61.3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毕

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47.4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50.3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8.8

2.专业教育选修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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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视觉传达设计(舞台美术)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2-8 学期，共 16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4 2 2 √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64 64 2 2 √

3 182030706* 绘画(素描)1-2 8 128 8 120 4 4 √

4 182030707* 绘画(色彩)1-2 8 128 8 120 4 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24 384 144 240 8 8 4 4

专

业

核

心

课

1 182040701* 舞台设计 1-6 24 384 72 312 4 4 4 4 4 4 √

2 182040702* 舞台技术 1-4 8 128 32 96 2 2 2 2 √

3 182040703* 舞台绘景 1-2 4 64 16 48 2 2 √

4 182040704* 舞台道具制作与设计 1-3 9 144 36 108 3 3 3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45 720 156 564 4 4 6 6 11 1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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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1 182040104* 声乐训练 1-2 4 64 8 56 2 2 √

2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3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4 64 60 4 2 2 √

4 182030704* 中外美术史 1-2 4 64 60 4 2 2 √

5 182060102* 摄影摄像与编辑 1-2 8 128 64 64 4 4 √

6 1820601050 中外经典剧作分析 4 64 32 32 4 √

7 1822609160 表演基本元素 4 64 8 56 4 √

8 1822609170 表演基本技能 4 64 8 56 4 √

9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2 30 2 2 √

10 182060104* 中国建筑史 1-2 4 64 60 4 2 2 √

11 182050119* 戏曲身段 1-2 4 64 4 60 2 2 √

12 182060110* 钢琴伴奏基础 1-2 4 64 4 60 2 2 √

13 182060109* 灯光艺术设计 1-2 4 64 32 32 2 2 √

14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32 16 16 2 √

15 1820405060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2 32 16 16 2 √

16 1822609080 电视画面编辑 4 64 32 32 4 √

17 1820601220 全案策划 2 32 8 24 2 √

18 1820601140 蒙古舞基本技术技巧 2 32 8 24 2 √

19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96 8 88 3 3 √

20 1822501010 经典影视戏剧音乐作品赏析 2 32 30 2 2 √

21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22 182250104* 中外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23 182060125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2 32 16 16 2 √

24 1820509010 广播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25 182040504* 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 1-2 4 64 32 32 2 2 √

26 1822509040 广播电视记者报道 2 32 8 24 2 √

27 1822509060 广播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28 1822609040 小说与广播剧演播 2 32 8 24 2 √

29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32 30 2 2 √

30 1820601240 影视心理学 2 32 30 2 2 √

31 1822601010 民族民间舞蹈剧目 2 32 8 24 2 √

32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32 24 8 2 √

33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64 60 4 2 2 √

34 182250105* 中国古典舞 1-2 4 64 16 48 2 2 √

35 182260130* 二人台音乐概论 1-2 4 64 16 48 2 2 √

36 1822509070 电视节目主持 8 128 16 112 8 √

37 1822509090 中外电视节目案例分析 2 32 16 16 2 √

38 1820509020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 8 128 16 112 8 √

39 182250113* 中外流行音乐史 1-2 4 64 60 4 2 2 √

40 1822609050 影视配音艺术 2 32 2 30 2 √

41 1822609120 自媒体演播 2 32 2 30 2 √

42 1820601090 内蒙古电影专题 2 32 24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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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820601250 影视批评方法 4 64 32 32 4 √

44 1820601170 内蒙古山曲漫瀚调演唱 2 32 16 16 2 √

45 1822601020 舞蹈创编技法 2 32 16 16 2 √

46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32 16 16 2 √

47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32 16 16 2 √

48 1822609130 电视节目解读 4 64 32 32 4 √

49 1820601310 戏曲打击乐 2 32 8 24 2 √

50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32 2 30 2 √

51 1822601020 影视戏剧音乐设计与剪辑 2 32 16 16 2 √

52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32 30 2 2 √

全院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52 门，学生至少选修 20 学分。

综合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设计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视觉传达设计(舞台美术)专业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 专业课 89 学分，综合性实

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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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舞台美术）选课指南

模块一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2501010 经典影视戏剧音乐作品赏析 2 5

2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5、6

3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5

4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5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6 182030403* 中外戏剧史 1-2 2 1、2

7 182060109* 灯光艺术设计 1-2 4 3、4

8 182060125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2 5

9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8

10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7

选修模块总学分 28 分，学生至少选修 20 学分。

模块二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30705* 舞台美术史 1-2 4 1、2

2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

3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4 182060109* 灯光艺术设计 1-2 4 3、4

5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5

6 182250102* 中外经典剧作赏析 1-2 4 5、6

7 1820601060 内蒙古地方戏分析 2 6

8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9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8

选修模块总学分 28 分，学生至少选修 20 学分。

模块三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1820301050 中国戏曲史 2 3

2 1820601041 中国建筑史 2 3

3 172260418* 乌兰牧骑艺术实践 1-2 6 5、6

4 1820405060 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 2 4

5 1820601130 录音与音频编辑 2 4

6 1820601160 导演艺术概论 2 5

7 1820601250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 2 5

8 1820601230 类型电影解读 2 5

9 1822501040 论文写作指导 2 7

10 1822609110 自媒体编辑制作 2 7

11 1820618040 专业拉片 2 7

12 1820304060 中国古典文学 2 8

选修模块总学分 28 分，学生至少选修 20 学分。

备注：以上选修课模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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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4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意识、钻研精神和

人文情怀，能够胜任美术理论研究与评论、美术教育、美术活动策划与管

理等领域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基本素质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

的法律意识，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坚守学术道德与规范。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

标准。

4.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劳动素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

（二）专业知识

1.掌握美术学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2.掌握较为全面扎实的学术研究和绘画创作的理论与技能知识。

3.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哲学、历史学等交叉学科方面的知识。

4.掌握文献检索、计算机软件应用、论文写作等工具性知识。

（三）主要能力

1.具备对美术理论开展系统学术研究的能力。

2.具备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及批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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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一定的美术创作能力和美术活动策划与管理能力。

4.具备一定的美术教育教学能力。

5.具备较为全面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必修 139 学分，选修 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解剖·透视、素描基础、色彩基础、油画基础、中国画

基础、版画基础、绘画构图学

专业核心课：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美术概论、中西方现当代美

术思潮、内蒙古当代美术创作、现代艺术表现、A/R/T 考察、内蒙古民间

美术理论与创作、美术批评与论文写作、美术活动策划与实践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

修课
86

62.4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创作、毕业论文、毕

业考察、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7.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

践）
15.5

46.2
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50.8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8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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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术学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920302040 解剖·透视 2 32 12 20 2 √

2 192030105* 素描基础 1-2 12 192 64 128 12×8 12×8 √

3 192030106* 色彩基础 1-2 12 192 64 128 12×8 12×8 √

4 1920501010 绘画构图学 4 64 16 48 16×4 √

5 1920401020 油画基础 8 128 32 96 16×8 √

6 1920401030 中国画基础 8 128 32 96 16×8 √

7 1920401050 版画基础 8 128 32 96 16×8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54 864 252 612 14 12 12 8 8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922301010 中国美术史 2 32 32 2 √

2 1922301020 外国美术史 2 32 32 2 √

3 1920401010 美术概论 2 32 32 2 √

4 1922301030 中西方现当代美术思潮 2 32 3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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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20302050 内蒙古当代美术创作 2 32 32 2 √

6 1920501040 A/R/T 考察 2 128 64 64 32×4 √

7 1920501030 现代艺术表现 4 64 16 48 16×4 √

8 1922401080
内蒙古民间美术理论与
创作

4 64 16 48 16×4 √

9 1922301040 美术批评与论文写作 2 32 12 20 2 √

10 1922301060 美术活动策划与实践 2 32 12 20 2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4 480 280 200 2 4 2 2 8 8 4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920619010 黑白画理 4 64 16 48 16ⅹ4 √

2 1920619030 水墨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3 1920619060 书法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4 1922619030 色粉画 4 64 16 48 16ⅹ4 √

5 1920619050 水彩画技法基础 4 64 16 48 16ⅹ4 √

6 1920619040 黑白木刻 4 64 16 48 16ⅹ4 √

7 1922619040 油画探究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8 1922619090 版画印痕语言及表现 4 64 16 48 16ⅹ4 √

9 1922619010 壁画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0 1920619100 白描 4 64 16 48 16ⅹ4 √

11 1922619150 拼贴手绘 4 64 16 48 16ⅹ4 √

12 1920619170 绘画构图学 4 64 16 48 16ⅹ4 √

13 1922619160 篆刻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4 1922619170 工笔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15 1922619180 美术教育方法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6 1922619190
内蒙古民间美术理论与
创作

4 64 16 48 16ⅹ4 √

17 1920619020 版画综合材料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8 1920619140 水性材料绘画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8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创作 2 √ √

2 毕业论文 4 √ √

3 毕业实习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美术学专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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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版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4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较高的版画艺术创作水准，能够胜任美术教育、出版、文博等领

域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基本素质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

的法律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4.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劳动素养，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

（二）专业知识

1.系统掌握版画基础理论和技能技法知识。

2.熟练掌握工具、材料等版画艺术语言表现的知识。

3.熟悉内蒙古文化艺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4.了解国内外版画发展前沿动态。

（三）主要能力

1.具有综合运用版画语言进行创作的能力。

2.具有一定的版画理论研究、鉴赏和批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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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一定的美术教育教学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必修 139 学分；选修 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美术史、解剖·透视、素描基础、色彩基础、风景写

生

专业核心课：黑白木刻、套色木刻、水印版画、丝网版画、铜版画、

综合版画、民族题材版画创作、创作理论与实践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课：专业类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
方向课

86

62.4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毕业考察、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7.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
程实践）

15.5

47.6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
践）

53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8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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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绘画（版画）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920302040 解剖·透视 2 32 32 2 √

2 192030206* 素描基础 1-2 12 192 64 128 12×8 12×8 √

3 192030207* 色彩基础 1-2 12 192 64 128 12×8 12×8 √

4 1920302030 中外美术史 2 32 32 2 √

5 1920506050 风景写生 2 128 48 80 32×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0 576 240 336 14 14 8 0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920502050 黑白木刻 6 96 32 64 16×6 √

2 1920505060 套色木刻 6 96 32 64 16×6 √

3 1920502070 水印版画 6 96 32 64 16×6 √

4 1920502080 丝网版画 6 96 32 64 16×6 √

5 1920502090 铜版画 6 96 32 64 16×6 √

6 1920502100 综合版画 6 96 32 64 16×6 √

7 1922402070 民族题材版画创作 8 128 48 80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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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20402020 创作理论与实践 4 64 16 48 16×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48 768 256 512 0 0 12 12 12 8 4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920619010 黑白画理 4 64 16 48 16ⅹ4 √

2 1920619030 水墨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3 1920619060 书法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4 1922619030 色粉画 4 64 16 48 16ⅹ4 √

5 1920619050 水彩画技法基础 4 64 16 48 16ⅹ4 √

6 1920619040 黑白木刻 4 64 16 48 16ⅹ4 √

7 1922619040 油画探究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8 1922619090 版画印痕语言及表现 4 64 16 48 16ⅹ4 √

9 1922619010 壁画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0 1920619100 白描 4 64 16 48 16ⅹ4 √

11 1922619150 拼贴手绘 4 64 16 48 16ⅹ4 √

12 1920619170 绘画构图学 4 64 16 48 16ⅹ4 √

13 1922619160 篆刻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4 1922619170 工笔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15 1922619180 美术教育方法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6 1922619190
内蒙古民间美术理论与
创作

4 64 16 48 16ⅹ4 √

17 1920619020 版画综合材料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8 1920619140 水性材料绘画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8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创作 4 √ √

2 毕业论文 2 √ √

3 毕业实习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绘画（版画）专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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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水彩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4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水彩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

化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

人文情怀和较高的水彩画艺术创作水准，能够胜任美术教育、出版、文博

等领域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基本素质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

的法律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4.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劳动素养，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

（二）专业知识

1.系统掌握水彩画基础理论和技能技法知识。

2.熟练掌握颜料、媒介剂等水彩画材料表现的知识。

3.熟悉内蒙古文化艺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4.了解国内外水彩画发展前沿动态。

（三）主要能力

1.具有综合运用水彩画语言进行创作的能力。

2.具有相应的水彩画理论知识积累和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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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一定的美术教育教学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必修 139 学分；选修 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美术史、解剖·透视、素描基础、色彩基础、素描

人物、水彩画人物、水彩画技法基础

专业核心课：水彩画人体、色粉画、创作理论与实践、水性材料绘画

实践、风景写生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
业选修课

86

62.4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毕业考察、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7.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
程实践）

15.5

52.7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
践）

61.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8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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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绘画（水彩画）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920302040 解剖·透视 2 32 32 2 √

2 192030206* 素描基础 1-2 12 192 64 128 12ⅹ8 12ⅹ8 √

3 192030207* 色彩基础 1-2 12 192 64 128 12ⅹ8 12ⅹ8 √

4 1920302030 中外美术史 2 32 32 2 √

5 192230205* 素描人物 1-2 16 256 64 192 16ⅹ8 16ⅹ8 √

6 192230206* 水彩画人物 1-3 12 192 48 144 16ⅹ4 16ⅹ4 16ⅹ4 √

7 1922302070 水彩画技法基础 2 32 8 24 16ⅹ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58 928 312 616 14 14 12 14 0 4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92240201* 风景写生 1-2 4 256 64 192 32ⅹ4 32ⅹ4 √

2 1922502010 色粉画 4 64 16 48 16ⅹ4 √

3 1920402020 创作理论与实践 4 64 32 32 16ⅹ4 √

4 1920619140 水性材料绘画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5 1922402050 水彩画人体 4 64 16 48 16ⅹ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0 512 144 368 0 0 8 0 16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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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1 1920619010 黑白画理 4 64 16 48 16ⅹ4 √

2 1920619030 水墨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3 1920619060 书法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4 1922619030 色粉画 4 64 16 48 16ⅹ4 √

5 1920619050 水彩画技法基础 4 64 16 48 16ⅹ4 √

6 1920619040 黑白木刻 4 64 16 48 16ⅹ4 √

7 1922619040 油画探究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8 1922619090 版画印痕语言及表现 4 64 16 48 16ⅹ4 √

9 1922619010 壁画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0 1920619100 白描 4 64 16 48 16ⅹ4 √

11 1922619150 拼贴手绘 4 64 16 48 16ⅹ4 √

12 1920619170 绘画构图学 4 64 16 48 16ⅹ4 √

13 1922619160 篆刻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4 1922619170 工笔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15 1922619180 美术教育方法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6 1922619190
内蒙古民间美术理论与
创作

4 64 16 48 16ⅹ4 √

17 1920619020 版画综合材料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8 1920619140 水性材料绘画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8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创作 4 √ √

2 毕业论文 2 √ √

3 毕业实习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绘画（水彩画）专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

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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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油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4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油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

文情怀和较高的油画艺术创作水准，能够胜任美术教育、出版、文博等领

域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基本素质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

的法律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4.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劳动素养，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

（二）专业知识

1.系统掌握油画基础理论和技能技法知识。

2.熟练掌握颜料、媒介剂等油画材料表现的知识。

3.熟悉内蒙古文化艺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4.了解国内外油画发展前沿动态。

（三）主要能力

1.具有综合运用油画语言进行创作的能力。

2.具有较高的油画理论研究、鉴赏和批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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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一定的美术教育教学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必修 139 学分；选修 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美术史、解剖·透视、素描基础、油画基础、风景

写生、素描人物、油画人物

专业核心课：油画形式语言及表现、民族题材油画创作、综合材料绘

画表现与技法、创作理论与实践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课：专业类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
向课

86

60.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毕业考察、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9.4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
实践）

15.5

52.4
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61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9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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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绘画（油画）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920302040 解剖·透视 2 32 32 2 √

2 1922301070 素描基础 6 96 32 64 12×8 √

3 1920401020 油画基础 6 96 32 64 12×8 √

4 1920302030 中外美术史 2 32 32 2 √

5 192230205* 素描人物 1-3 22 352 96 256 12×8 16×8 16×8 √

6 192230206* 油画人物 1-3 18 288 80 208 12×8 16×4 16×8 √

7 192240201* 风景写生 1-2 4 256 64 192 32×4 32×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60 1152 368 784 14 14 20 16 8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922402010 油画形式语言及表现 4 64 16 48 16×4 √

2 1922402020 民族题材油画创作 4 64 16 48 16×4 √

3 1922402040 综合材料绘画表现与技法 6 96 32 64 16×6 √

4 1920402020 创作理论与实践 4 64 32 32 16×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18 288 96 192 0 0 0 0 8 6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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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1 1920619010 黑白画理 4 64 16 48 16ⅹ4 √

2 1920619030 水墨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3 1920619060 书法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4 1922619030 色粉画 4 64 16 48 16ⅹ4 √

5 1920619050 水彩画技法基础 4 64 16 48 16ⅹ4 √

6 1920619040 黑白木刻 4 64 16 48 16ⅹ4 √

7 1922619040 油画探究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8 1922619090 版画印痕语言及表现 4 64 16 48 16ⅹ4 √

9 1922619010 壁画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0 1920619100 白描 4 64 16 48 16ⅹ4 √

11 1922619150 拼贴手绘 4 64 16 48 16ⅹ4 √

12 1920619170 绘画构图学 4 64 16 48 16ⅹ4 √

13 1922619160 篆刻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4 1922619170 工笔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15 1922619180 美术教育方法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6 1922619190
内蒙古民间美术理论与创
作

4 64 16 48 16ⅹ4 √

17 1920619020 版画综合材料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8 1920619140 水性材料绘画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8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创作 4 √ √

2 毕业论文 2 √ √

3 毕业实习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绘画（油画）专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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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405T）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

以繁荣自治区书法艺术创作、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系统掌握书法学

学科相关基本知识，具备书法理论研究和实践创作的基本能力，能够在美

术教育、文化艺术管理、新闻出版等领域，从事书法创作、教学、理论研

究和书法艺术综合应用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基本素质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

的法律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审美情感和艺术修养。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劳动素养，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

（二）专业知识

1.掌握书法史、印学史、文字学、书论、书法美学等书法学相关的基

础理论知识。

2.能够熟练运用书法的书写材料工具，掌握五种书体技法的专业技能

知识。

3.具备一定的外语、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应用、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等

工具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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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交叉学科知识。

（三）主要能力

1.掌握书法五体与篆刻的临摹、临创转换以及创作实践能力。

2.具备应用书法学理论方法开展鉴赏及基础研究的能力。

3.具备一定的书法教育教学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必修 139 学分；选修 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国书法史、中国印学史、中国古代文字学、书法美学、

古代汉语、古诗词欣赏、中外美术史、篆书临摹、篆刻临摹、隶书临摹、

楷书临摹、行书临摹、草书临摹、中国画技法、艺术考察

专业核心课：历代书论、篆书创作、篆刻创作、隶书创作、楷书创作、

行书创作、草书创作、临创转换、书法作品形式分析与构成训练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课：专业类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 86

62.4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创作、毕业论文、毕业

考察、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7.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47.6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53.1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8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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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法学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2-8 学期，共 16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37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920305030 中国书法史 2 32 32 2 √

2 1920305070 中国古代文字学 2 32 32 2 √

3 1920505010 篆书临摹 6 96 12 84 12×8 √

4 1922305040 篆刻临摹 6 96 12 84 12×8 √

5 1920305040 中国印学史 1 16 16 2×8 √

6 1922305060 古诗词欣赏 1 16 16 2×8 √

7 1920302030 中外美术史 2 32 32 2 √

8 1922305080 中国画技法 2 32 10 22 8×4 √

9 1920305100 古代汉语 1 16 16 2×8 √

10 1922305100 隶书临摹 6 96 12 84 12×8 √

11 1920305090 书法美学 2 32 32 2 √

12 1922305120 楷书临摹 6 96 12 84 12×8 √

13 1922305130 行书临摹 3 48 10 38 12×4 √

14 1922305140 艺术考察 2 32 22 10 8×4 √

15 1922305150 草书临摹 3 48 10 38 12×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5 720 276 444 16 6 9 6 5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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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1922405010 篆书创作 6 96 12 84 12×8 √

2 1922405020 篆刻创作 3 48 10 38 12×4 √

3 1922405030 隶书创作 6 96 12 84 12×8 √

4 1922405040 楷书创作 6 96 12 84 12×8 √

5 1922405050 历代书论 2 32 32 2 √

6 1922405060 行书创作 3 48 10 38 12×4 √

7 1922405070 草书创作 3 48 10 38 12×4 √

8 1922405080 临创转换 2 32 12 20 8×4 √

9 1922405090
书法作品形式分析与构成
训练 2 32 12 20 8×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3 528 122 406 0 9 6 8 3 3 4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920619010 黑白画理 4 64 16 48 16ⅹ4 √

2 1920619030 水墨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3 1920619060 书法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4 1922619030 色粉画 4 64 16 48 16ⅹ4 √

5 1920619050 水彩画技法基础 4 64 16 48 16ⅹ4 √

6 1920619040 黑白木刻 4 64 16 48 16ⅹ4 √

7 1922619040 油画探究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8 1922619090 版画印痕语言及表现 4 64 16 48 16ⅹ4 √

9 1922619010 壁画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0 1920619100 白描 4 64 16 48 16ⅹ4 √

11 1922619150 拼贴手绘 4 64 16 48 16ⅹ4 √

12 1920619170 绘画构图学 4 64 16 48 16ⅹ4 √

13 1922619160 篆刻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4 1922619170 工笔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15 1922619180 美术教育方法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6 1922619190
内蒙古民间美术理论与创
作

4 64 16 48 16ⅹ4 √

17 1920619020 版画综合材料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8 1920619140 水性材料绘画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8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创作 4 √ √

2 毕业论文 2 √ √

3 毕业实习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书法学专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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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406T）

一、培养目标

中国画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

怀和中国画理论素养、较高中国画创作实践能力，能在教育、文博、出版

等领域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基本素质

1. 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

的法律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综合修养。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4. 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劳动素养，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

（二）专业知识

1. 掌握中国画基础理论知识和中国画专业技能技法知识。

2. 熟练掌握笔、墨、宣纸、中国画颜料等中国画材料应用知识。

3. 了解中国画领域国内前沿动态和自治区前沿动态。

（三）主要能力

1. 具有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进行中国画创作能力。

2. 有较高的中国画理论研究、鉴赏和批评能力。

3. 具有一定的美术教育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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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 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65学分，其中必修139学分；选修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解剖·透视、结构素描、书法、篆刻、白描临摹、中外

美术史、工笔花鸟画临摹、工笔人物画临摹、工笔花鸟画写生、意笔线描

人物画写生、写意花鸟画、山水画临摹、中国画论

专业核心课：工笔重彩人物画写生、水墨人物画写生、水墨人物画写

生与创作、山水画写生、创作理论与实践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课：专业类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 86

62.4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创作、毕业论文、毕业
考察、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7.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51.2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59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8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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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画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
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920302040 解剖·透视 2 32 32 2 √

2 192230601* 结构素描 1-2 10 160 32 128 16×5 16×5 √

3 1920306060 色彩 5 80 16 64 16×5 √

4 1920306080 白描临摹 4 64 16 48 16×4 √

5 1922306050 工笔花鸟画临摹 2 32 16 16 16×2 √

6 1920506070 中国画论 2 32 32 2 √

7 1920306030 中外美术史 2 32 32 2 √

8 1922306080 工笔人物画临摹 3 48 16 32 16×3 √

9 1920306110 篆刻 2 32 16 16 2 √

10 1922306100 意笔线描人物写生 3 48 16 32 12×4 √

11 1922306110 工笔花鸟写生 3 48 16 32 12×4 √

12 1922306120 写意花鸟画临摹 3 48 16 32 12×4 √

13 1922306130 山水画临摹 4 64 16 48 16×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5 720 272 448 20 15 6 4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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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192240601* 工笔重彩人物写生 1-3 15 240 80 160 12×4 12×8 16×6 √

2 192040604* 水墨人物写生 1-3 9 144 48 96 12×4 12×4 12×4 √

3 1922406030 水墨人物写生与创作 3 48 16 32 12×4 √

4 192240604* 山水画写生 1-2 4 256 64 192 32×4 32×4 √

5 1920506060 创作理论与实践 2 32 16 16 8×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3 720 224 496 0 0 11 6 14 9 5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1920619010 黑白画理 4 64 16 48 16ⅹ4 √

2 1920619030 水墨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3 1920619060 书法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4 1922619030 色粉画 4 64 16 48 16ⅹ4 √

5 1920619050 水彩画技法基础 4 64 16 48 16ⅹ4 √

6 1920619040 黑白木刻 4 64 16 48 16ⅹ4 √

7 1922619040 油画探究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8 1922619090 版画印痕语言及表现 4 64 16 48 16ⅹ4 √

9 1922619010 壁画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0 1920619100 白描 4 64 16 48 16ⅹ4 √

11 1922619150 拼贴手绘 4 64 16 48 16ⅹ4 √

12 1920619170 绘画构图学 4 64 16 48 16ⅹ4 √

13 1922619160 篆刻欣赏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4 1922619170 工笔花鸟 4 64 16 48 16ⅹ4 √

15 1922619180 美术教育方法与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16 1922619190
内蒙古民间美术理论与
创作 4 64 16 48 16ⅹ4 √

17 1920619020 版画综合材料技法 4 64 16 48 16ⅹ4 √

18 1920619140 水性材料绘画实践 4 64 16 48 16ⅹ4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8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6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创作 4 √ √

2 毕业论文 2 √ √

3 毕业实习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中国画专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设计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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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服装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和表

演（服装表演）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实践能力，能够在时尚表演与传播、

服装营销、媒体广告、表演教育等领域从事表演实践、策划、管理及服装

服饰设计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

诚信意识、服务意识。

2.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有严谨务

实的科学作风、良好的社交礼仪风范。

3.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系统掌握设计学、戏剧与

影视学基础知识及表演（服装表演）专业核心知识，熟悉内蒙古本土文化

资源，了解学科专业理论前沿、发展动态、舞台表演及设计基本研究方法。

2.掌握时尚美学、消费心理学、行业法规等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

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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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有塑造服装表演艺术形象和镜前展示的基本能力，具备服装表演

及设计创意的表达、沟通能力，以及文献检索、调查研究、资料分析、文

案撰写的能力。

2.具备表演专业（服装表演）基本技能，能胜任服装表演及服装服饰

设计的策划、管理及执行，具备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服装市场营销及预

测的初步能力。

3.具有适应社会发展、终身学习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具备创新创业基

础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61 学分，其中必修 132 学分；选修 29 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服装表演概论、中外服装史、服装画基础、服装计算机

辅助设计、舞蹈基础、形体基本功、服装表演基础、服装设计基础、模特

礼仪修养、时尚产业管理

专业核心课：服装表演技巧、形体训练、形象设计、服装表演策划、

服装结构设计、服装工艺、表演艺术创作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9

61.5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专艺术考察、毕业实习、毕业论

文、毕业设计、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0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9.4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7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8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9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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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演（服装表演）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022301010 服装表演概论 2 32 28 4 4×8 √

2 2020408040 中外服装史 2 32 28 4 2 √

3 2022308030 服装画基础 2 32 16 16 4×8 √

4 2022308040 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 2 32 16 16 4×8 √

5 2022308050 舞蹈基础 4 64 24 40 4 √

6 2022308060 形体基本功 4 64 24 40 4 √

7 202230107* 服装表演基础 1-2 8 128 48 80 4 4 √

8 2022308080 服装设计基础 3 48 24 24 8×6 √

9 2022308090 模特礼仪修养 2 32 20 12 4×8 √

10 2022308100 时尚产业管理 2 32 28 4 2 √

专业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1 496 256 240 12 14 3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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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202240801* 服装表演技巧 1-4 12 192 72 120 4 4 4×8 4×8 √

2 202240802* 形体训练 1-5 10 160 60 100 4×8 4×8 4×8 4×8 4×8 √

3 202240803* 形象设计 1-3 7 112 56 56 4×8 4×12 4×8 √

4 2022408040 服装表演策划 2 32 28 4 4×8 √

5 2022408050 服装结构设计 2 32 16 16 8×4 √

6 202240806* 服装工艺 1-2 4 64 24 40 8×4 8×4 √

7 2022408070 表演艺术创作 2 32 16 16 8×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9 624 272 352 0 2 11 10 6 8 2 0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1 2022508010 镜前造型 4 64 32 32 4 √

2 2022508020 服装表演编创 4 64 28 36 8×8 √

3 2022508060 表演实践 4 64 32 32 4 √

4 2022508040 服饰配件设计 2 32 16 16 4×8 √

5 2022508070
舞台创意服装设
计 2 32 16 16 4×8 √

共开设专业限选课 5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2 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1 2022608010
时装表演艺术赏
析

2 32 24 8 4×8 √

2 2022608020 形体与礼仪 2 32 12 20 4×8 √

3 2022608030 形象艺术设计 3 48 16 32 8×6 √

4 2022604030 首饰设计 3 48 24 24 8×6 √

5 2022605010 服装陈列与展示 3 48 24 24 8×6 √

6 2022605030 时尚与文创 3 48 24 24 8×6 √

7 2022605050
时装设计鉴赏与
评论

2 32 20 12 4×8 √

8 2022603030
数字化设计及 3D
打印技术

4 64 16 48 8×8 √

9 2022602010 广告艺术欣赏 2 32 24 8 4×8 √

10 2022602020
商业插图设计与
赏析

2 32 24 8 2 √

11 2022602030 设计鉴赏与评价 2 32 30 2 2 √

共开设专业任选课 11 门，学生需至 少选修 7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艺术考察 1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毕业设计 4 √ √

5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6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学分。艺术考察不少于 2 周，毕业实习不少于 3 个月，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不少于 15 周。

表演（服装表演）专业总学分161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61学分，专业教育课89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11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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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4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和雕

塑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造型基本功、实践能力，能够在美术创作、美术

教育、景观设计、公共艺术等领域从事雕塑创作、施工、教学等工作的应

用型艺术专门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良好的

道德素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

2.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有严谨务

实的科学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系统掌握美术学基础知识

及雕塑艺术的基本原理和专业核心知识，熟悉内蒙古本土文化资源，了解

国内外美术学界理论前沿、发展动态、雕塑基本研究方法。

2.掌握雕塑艺术美学、行业法规等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

论与方法。

3.了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材料与工艺、文化市场等领域的相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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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三）能力要求

1.具备雕塑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能力，以及文献检索、社会与

市场调研、资料分析、文本撰写的能力。

2.胜任雕塑工程项目的策划、组织及实施，具备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

能够运用跨媒介和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及专业知识开展雕塑创作工作。

3.具有终身学习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具备创新创业基础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57 学分，其中必修 116 学分；选修 41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素描造型基础、素描人体、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

艺用解剖、中国雕塑史、西方雕塑史、中国传统造像考察写生

专业核心课：泥塑圆雕头像、泥塑浮雕半身像、泥塑 80CM 圆雕人体、

泥塑 80CM 圆雕着衣人体、泥塑 120CM 圆雕人体、泥塑浮雕人体、泥塑超大

圆雕头像、泥塑等大圆雕男人体、泥塑等大圆雕女人体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5

60.5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艺术考察、毕业实习、毕业论

文、毕业设计、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0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9.5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6.3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0.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26.1

2.专业教育选修课 31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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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雕塑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022307010 素描造型基础 3 48 16 32 12×4 √

2 2022307020 素描人体 3 48 16 32 12×4 √

3 2022307030 中国美术史 2 32 30 2 2 √

4 2022307040 外国美术史 2 32 30 2 2 √

5 2022307050 艺用解剖 2 32 30 2 2 √

6 2022307060 中国雕塑史 2 32 30 2 2 √

7 2022307070 西方雕塑史 2 32 30 2 2 √

8 2022307080 中国传统造像考察写生 2 32 2 30 16×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18 288 184 104 7 5 4 2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2020407030 泥塑圆雕头像 3 48 16 32 12×4 √

2 2020407080 泥塑浮雕半身像 3 48 16 32 12×4 √

3 2022407030 泥塑 80CM 圆雕人体 3 48 16 32 12×4 √

4 2022407040 泥塑 80CM 圆雕着衣人体 4 64 16 48 16×4 √

5 2022407050 泥塑 120CM 圆雕人体 5 80 32 48 16×5 √

6 2022407020 泥塑浮雕人体 3 48 16 32 12×4 √

7 2022407070 泥塑超大圆雕头像 3 48 16 32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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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2407080 泥塑等大圆雕男人体 6 96 32 64 16×6 √

9 2022407090 泥塑等大圆雕女人体 6 96 32 64 16×6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6 576 192 384 6 7 8 9 0 6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具
象
造
型
工
作
室

1 202250701

0
木雕公共艺术 4 64 32 32 16×4 √

2 202250702

0
肖像创作 4 64 32 32 16×4 √

3 202250703

0
民族题材雕塑创作 4 64 32 32 16×4 √

4 202250704

0

综合材料雕塑创作 4 64 32 32 16×4 √

5 202250705

0

主题雕塑创作 4 64 32 32 16×4 √

6 202250706

0

金属雕塑创作 4 64 32 32 16×4 √

工作室课总学分、总学时 24 384 192 192 0 0 0 0 8 8 8 0

陶
瓷
造
型
工
作
室

1 202250707 陶瓷成型工艺 4 64 32 32 16×4 √

2 202250708 陶瓷装饰技法 4 64 32 32 16×4 √

3 202250709 民族陶瓷创作 4 64 32 32 16×4 √

4 202250710 环境陶瓷创作 4 64 32 32 16×4 √

5 202250711 陶瓷综合材料 4 64 32 32 16×4 √

6 202250712 陶瓷雕塑创作 4 64 32 32 16×4 √

工作室课总学分、总学时 24 384 192 192 0 0 0 0 8 8 8 0

各工作室各开设专业限选课 6 门，学生需在同一工作室开设课程内至少选修 24 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1 20226040 交互设计 3 48 16 32 8×6 √

2 20226060 工笔 3 48 16 32 8×6 √

3 20226060 展示设计 4 64 32 32 8×8 √

4 20226030 陈设与软装设计 2 32 16 16 4×8 √

5 20226030 环境艺术赏析 2 32 24 8 4×8 √

6 20226030

30

数字化设计及 3D 打印技
术

4 64 16 48 8×8 √

7 20226010 毕业论文写作方法 2 32 24 8 4×8 √

8 20226010 艺术考古与文化遗产 2 32 24 8 4×8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8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7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艺术考察 1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毕业设计 4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学分。艺术考察不少于 2 周，毕业实习不少于 3 个月，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不少于 15 周。

雕塑专业总学分 157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85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1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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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5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和艺

术设计学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实践能力，能够在设计服务、设计教育、

策划展览、推广传播等领域从事艺术设计理论研究、市场营销与设计策划、

艺术设计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良好的

道德素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

2.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有严谨务

实的科学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系统掌握设计学基础知识

及艺术设计学专业核心知识，熟悉内蒙古本土文化资源，了解国内外设计

学界理论前沿、发展动态、艺术设计学专业基本研究方法。

2.掌握设计美学、艺术设计学理论、设计批评基础理论、消费心理学、

设计法规等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3.了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材料与工艺等领域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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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备设计策划、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能力，以及文献检索、

设计调查、资料分析、专业写作的能力。

2.胜任设计项目的策划、组织及实施，具备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能

够运用跨媒介和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及专业知识开展理论研究、策划及管理

工作。

3.具有终身学习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具备创新创业基础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必修 132 学分；选修 28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造型基础 1（素描、色彩）、造型基础 2（平构、色构）、

设计概论、计算机设计基础、设计基础、中国设计史、外国设计史、装饰

艺术设计、设计鉴赏与评论、田野考察、设计心理学

专业核心课：专业写作、设计策划与管理、会展策划、中国造物文化

发展、品牌设计、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8

61.3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艺术考察、毕业实习、毕业论

文、毕业设计、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0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5.9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1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7.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8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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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术设计学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
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020302042 造型基础 1（素描、色
彩）

7 112 64 48 16×7 √

2 2022301020 造型基础 2（平构、色
构）

8 128 80 48 8 √

3 2022301030 设计概论 2 32 28 4 2 √

4 2022301040 计算机设计基础 2 32 24 8 2 √

5 2022301050 设计基础 8 128 80 48 16×8 √

6 2020401010 中国设计史 2 32 28 4 2 √

7 2020401020 外国设计史 2 32 28 4 2 √

8 2022301080 装饰艺术设计 4 64 24 40 8×8 √

9 2022301090 设计鉴赏与评论 2 32 24 8 4×8 √

10 2022301100 田野考察 3 48 24 24 16×3 √

11 2022301110 设计心理学 2 32 24 8 4×8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2 672 428 244 11 16 13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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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2022401010 专业写作 4 64 40 24 8×8
√

2 2022401020 设计策划与管理 6 96 36 60 8×12
√

3 2022401030 会展策划 4 64 24 40 8×8
√

4 2022401080 中国造物文化发展 2 32 24 8 4×8
√

5 2022401070 品牌设计 4 64 24 40 8×8
√

6 2022401060 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

8 128 48 80 8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8 448 196 252 0 0 0 4 6 10 8 0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1 2022501010 影像艺术 2 32 16 16 4×8
√

2 2022501020 展览与展示设计 2 32 20 12 4×8
√

3 2022501030 地域化特色设计
研究

4 64 32 32 8×8
√

4 2022501060 界面设计 2 32 16 16 4×8
√

5 2022501050 设计法规 2 32 24 8 4×8
√

共开设专业限选课 5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8 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1 2022604010 工业设计产品赏
析

2 32 28 4 4×8 √

2 2022604030 首饰设计 3 48 24 24 8×6 √

3 2022607010 传统雕塑赏析 3 48 16 32 12×4 √

4 2022607030 陶艺赏析 2 32 16 16 8×4 √

5 2022605010 服装陈列与展示 3 48 24 24 8×6 √

6 2022605030 时尚与文创 3 48 24 24 8×6 √

7 2022608020 形体与礼仪 2 32 12 20 4×8 √

8 2022603020 环境艺术赏析 2 32 24 8 4×8 √

9 2022603030 数字化设计及 3D
打印技术

4 64 16 48 8×8 √

共开设专业任选课 10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0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艺术考察 1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4 √ √

4 毕业设计 2 √ √

5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6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学分。艺术考察不少于 2周，毕业实习不少于 3个月，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不少于 15 周。

艺术设计学专业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88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1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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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5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和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实践能力，能够在设计服务、设计教育、

出版传播、数字媒体等领域从事设计策划、创作、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

术设计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良好的

道德素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

2.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有严谨务

实的科学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系统掌握设计学基础知识

及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核心知识，熟悉内蒙古本土文化资源，了解国内外设

计学界理论前沿、发展动态、视觉设计基本研究方法。

2.掌握设计美学、消费心理学、设计法规等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

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3.了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材料与工艺等领域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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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备设计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能力，以及文献检索、设计调

查、数据分析、设计报告撰写的能力。

2.胜任设计项目的策划、组织及实施，具备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能

够运用跨媒介和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及专业知识开展视觉传达设计工作。

3.具有终身学习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具备创新创业基础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必修 133 学分；选修 27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设计史、设计概论、造型基础（素描、平构）、造型

基础（色彩、色构）、图案与装饰、商业插画设计、编排设计、图形创意、

文字设计、广告学概论

专业核心课：标志设计、平面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信息

视觉设计、品牌形象设计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8

61.3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艺术考察、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0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9.4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6.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6.9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7



171

六、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
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020302020 中外设计史 2 32 28 4 2 √

2 2022302020 设计概论 2 32 28 4 2 √

3 2020302042 造型基础（素描、平构） 8 128 48 80 16×8 √

4 2020302052 造型基础（色彩、色构） 8 128 48 80 16×8 √

5 2022302050 图案与装饰 4 64 32 32 16×4 √

6 2022302060 商业插画设计 4 64 36 28 16×4 √

7 2022302070 编排设计 4 64 40 24 8×8 √

8 2022302080 图形创意 3 48 28 20 8×6 √

9 2022302090 文字设计 4 64 28 36 4 √

10 2022302100 广告学概论 2 32 28 4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41 656 344 312 18 14 7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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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2022402010 标志设计 4 64 32 32 8×8 √

2 2022402020 平面广告设计 6 96 32 64 12×8 √

3 2022402030 包装设计 4 64 24 40 8×8 √

4 2022402040 书籍设计 6 96 48 48 12×8 √

5 2022402050 信息视觉设计 4 64 36 28 8×8 √

6 2022402060 品牌形象设计 6 96 36 60 12×8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0 480 208 272 0 0 4 6 4 10 6 0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1 2022502010 视觉表现软件应用 2 32 10 22 2 √

2 2022502020 品牌形象策划 2 32 24 8 4×8 √

3 2022502030 图形界面设计 4 64 32 32 8×8 √

4 2022502040 消费心理学 2 32 28 4 4×8 √

5 2022502050
色彩设计与印刷传
媒

2 32 24 8 4×8 √

6 2022502060 视觉导向设计 4 64 32 32 8×8 √

共开设专业限选课 5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0 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1 2022604020 交互设计 3 48 16 32 8×6 √

2 2022604030 首饰设计 3 48 24 24 8×6 √

3 2022607030 陶艺赏析 2 32 16 16 8×4 √

4 2022605030 时尚与文创 3 48 24 24 8×6 √

5 2022606010 工笔 3 48 16 32 8×6 √

6 2022606020 展示设计 4 64 32 32 8×8 √

7 2022603020 环境艺术赏析 2 32 24 8 4×8 √

8 2022603030 数字化设计及 3D打
印技术

4 64 16 48 8×8 √

9 2022602030 设计鉴赏与评价 2 32 30 2 2 √

10 2022601010 毕业论文写作方法 2 32 24 8 4×8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10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7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艺术考察 1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毕业设计 4 √ √

5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6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学分。艺术考察不少于 2周，毕业实习不少于 3个月，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不少于 15 周。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88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1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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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5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和环

境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实践能力，能够在设计服务、设计教育、公共艺

术、城乡建设、建筑装饰等领域从事设计策划、创作、施工、管理等工作

的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良好的

道德素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

2.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有严谨务

实的科学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系统掌握设计学基础知识

及环境设计专业核心知识，熟悉内蒙古本土文化资源，了解国内外设计学

界理论前沿、发展动态、环境设计基本研究方法。

2.掌握设计美学、消费心理学、设计法规等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

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3.了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材料与工艺等领域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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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备设计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能力，以及文献检索、设计调

查、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与分析、设计报告撰写的能力。

2.胜任设计项目的策划、组织及实施，具备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能

够运用跨媒介和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及专业知识开展环境设计工作。

3.具有终身学习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具备创新创业基础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0学分，其中必修128学分；选修3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设计概论、中外设计史、造型基础（素描、平构）、造型基

础（色彩、色构）、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国建筑设计史、外国建筑设计史、

立体构成、建筑装饰图案、设计制图、人机工程学、装饰材料与施工

专业核心课：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空间设计基础、景观设计初步、家

居空间室内设计、住宅景观设计、商业空间室内设计、办公空间室内设计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8

61.3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艺术考察、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0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5.6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0.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20

2.专业教育选修课 22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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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设计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022303010 中外设计史 2 32 28 4 2 √

2 2022303020 造型基础（素描、平构） 8 128 48 80 16×8 √

3 2022303030 造型基础（色彩、色构） 8 128 48 80 16×8 √

4 2022303040 中国建筑设计史 2 32 28 4 2 √

5 2022303050 设计概论 2 32 28 4 2 √

6 2022303060 立体构成 2 32 16 16 4×8 √

7 2022303070 建筑装饰图案 3 48 24 24 4×12 √

8 2022303080 设计制图 4 64 32 32 8×8 √

9 2022303090 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 2 32 8 24 4×8 √

10 2022303100 外国建筑设计史 2 32 28 4 2 √

11 2022303110 人机工程学 2 32 20 12 4×8 √

12 2022303120 装饰材料与施工 2 32 24 8 4×8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9 624 332 292 18 13 6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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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2022403010 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 3 48 16 32 4×12 √

2 2022403020 空间设计基础 4 64 40 24 8×8 √

3 2022403030 景观设计初步 4 64 40 24 8×8 √

4 2022403040 家居空间室内设计 4 64 36 28 8×8 √

5 2022403050 住宅景观设计 4 64 36 28 8×8 √

6 2022403060 商业空间室内设计 4 64 36 28 8×8 √

7 2022403070 办公空间室内设计 4 64 32 32 8×8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7 432 236 196 0 0 4 11 8 4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1 2022503010 室内外设计效果图表现 4 64 36 28 8×8 √

2 2022503020 公共空间景观设计 4 64 32 32 8×8 √

3 2022503030 公共空间室内设计 3 48 16 32 8×6 √

4 2022503040 可持续景观设计 3 48 16 32 8×6 √

5 2022503050 照明设计 3 48 16 32 8×6 √

共开设专业限选课 5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4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1 2022607030 陶艺赏析 2 32 16 16 8×4 √

2 2022605010 服装陈列与展示 3 48 24 24 8×6 √

3 2022605030 时尚与文创 3 48 24 24 8×6 √

4 2022603010 陈设与软装设计 2 32 16 16 4×8 √

5 2022603030 数字化设计及 3D 打印 4 64 16 48 8×8 √

6 2022602030 设计鉴赏与评价 2 32 30 2 2 √

7 2022601010 毕业论文写作方法 2 32 24 8 4×8 √

8 2022601020 民族品牌设计与策划 4 64 32 32 8×8 √

9 2022601030 内蒙古文化资源开发与
利用

2 32 28 4 2 √

10 2022601040 艺术考古与文化遗产 2 32 24 8 4×8 √

共开设专业任选课 10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8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艺术考察 1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毕业设计 4 √ √

5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6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学分。艺术考察不少于 2周，毕业实习不少于 3个月，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不少于 15 周。

环境设计专业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88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1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504）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和产

品设计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创意设计实践能力，能够在设计服务、设计

教育、互联网、数字媒体等领域从事设计策划、创作、管理等工作的应用

型艺术设计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

诚信意识、服务意识。

2.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有严谨务

实的科学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系统掌握设计学基础知识

及产品设计专业核心知识，熟悉内蒙古本土文化资源，了解国内外设计学

界理论前沿、发展动态、产品设计基本研究方法。

2.掌握设计美学、消费心理学、设计法规等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

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3.了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材料与工艺等领域的相关知识。



（三）能力要求

1.具备设计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能力，以及文献检索、设计调

查、数据分析、设计报告撰写的能力。

2.胜任设计项目的策划、组织及实施，具备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能

够运用跨媒介和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及专业知识开展产品设计工作。

3.具有终身学习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具备创新创业基础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必修 132 学分；选修 28 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设计史、构成设计、图案、工业设计史、设计概论、

设计思维与方法、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产品设计表现、计算机辅助设计、

材料与工艺、人机工程学、制图、产品模型与制作工艺

专业核心课：产品形态设计、产品系列化设计、民族家居产品设计、

民族文创产品设计、交互设计、数字化设计与 3D打印技术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8

61.3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艺术考察、毕业实习、毕业论

文、毕业设计、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0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8.1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4.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7.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8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六、产品设计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020302020 中外设计史 2 32 28 4 2 √

2 2022306043 构成设计 6 96 48 48 12×8 √

3 2022304040 图案 2 32 24 8 4×8 √

4 2020404020 工业设计史 3 48 40 8 4×12 √

5 2022304050 设计概论 2 32 28 4 2 √

6 2022304060 设计思维与方法 2 32 16 16 4×8 √

7 2022304070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2 32 16 16 4×8 √

8 2022304080 产品设计表现 4 64 32 32 8×8 √

9 2022304090 计算机辅助设计 4 64 48 16 8×8 √

10 2022304100 材料与工艺 2 32 24 8 4×8 √

11 2022304110 人机工程学 2 32 24 8 4×8 √

12 2022304120 制图 2 32 24 8 4×8 √

13 2022304130 产品模型与制作工艺 5 80 24 56 16×5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8 608 376 232 13 10 10 5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2022404010 产品形态设计 6 96 32 64 12×8 √

2 2022404020 产品系列化设计 6 96 32 64 12×8 √

3 2022404030 民族家居产品设计 6 96 32 64 12×8 √

4 2022404040 民族文创产品设计 6 96 32 64 12×8 √

5 2022404050 交互设计 6 96 48 48 12×8 √

6 2022404060 数字化设计与3D打印技术 2 32 16 16 4×8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2 512 192 320 0 0 6 6 6 6 8 0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1 2022504010 首饰设计基础 6 96 48 48 12×8 √

2 2022504020 产品专题设计 4 64 16 48 8×8 √

3 2022504030
首饰设计创意思
维 6 96 32 64 12×8 √

4 2022504040 灯具设计 6 96 48 48 12×8 √

共开设专业限选课 4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0 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1 2022607010 传统雕塑赏析 3 48 16 32 12×4 √

2 2022607030 陶艺赏析 2 32 16 16 8×4 √

3 2022605040
时装设计鉴赏与
评论

2 32 20 12 4×8 √

4 2022606020 展示设计 4 64 32 32 8×8 √

5 2022603010 陈设与软装设计 2 32 16 16 4×8 √

6 2022603020 环境艺术赏析 2 32 24 8 4×8 √

7 2022602010 广告艺术欣赏 2 32 24 8 4×8 √

8 2022602020
商业插图设计与
赏析 2 32 24 8 2 √

9 2022601010
毕业论文写作方
法

2 32 24 8 4×8 √

10 2022601040
艺术考古与文化
遗产 2 32 24 8 4×8 √

共开设专业任选课 10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8 学分。

综合性实

践教学环

节

1 艺术考察 1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毕业设计 4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学分。艺术考察不少于 2 周，毕业实习不少于 3 个月，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不少于 15 周。

产品设计专业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88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1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505 ）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和服

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实践能力，能够在服装设计与生产、

时尚设计服务、服装设计教育、时尚传播等领域从事设计策划、创作、管

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良好的

道德素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

2.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有严谨务

实的科学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系统掌握设计学基础知识

及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核心知识，熟悉内蒙古本土文化资源，了解国内外

设计学界理论前沿、发展动态、服装服饰设计基本研究方法。

2.掌握设计美学、消费心理学、设计法规等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

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3.了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材料与工艺等领域的相关知识。

（三）能力要求

1.具备设计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能力，以及文献检索、设计调

查、资料分析、设计报告撰写的能力。

2.胜任设计项目的策划、组织及实施，具备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能

够运用跨媒介和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及专业知识开展服装与服饰设计工作。

3.具有终身学习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具备创新创业基础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必修 120 学分；选修 40 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设计史、中国服装史、西洋服装史、服装工艺基础、

服饰素描、构成设计、服装材料学、服饰图案、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

专业核心课：服装画技法、服装设计方法、服装结构设计、成衣工艺、

立体裁剪、服装市场营销、服装市场调研与数据分析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8

61.3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艺术考察、毕业实习、毕业论

文、毕业设计、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0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4.4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8.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25

2.专业教育选修课 30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六、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020305020 中外设计史 2 32 28 4 4×8 √

2 2022305020 中国服装史 2 32 28 4 2 √

3 2022305040 西洋服装史 2 32 28 4 2 √

4 2022305030 服装工艺基础 2 32 16 16 4×8 √

5 2022305050 服饰素描 3 48 8 40 8×6 √

6 2022306043 构成设计 6 96 40 56 8×12 √

7 2022305070 服装材料学 2 32 24 8 2 √

8 2022305080 服饰图案 2 32 16 16 4×8 √

9 2022305090 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 2 32 16 16 2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23 368 204 164 13 6 4 0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202240503* 服装画技法 1-2 6 96 40 56 8×6 8×6 √

2 2022405020* 服装设计方法 1-3 8 128 64 64 4×12 4×8 8×6 √

3 2022405030* 服装结构设计 1-3 8 128 64 64 12×4 12×4 8×4 √

4 2022405040* 成衣工艺 1-2 6 96 40 56 8×6 8×6 √

5 2022405050 立体裁剪 3 48 24 24 8×6 √



6 2022405060 服装市场营销 2 32 20 12 2 √

7 2022405070 服装市场调研与数据分

析

2 32 16 16 4×8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5 560 268 292 3 11 9 9 3 0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民
族
服
饰
创
新
设
计
工
作
室
课

1 2022505010
北方少数民族服
饰史 2 32 24 8 2 √

2 2022505020 民族服饰图案 3 48 20 28 8×6 √

3 2022505030

*

民族服饰传承与
创新设计 1-2

6 96 44 52 4×12 4×12 √

4 2022505040 民族服装结构设
计 3 48 24 24 8×6 √

5 2022505050

*

民族服装工艺

1-2

8 128 64 64 8×8 8×8 √

工作室总学分、总学时 22 352 176 176 0 0 0 2 13 7 0 0

时
装
设
计
工
作
室
课

1 2022505060
流行趋势分析与
应用

3 48 24 24 4×12 √

2 2022505070

*

服装专题设计

1-2

6 96 40 56 8×6 8×6 √

3 2022505120 服装材料创意设
计 3 48 20 28 8×6 √

4 2022505090 服饰配件设计 3 48 20 28 4×12 √

5 2022505100 时装结构设计 3 48 32 16 8×6 √

6 2022505110 时装工艺 4 64 32 32 8×8 √

工作室总学分、总学时 22 352 168 184 0 0 0 3 9 7 3 0

各工作室各开设专业限选课 7 门，学生需在同一工作室开设课程内至少选修 22 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1 2022608010 时装表演艺术赏析 2 32 24 8 4×8 √

2 2022608020 形体与礼仪 2 32 12 20 4×8 √

3 2022608030 形象艺术设计 3 48 16 32 8×6 √

4 2022605010 服装陈列与展示 3 48 24 24 8×6 √

5 2022605030 时尚与文创 3 48 24 24 8×6 √

6 2022605040 时装设计鉴赏与评 2 32 20 12 4×8 √

7 2022603030 数字化设计及3D打
印技术

4 64 16 48 8×8 √

8 2022602020 商业插图设计与赏

析

2 32 24 8 2 √

9 2022601040 艺术考古与文化遗 2 32 24 8 4×8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9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8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艺术考察 1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毕业设计 4 √ √

5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6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学分。艺术考察不少于 2周，毕业实习不少于 3个月，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不少于 15 周。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88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1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公共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506）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和公

共艺术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实践能力，能够在设计服务、设计教育、公

共艺术等领域从事设计策划、创作、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良好的

道德素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

2.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有严谨务

实的科学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系统掌握公共艺术基础理

论知识及公共艺术专业核心知识，熟悉内蒙古本土文化资源，了解国内外

设计学界理论前沿、发展动态、公共艺术设计基本研究方法。

2.掌握设计美学、消费心理学、设计法规等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

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3.了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材料与工艺等领域的相关知识。



（三）能力要求

1.具备设计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能力，以及文献检索、设计调

查、数据分析、设计报告撰写的能力。

2.胜任设计项目的策划、组织及实施，具备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能

够运用跨媒介和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及专业知识开展公共艺术设计工作。

3.具有终身学习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具备创新创业基础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必修 131 学分；选修 29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

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公共艺术概论、中外设计史、透视、素描、色彩、构成

设计、设计概论、装饰图案、陶艺基础、壁画基础、综合材料工艺基础

专业核心课：装饰画设计、生活陶艺设计、纤维艺术、公共景观设计、

环境雕塑设计、壁画材料表现、浮雕壁画、公共装置艺术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8

61.3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专业实习（含毕业实习等）、毕

业论文（设计）、第二课堂
10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8.8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41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9.1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8.1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9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六、公共艺术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022306010 公共艺术概论 2 32 24 8 4×8 √

2 2020306020 中外设计史 2 32 28 4 2 √

3 2020406010 透视 2 32 14 18 2 √

4 2022306041 素描 4 64 16 48 16×4 √

5 2022306042 色彩 4 64 16 48 16×4 √

6 2022306043 构成设计 6 96 32 64 12×8 √

7 2022306070 设计概论 2 32 28 4 2 √

8 2022306080 装饰图案 3 48 16 32 12×4 √

9 2022306090 陶艺基础 3 48 24 24 12×4 √

10 2022306100 壁画基础 4 64 16 48 16×4 √

11 2022306110 综合材料工艺基础 4 64 32 32 16×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6 576 246 330 20 12 4 0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2022406010 装饰画设计 4 64 32 32 16×4 √

2 2022406020 生活陶艺设计 3 48 24 24 12×4 √

3 2022406090 纤维艺术 4 64 32 32 16×4 √

4 2022406040 公共景观设计 6 96 48 48 12×8 √

5 2022406050 环境雕塑设计 3 48 24 24 12×4 √

6 2022406060 壁画材料表现 4 64 16 48 16×4 √

7 2022406070 浮雕壁画 3 48 24 24 12×4 √

8 20224060100 公共装置艺术 6 96 32 64 12×8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3 528 232 296 0 0 7 10 7 3 6 0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1 2022506010 漆画 3 48 24 24 12×4 √

2 2022506020 皮革造型 3 48 14 34 12×4 √

3 2022506030 环境陶艺设计 3 48 24 24 12×4 √

4 2022506040 综合材料创作 3 48 16 32 12×4 √

5 2022506050 影像艺术 2 32 16 16 4×8 √

6 2022506060 纸雕 2 32 16 16 4×8 √

共开设专业限选课 6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2 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1 2022604020 交互设计 3 48 16 32 8×6 √

2 2022604030 首饰设计 3 48 24 24 8×6 √

3 2022607020 当代雕塑赏析 2 32 16 16 8×4 √

4 2022607030 陶艺赏析 2 32 16 16 8×4 √

5 2022606010 工笔 3 48 16 32 8×6 √

6 2022606020 展示设计 4 64 32 32 8×8 √

7 2022603010 陈设与软装设计 2 32 16 16 4×8 √

8 2022603020 环境艺术赏析 2 32 24 8 4×8 √

9 2022603030
数字化设计及 3D
打印技术

4 64 16 48 8×8 √

10 2022601010
毕业论文写作方
法

2 32 24 8 4×8 √

共开设专业任选课 10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7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艺术考察 1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2 √ √

4 毕业设计 4 √ √

5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6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1 学分。艺术考察不少于 2 周，毕业实习不少于 3 个月，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不少于 15 周。

公共艺术专业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教育课 88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1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新媒体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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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10）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与人文情怀，

掌握影视动画、游戏美术创作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制作方法，能够在

文化产业、事业相关领域从事动画策划、创作和游戏制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

3.具有熟练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创造性解决问题的专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6.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知识要求

1.具备较为广阔的复合知识结构。

2.掌握数字艺术及技术基础知识，了解本专业学科发展前沿。

3.掌握影视动画、游戏美术创作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4.了解主流动画、游戏作品类型特征及创作规律。

（三）能力要求

总体要求：掌握动画、游戏美术制作流程、艺术手段和技术工具，在

科学与艺术交叉领域开展创新性工作，独立或合作完成作品创作、技术研

发、项目策划或市场运营等工作。

分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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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维动画：较熟练掌握影像造型设计基本规律，具有从事动画形象

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分镜头脚本与构图设计、原画设计等工作能力。

2.三维动画：具有综合运用计算机动画技术进行数字视觉设计能力，

进行数字动画与特效制作、建筑可视化设计等能力。

3.游戏美术：具有较强的游戏美术策划、设计、制作能力，能从事游

戏美术概念与游戏交互设计。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必修 126 学分，选修 39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电影史（动画）、动画素描、动画色彩、写生采风、

动画速写、动画概论、角色设计、场景设计、动画运动规律

专业核心课：

1.动画二维与三维核心课：联合创作、剧本创作、动画策划、分镜头

脚本设计、视听语言、动画表演、原画设计

2.游戏美术核心课：联合创作、游戏剧本创作、游戏 UI设计、游戏美

术设计、游戏引擎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94
62.4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实习、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7.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7.2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35.9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23.6

2.专业教育选修课 29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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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动画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专

业

教

育

课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基

础

课

1 212231001* 中外电影史（动画）1-2 4 64 64 2 2 √

2 2122310020 动画素描 4 64 8 56 16×4 √

3 2122310030 动画色彩 4 64 8 56 16×4 √

4 2122310040 写生采风 3 48 8 40 16×3 √

5 2122310060 动画速写 3 48 8 40 16×3 √

6 212031007* 动画概论 1-2 4 64 64 2 2 √

7 2120410030 场景设计 4 64 32 32 16×4 √

8 2120410020 角色设计 4 64 32 32 16×4 √

9 2120410010 动画运动规律 4 64 32 32 16×4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4 544 256 288 15 15 4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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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二
维
、
三
维
动
画
核
心
课

1 2120410070 剧本创作 4 64 32 32 16×4 √

2 2120410060 联合创作 8 128 48 80 16×8 √

3 2120510081 动画策划 4 64 32 32 16×4 √

4 2120508140 分镜头脚本设计 4 64 32 32 16×4 √

5 2120410050 视听语言 4 64 32 32 16×4 √

6 2120510031 动画表演 3 48 8 40 16×3 √

7 2120510021 原画设计 4 64 26 38 16×4 √

动画二维、三维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1 496 210 286 0 0 7 12 0 8 4 0

游
戏
美
术
核
心
课

1 2122410120 游戏剧本创作 4 64 32 32 16×4 √

2 2120510270 游戏交互创作 7 112 16 96 16×7 √

3 2120510360 游戏 UI 设计 4 64 32 32 16×4 √

4 2120510280 游戏美术设计 4 64 32 32 16×4 √

5 2122410050 游戏引擎 5 80 40 40 16×5 √

6 2122410060 游戏交互设计 4 64 32 32 16×4

7 2122410070 三维游戏场景制作 3 48 24 24 16×3

动画游戏美术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31 496 208 288 0 0 12 7 5 7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二
维
动
画
、
三
维
动
画
限
选
课
、
游
戏
美
术
限
选
课

1 2122510210 二维动画剪辑 3 48 24 24 16×3 √

2 2122510020
二维动画特效与合
成 3 48 24 24 16×3 √

3 2122510031 二维动画设计 1 9 144 52 92 16×9 √

4 2122510042 二维动画设计 2 4 64 26 38 16×4 √

5 2122510050 三维动画剪辑 3 48 24 24 16×3 √

6 2122510060
三维动画特效与合
成 3 48 24 24 16×3 √

7 2122510171 三维动画设计 1 9 144 72 72 16×9 √

8 2122510182 三维动画设计 2 4 64 32 32 16×4 √

9 2122510190 三维游戏角色制作 5 80 16 64 16×5 √

10 2122510200 三维角色动画 3 48 24 24 16×3 √

11 2122510201 引擎特效制作 3 48 24 24 16×3 √

12 2122510202
引擎蓝图与关卡制
作 4 64 16 48 16×4 √

13 2122510203 游戏策划 4 64 32 32 16×4 √

共开设动画专业限选课 13 门，学生需选修 19 学分。

专

业

任

选

课

1 2120608040 数字绘画 4 64 16 48 16×4 √

2 2122610020 二维动画制作基础（An） 4 64 23 41 16×4 √

3 2122610030 三维动画制作基础（Maya） 4 64 32 32 16×4 √

4 2122610200 解剖•透视 2 32 12 20 2 √

5 2120608111 造型艺术 1 2 32 4 28 16×2 √

6 2120608122 造型艺术 2 2 32 4 28 16×2 √

7 2122610007 动画创意与赏析 3 48 28 20 16×3 √

8 2122410040 衍生产品设计 4 64 32 32 16×4 √

9 2120610130 摄影与摄像 3 48 24 24 16×3 √

10 2122610100 动漫实践 3 48 14 34 16×3 √



195

11 2120610120 设计基础 2 32 16 16 16×2 √

12 2120510071 数字声音制作 2 32 16 16 16×2 √

13 2120610060 定格与实验动画 4 64 16 48 16×4 √

14 2122610003 影像创作与导演 4 64 16 48 16×4 √

15 2122610010 动画美学与批评 2 32 25 7 16×2 √

16 2122610160 游戏案例分析 3 48 24 24 16×3 √

17 2122610170 经典图像小说鉴赏 3 48 32 16 16×3 √

18 2122610006 世界绘本故事赏析 3 48 24 24 16×3 √

19 2122610190 综合材料实验技法 3 48 24 24 16×3 √

20 2120608010 动态网站建设 4 64 32 32 16×4 √

21 2120608020 主题纪录片创作 4 64 16 48 16×4 √

22 2120608050 版式与数字出版物设计 3 48 24 24 16×3 √

23 2120608060 影视短片赏析 2 32 8 24 16×2 √

24 2120608070 影视剧本创作 2 32 24 8 16×2 √

25 2122610260 数字产品开发 4 64 32 32 16×4 √

26 2120608100 数字产品概念设计 3 48 24 24 16×3 √

27 2122610280 西方当代新媒体艺术 4 64 32 32 16×4 √

共开设专业任选课 27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0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实习 2 √ √

2 毕业创作 4 √ √

3 毕业论文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动画专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196

动画（漫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10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与人文情

怀，掌握漫画创作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制作方法，能够在文化产业、

事业相关领域从事漫画策划、创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

3.具有熟练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创造性解决问题的专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6.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知识要求

1.具备较为广阔的复合知识结构。

2.掌握漫画基本技能，了解本专业学科发展前沿。

3.掌握漫画创作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4.了解漫画作品类型特征及创作规律。

（三）能力要求

1.具备整合素材的能力，能够根据素材和储备知识独立创作完成原创

漫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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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在漫画创作中，综合运用文学、剧作、美术、设计美学、影像

造型与画面语言等元素创作。

3.能够撰写漫画剧本、创作方案。

4.能够熟练地运用相关软件进行漫画创作。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必修 140 学分，选修 25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美术史、漫画概论、角色写生与表现、场景写生与

表现、漫画采风、速写表现技法、图案基础、漫画手绘技法、剧本创作、

影像造型和画面语言

专业核心课：漫画角色设计、漫画场景设计、手作工艺与材料、动态

插画、绘本设计创作、书籍设计、图像小说创作、插画艺术创作、漫画策

划与实践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

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92

62.4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艺术考察、毕业实习、毕业创作、

毕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1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7.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45.9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48.3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2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15.2

2.专业教育选修课 15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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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动画（漫画）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120310010 中外美术史 2 32 32 2 √

2 2122301020 漫画概论 2 32 30 2 2 √

3 2122301030 角色写生与表现 4 64 26 38 16×4 √

4 2122301040 场景写生与表现 4 64 24 40 16×4 √

5 2122301050 漫画采风 3 48 8 40 16×3 √

6 2122301060 速写表现技法 3 48 8 40 16×3 √

7 2122301070 图案基础 3 48 16 32 16×3 √

8 2122301080 漫画手绘技法 5 80 40 40 16×5 √

9 2122410110 漫画剧本创作 3 48 24 24 16×3 √

10 2122301100 影像造型和画面语言 3 48 24 24 16×3 √

专业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2 512 232 280 16 10 6 0 0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2122410020 漫画角色设计 4 64 26 38 16×4 √

2 2122410030 漫画场景设计 4 64 32 32 16×4 √

3 2122401030 手作工艺与材料 4 64 32 32 16×4 √

4 2122401040 动态插画 4 64 26 38 16×4 √

5 2120510190 绘本设计创作 6 96 32 64 16×6 √

6 2120510160 书籍设计 5 80 16 64 16×5 √

7 2120510180 图像小说创作 6 96 16 80 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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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120510170 插画艺术创作 6 96 32 64 16×6 √

9 2122401090 漫画策划与实践 6 96 16 80 16×6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45 720 208 492 0 0 4 12 11 12 6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2120608040 数字绘画 4 64 16 48 16×4 √

2 2122610020 二维动画制作基础（An） 4 64 23 41 16×4 √

3 2122610030 三维动画制作基础（Maya） 4 64 32 32 16×4 √

4 2122610200 解剖•透视 2 32 12 20 2 √

5 2120608111 造型艺术 1 2 32 4 28 16×2 √

6 2120608122 造型艺术 2 2 32 4 28 16×2 √

7 2122610007 动画创意与赏析 3 48 28 20 16×3 √

8 2122410040 衍生产品设计 4 64 32 32 16×4 √

9 2120610130 摄影与摄像 3 48 24 24 16×3 √

10 2122610100 动漫实践 3 48 14 34 16×3 √

11 2120610120 设计基础 2 32 16 16 16×2 √

12 2120510071 数字声音制作 2 32 16 16 16×2 √

13 2120610060 定格与实验动画 4 64 16 48 16×4 √

14 2122610003 影像创作与导演 4 64 16 48 16×4 √

15 2122610010 动画美学与批评 2 32 7 25 16×2 √

16 2122610160 游戏案例分析 3 48 24 24 16×3 √

17 2122610170 经典图像小说鉴赏 3 48 32 16 16×3 √

18 2122610006 世界绘本故事赏析 3 48 24 24 16×3 √

19 2122610190 综合材料实验技法 3 48 24 24 16×3 √

20 2120608010 动态网站建设 4 64 32 32 16×4 √

21 2120608020 主题纪录片创作 4 64 16 48 16×4 √

22 2120608050 版式与数字出版物设计 3 48 24 24 16×3 √

23 2120608060 影视短片赏析 2 32 8 24 16×2 √

24 2120608070 影视剧本创作 2 32 24 8 16×2 √

25 2122610260 数字产品开发 4 64 32 32 16×4 √

26 2120608100 数字产品概念设计 3 48 24 24 16×3 √

27 2122610280 西方当代新媒体艺术 4 64 32 32 16×4 √

28 2122301090 漫画数位技法 5 80 40 40 16×5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28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15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艺术考察 2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创作 4 √ √

4 毕业论文 2 √ √

5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6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2 学分

动画（漫画）专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课 92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2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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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508）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与人文情怀，

掌握网络和移动媒体、数字娱乐、数字影视等传媒领域的基础知识、基本

理论和制作方法，能够在文化产业、事业相关领域，从事网站策划与设计、

网络广告、UI界面设计和数字影视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

3.具有熟练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创造性解决问题的专业素质。

4.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6.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知识要求

1.具备较为广阔的复合知识结构。

2.掌握数字艺术及技术基础知识，了解本专业学科发展前沿。

3.掌握数字媒体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4.了解数字媒体艺术类型特征及创作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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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要求

1.具备掌握影视制作、网络视频制作、互联网产品开发、网络交互设

计制作及相关工具的能力。

2.具备获取更新专业前沿知识、技能的自主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及创新

能力。

3.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团队沟通和协作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 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12 学分，选修课 53

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视觉形态造

型构成、传播学概论、视听语言、写生采风、数字图像、数字图形、数字

剪辑

专业核心课：数字特效、三维技术、交互设计原理与方法、虚拟现实

技术基础、交互产品设计、视频媒体制作、网络动画与动态图形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94

62.4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创作、毕业论文、毕业实习、第

二课堂、社会实践
9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61
37.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5

31.52.专业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6.5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32.1

2.专业教育选修课 43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202

六、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6** 大学语文 1-2 4 64 56 8 2 2 √

9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10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1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2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3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4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5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6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7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8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9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51 1044 623 421 15 12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120308010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 2 32 32 2 √

2 2122308021 设计素描 4 64 16 48 16×4 √

3 2122308032 设计色彩 4 64 16 48 16×4

4 2120308040 视觉形态造型构成 4 64 16 48 16×4 √

5 2120308050 传播学概论 2 32 32 16×4 √

6 2120308060 视听语言 3 48 32 16 16×3 √

7 2122308070 写生采风 2 32 8 24 16×2 √

8 2120408040 数字图像 2 32 16 16 16×2 √

9 2120408050 数字图形 2 32 16 16 16×2 √

10 2120408070 数字剪辑 3 48 16 32 16×3 √

专业类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28 448 200 248 12 8 3 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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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2120408060 数字特效 3 48 32 16 16×3 √

2 2120408080 三维技术 4 64 32 32 16×4 √

3 2120408090 交互设计原理与方法 4 64 40 24 16×4 √

4 2120408110 虚拟现实技术基础 3 48 32 16 16×3 √

5 2120408100 交互产品设计 3 48 16 32 16×3 √

6 2120508100 视频媒体制作 3 48 24 24 16×3 √

7 2120508040 网络动画与动态图形 3 48 16 32 16×3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23 368 192 176 0 0 7 7 3 6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2122508010 网页制作技术 2 32 16 16 16×2 √

2 2122508020 网页设计 2 32 16 16 16×2 √

3 2122508030 网络广告创意与设计 4 64 30 34 16×4 √

4 2122508050 网站程序设计与开发 3 48 32 16 16×3 √

5 212050806* 网站策划与设计 1-2 5 80 24 56 16×3 16×2 √

6 2122508080 虚拟现实产品策划 3 48 24 24 16×3 √

7 2122508091 数字媒体产品创新设计

1-2

6 96 48 48 16×6 √

8 2122408010 数字媒体设计与表现 3 48 24 24 16×3 √

9 2122408020 数字媒体创意思维 3 48 20 28 16×3 √

10 2122408030 数字声音 2 32 16 16 16×2 √

11 2120608040 数字绘画 4 64 16 48 16×4 √

12 2122610020 二维动画制作基础（An） 4 64 23 41 16×4 √

13 2122610030 三维动画制作基础（Maya） 4 64 32 32 16×4 √

14 2122610200 解剖•透视 2 32 12 20 16×2 √

15 2120608111 造型艺术 1 2 32 4 28 16×2 √

16 2120608122 造型艺术 2 2 32 4 28 16×2 √

17 2122610007 动画创意与赏析 3 48 28 20 16×3 √

18 2122410040 衍生产品设计 4 64 32 32 16×4 √

19 2120610130 摄影与摄像 3 48 24 24 16×3 √

20 2122610100 动漫实践 3 48 14 34 16×3 √

21 2120610120 设计基础 2 32 16 16 16×2 √

22 2120510071 数字声音制作 2 32 16 16 16×2 √

23 2120610060 定格与实验动画 4 64 16 48 16×4 √

24 2122610003 影像创作与导演 4 64 16 48 16×4 √

25 2122610010 动画美学与批评 2 32 7 25 16×2 √

26 2122610160 游戏案例分析 3 48 24 24 16×3 √

27 2122610170 经典图像小说鉴赏 3 48 32 16 16×3 √

28 2122610006 世界绘本故事赏析 3 48 24 24 16×3 √

29 2122610190 综合材料实验技法 3 48 24 24 16×3 √

30 2120608010 动态网站建设 4 64 32 32 16×4 √

31 2120608020 主题纪录片创作 4 64 16 48 16×4 √

32 2120608050 版式与数字出版物设计 3 48 24 24 16×3 √

33 2120608060 影视短片赏析 2 32 8 24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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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34 2120608070 影视剧本创作 2 32 24 8 16×2 √

35 2122610260 数字产品开发 4 64 32 32 16×4 √

36 2120608100 数字产品概念设计 3 48 24 24 16×3 √

37 2122610280 西方当代新媒体艺术 4 64 32 32 16×4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37 门，学生需至少选修 43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创作 4 √ √

2 毕业论文 2 √ √

3 毕业实习 2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10 学分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总学分 165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61 学分，专业课 94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10 学分。



文化艺术管理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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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20210）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

掌握文化艺术经营管理基础知识，具有较高创意策划及组织实施能力，在

文化管理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化产业管理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具备较高的人文素质、文化品位和创新意识。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4.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2.了解文化产业行业及学科理论前沿、发展动态，掌握文化产业管理

专业理论知识、交叉学科知识以及通识性知识。

3.掌握学科与创新创业、具体行业相结合的实践性知识。

4.了解内蒙古本土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三）能力要求

1.具备较强的系统分析、解决文化产业相关问题的知识应用能力。

2.具备从事文化产业创意策划、组织管理、沟通协调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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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文案写作、资料收集、文献检索及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等能力。

4.具备专业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 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51 学分，其中必修 113 学分，选修 38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文化资源概论、管理学原理、经济学原理、文化传播学、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文化产业经济学、会计学、策划文案写作、文化产业

政策与法规、文学生产、创意思维训练、学术论文写作、文化市场调研与

分析、电子艺术编辑

专业核心课：文化金融、文化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影视产业经营管

理、演艺娱乐经营管理、艺术品经营管理、动漫与数字产业经营管理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5
61.6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综合展示、毕业实习、毕

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8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7 38.4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

30.42.专业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21.9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9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25.2

2.专业教育选修课 28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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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
程
类
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9 08001120 艺术概论 2 32 30 2 2 √

10 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1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2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3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4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5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6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7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8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47 980 567 413 12 10 9 11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220310021 文化资源概论 3 48 42 6 3 √

2 2220310031 管理学原理 3 48 32 16 3 √

3 2220310041 经济学原理 3 48 42 6 3 √

4 2220310051 文化传播学 3 48 45 3 3 √

5 2220310061 文学生产 1 2 32 28 4 2 √

6 2220310062 文学生产 2 2 32 28 4 2 √

7 2220310071 创意思维训练 2 32 11 21 2 √

8 2220310081 学术论文写作 2 32 11 21 4×8 √

9 2220310091 文化市场调研与分析 2 32 11 21 2 √

10 2220310101 电子艺术编辑 3 48 16 32 3 √

11 2220410011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3 48 42 6 3 √

12 2220410021 文化产业经济学 3 48 42 6 3 √

13 2220410031 会计学 3 48 30 18 3 √

14 2220410101 策划文案写作 2 32 11 2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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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220410111 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 3 48 42 6 3 √

专业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9 624 433 191 10 10 9 5 0 3 2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2220410041 文化金融 3 48 36 12 3 √

2 2220410051 文化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 3 48 16 32 3 √

3 2220410061 影视产业经营管理 3 48 16 32 3 √

4 2220410071 演艺娱乐经营管理 3 48 16 32 3 √

5 2220410081 艺术品经营管理 3 48 16 32 3 √

6 2220410091 动漫与数字产业经营管理 3 48 28 20 3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18 288 128 160 0 0 3 3 9 3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2220510011
内蒙古文化资源开发与利

用
2 32 28 4 2 √

2 2220510021 内蒙古文化旅游专题研究 2 32 14 18 2 √

3 2222610110 艺术评论 2 32 32 2 √

4 2222610020
非遗技艺（和林格尔剪纸）

实训
2 32 8 24 2 √

5 222051009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研究 2 32 28 4 2 √

6 2222610030 流行音乐演唱 2 32 24 8 2 √

7 2220510031 戏剧产业专题研究 2 32 28 4 2 √

8 2220510041 文化经纪理论与实务 2 32 20 12 2 √

9 2222610050 NFT 数字藏品发展专题研究 2 32 16 16 2 √

10 2220610081 大众传媒管理 2 32 32 2 √

11 2220510061 美术史与名作赏析 2 32 28 4 2 √

12 2220510071 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2 32 28 4 2 √

13 2220510081 影视史与名作赏析 2 32 28 4 2 √

14 2220610091 艺术美学 2 32 32 2 √

15 2220610101 艺术管理学 2 32 32 2 √

16 2220610071 艺术教育学 2 32 32 2 √

17 2222610140 当代艺术流派与思潮 2 32 28 4 2 √

18 2220610011 中国文化史 2 32 32 2 √

19 2222610170 专业英语 2 32 16 16 2 √

20 2220610061 初级韩语 2 32 16 16 2 √

21 2220610051 国标舞技能训练 2 32 12 20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21 门，学生须至少选修 28 学分

综合

性实

践教

学环

节

1 毕业综合展示 2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3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9 学分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总学分 151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7 学分，专业课 85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9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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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1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人文情怀，

熟悉艺术发展历史，具有较高艺术理论修养和艺术批评能力，在文化艺术

管理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从事艺术史论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具有对艺术前沿和热

点现象的敏感度，具备学术创新精神。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

标准。

4.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

（二）知识要求

1.熟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2.了解艺术史论学科发展历程及前沿动态，掌握学科基本理论知识和

研究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所形成的理论知识。

3.至少掌握 1个艺术门类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4.了解内蒙古本土文化艺术发展现状。

（三）能力要求

1.具备良好的艺术审美、鉴赏和批评能力。

2.具备从事艺术创意策划、组织管理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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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专业写作、资料收集、文献检索及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等能力。

4.具备专业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 年，学生可在 4-6 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 146 学分，其中必修 110 学分，选修 3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

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艺术学概论、中外文学史、中外音乐史、中外美术史、

中外戏剧史、中外影视史、中外艺术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方法、中外经

典艺术理论、专业写作基础、学术论文写作

专业核心课：艺术美学、艺术人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艺

术管理学、艺术评论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专业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专业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82

61.6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综合展示、毕业实习、毕

业论文、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8

通识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选修课 55

38.4

2.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第二课堂、社会实践 1

实践教育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5

25.62.专业教育课：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践） 13.4

3.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9

选修课程

占总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选修课 10

26.2

2.专业教育选修课 26

注：实践教育占总学分比例中不含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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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术史论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
程
类
别

顺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
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设学期及周学时
成绩
考核

共

计

讲

授

实
践
、
实
验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考

试

考

查

通

识

教

育

课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1 080010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0 8 3 √

2 0800102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3 √

3 080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3 √

4 080010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0 8 3 √

5 0800105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

6 0800103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32 24 8 2 √

7 0800116* 形势与政策 1-8 2 96 64 32 第 1-8 学期，每学期 12 学时 √

8 0800107** 大学外语 1-4 8 128 104 24 2 2 2 2 √

9 00800111* 大学体育 1-4 4 144 16 128 2 2 2 2 含 16 学时体测 √

10 08001230 信息素养教育 2 32 16 16 2 √

11 080011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2 2 32 24 8 1 1 √

12 0800127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11 21 2 √

13 0800121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26 6 2 √

14 08001180 军事技能 2 112 112 第 1 学期为期两周军训 √

15 08001220 军事理论 2 36 36 2 √

16 08001240 新生入学教育 第 1 学期军训期间不定期进行

17 08001250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8 第 1-8 学期，每学期 2 学时劳动实践 √

通识教育必修课总学分、总学时 45 948 537 411 12 10 9 9 3 0 1 0

通识教育选修课 共 10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2220301021 艺术学概论 4 64 52 12 4 √

2 2220301031 中外文学史 1 2 32 28 4 2 √

3 2220301032 中外文学史 2 2 32 28 4 2 √

4 2220301041 中外音乐史 4 64 56 8 4 √

5 2220301051 中外美术史 4 64 56 8 4 √

6 2220301061 中外戏剧史 4 64 56 8 4 √

7 2220301071 中外影视史 4 64 56 8 4 √

8 2222401060 中外艺术批评史 3 48 42 6 3 √

9 2220401071 艺术批评方法 3 48 40 8 3 √

10 2222401080 中外经典艺术理论 3 48 42 6 3 √

11 2220301091 专业写作基础 2 32 11 21 2 √

12 2220401091 学术论文写作 2 32 11 21 4×8 √

专业基础课总学分、总学时 37 592 478 114 8 10 7 7 3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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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 2220401011 艺术美学 3 48 42 6 3 √

2 2220401021 艺术人类学 3 48 36 12 3 √

3 2220401031 艺术心理学 3 48 42 6 3 √

4 2220401041 艺术传播学 3 48 32 16 3 √

5 2220401051 艺术管理学 3 48 32 16 3 √

6 2220401081 艺术评论 4 64 20 44 4 √

专业核心课总学分、总学时 19 304 204 100 0 0 3 3 6 7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2222601010 流行音乐演唱 2 32 11 21 2 √

2 2222601020 素描 2 32 11 21 2 √

3 2222601210 国标舞技能训练 2 32 11 21 2 √

4 2222610020
非遗技艺（和林格尔剪纸）实

训
2 32 8 24 2 √

5 2220601041 西方美学 2 32 32 2 √

6 2220601011 当代艺术流派与思潮 2 32 28 4 2 √

7 222060101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研究 2 32 32 2 √

8 2220601091 戏剧产业专题研究 2 32 24 8 2 √

9 2220601021 文化艺术政策与法规 2 32 32 2 √

10 2220601061 艺术教育学 2 32 32 2 √

11 2220501051 中国文化史 2 32 32 2 √

12 2222601070 内蒙古艺术资源开发与利用 2 32 11 21 2 √

13 2222601080 马艺术研究 2 32 28 4 2 √

14 2222601100 内蒙古艺术发展史研究 2 32 28 4 2 √

15 2220601051 影视评论 2 32 16 16 2 √

16 2222601030 网络文艺欣赏与评论 2 32 11 21 2 √

17 2222610110 内蒙古当代艺术评论 2 32 11 21 2 √

18 2222601110 策划文案写作 2 32 11 21 2 √

19 2220601021 创意思维训练 2 32 11 21 2 √

20 2220501061 电子艺术编辑 2 32 11 21 2 √

21 2220601071 初级韩语 2 32 16 16 2 √

共开设专业选修课 21 门，学生须至少选修 26 学分

综合性

实践教

学环节

1 毕业综合展示 2 √ √

2 毕业实习 2 √ √

3 毕业论文 3 √ √

4 第二课堂 1 第 1-8 学期进行 √

5 社会实践 1 第 2-6 学期进行 √

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 9学分

艺术史论专业总学分 146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55 学分，专业课 82 学分，综合性实践教学 9 学分。

注：①课程代码中“*”表示课程在多学期延续开设的序号，以及分类教学的类别。

②开设学期及周学时中，“×”表示周学时乘以开课周数，开课为 16 周的课程省略 。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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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程设置
	七、说明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51学分，其中必修125学分，选修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七、说明
	舞蹈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舞蹈表演（蒙古族舞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信念、爱集体、敢担当。
	2.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3.具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
	5.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品质。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舞蹈表演艺术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
	3.了解中外舞蹈艺术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前沿。
	4.具有音乐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三）能力要求
	1.具有较高的蒙古族舞蹈表演能力。
	2.具有较高的蒙古族舞蹈教学、研究能力。
	3.具有一定的蒙古族舞蹈编创能力。
	4.具有较高的辅导群众艺术活动能力。
	5.具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适应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81学分，其中必修153学分，选修28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舞蹈概论、中国舞蹈史、西方舞蹈史、音乐基础理论
	专业核心课：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蒙古族舞蹈传统舞、蒙古族舞蹈民俗民间舞、蒙古族舞蹈技能训练、舞蹈基本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六、舞蹈表演(蒙古族舞蹈）专业教学计划表

	七、说明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信念、
	2.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3.具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
	5.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品质。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舞蹈表演艺术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
	3.了解中外舞蹈艺术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前沿。
	4.具有音乐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三）能力要求
	1.具有较高的国际标准舞舞蹈表演能力。
	2.具有较高的国际标准舞舞蹈教学、研究能力。
	3.具有一定的国际标准舞舞蹈编创能力。
	4.具有较高的辅导群众艺术活动能力。

	5.具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适应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六、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专业教学计划表
	七、说明
	舞蹈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信念、爱集体、敢担当。
	2.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3.具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
	5.拥有强健体魄和良好心理品质。

	三、培养规格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舞蹈学导论、舞蹈概论、中国舞蹈史、西方舞蹈史、舞蹈人类学、蒙古族舞蹈文化、舞蹈基本功、中
	专业核心课：舞蹈教学法、舞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蒙古族舞蹈传统舞、蒙古族舞蹈民俗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六、舞蹈学（教育）专业教学计划表
	七、说明
	舞蹈学（理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信念、爱集体、敢担当。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舞蹈艺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4.了解中外舞蹈艺术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前沿。
	（三）能力要求
	1.具备较好的学术研究能力。
	3.具备一定的舞蹈教学、舞蹈创作与表演能力。
	4.具有较高的辅导群众艺术活动能力。
	5.具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适应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四、课程设置
	七、说明
	舞蹈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206）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信念、爱集体、敢担当。
	2.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3.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审美水平。
	5.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品质。
	（二）知识要求
	1.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舞蹈编导专业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
	3.具有音乐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三）能力要求
	1.具备编舞、剧本写作和舞蹈创作相关的基本专业能力。
	2.具备独立运用编创技法，创作与排练舞蹈作品及组织实施舞台演出全过程的能力。
	3.具备一定的舞蹈教学、表演能力。
	4.具有较高的辅导群众艺术活动能力。
	5.具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适应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1学分，其中必修137学分；选修24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舞蹈概论、蒙古族舞蹈文化、舞蹈基本功、现代舞、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蒙古族舞蹈传统舞、蒙古
	专业核心课：编导基础规律、舞蹈即兴、编导编舞开发（含创作采风考察）、舞蹈结构、舞台导演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六、舞蹈编导教学计划
	七、说明
	影视戏剧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表演（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二）知识要求
	（三）能力要求
	三、培养规格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七、说明
	备注：以上选修模块仅供学生参考
	表演（音乐剧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四、课程设置
	七、说明
	备注：以上选修模块仅供学生参考。
	表演（二人台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道德修养、人文素养、艺术修养与终身学习的意
	2.熟悉党和国家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现代影视传媒理论及实务，了解本学科发展前沿和趋势。
	4.具有良好健康的身心素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1学分，其中必修121学分,选修40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核心课：独幕剧写作、多幕剧写作、电影剧本写作、电视剧剧本写作、非虚构写作、地方戏写作、导演思维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六、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教学计划表

	七、说明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道德修养、人文素养、艺术修养与终身学习的意
	2.熟悉党和国家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现代影视传媒理论及实务，了解本学科发展前沿和趋势。
	3.能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
	4.身心健康，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二）知识要求:
	1.了解戏剧影视学科以及广播电视的理论前沿和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党和国家关于新闻及文艺的方针、政
	2.掌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基本理论、核心知识，重点掌握影视拍摄和制作领域相关的理论及前沿动态。
	3.掌握影视导演和编剧等相关领域开展艺术创作所需的相关知识并具有一定的技术技巧。
	（三）能力要求:
	1.具备广播电视栏目和节目的策划、导演、采写、拍摄、制作等方面的基本技巧和能力。
	2.具备电影剧情短片、纪录片及短视频等类型的创作方法和制作技能，完成四年规定的剧情（纪录）短片的拍摄
	3.具备视听结合的思维与表达能力，同时掌握利用多种媒体技术手段进行创作的基本技能。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1学分，其中必修129学分；选修3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核心课：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影视剧本创作、电视栏目策划与文案写作、导演思维、纪录片创作、剧情短片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30309）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1学分；其中必修117学分，选修44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视觉传达设计（舞台美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四、课程设置
	七、说明
	美术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

	二、毕业要求
	（一）基本素质
	4.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劳动素质，通过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65学分，其中必修139学分，选修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解剖·透视、素描基础、色彩基础、油画基础、中国画基础、版画基础、绘画构图学

	专业核心课：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美术概论、中西方现当代美术思潮、内蒙古当代美术创作、现代艺术表现
	七、说明
	绘画（版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5学分，其中必修139学分；选修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美术史、解剖·透视、素描基础、色彩基础、风景写生
	专业核心课：黑白木刻、套色木刻、水印版画、丝网版画、铜版画、综合版画、民族题材版画创作、创作理论与实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绘画（水彩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5学分，其中必修139学分；选修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六、绘画（水彩画）专业教学计划表
	七、说明
	绘画（油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5学分，其中必修139学分；选修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美术史、解剖·透视、素描基础、油画基础、风景写生、素描人物、油画人物
	专业核心课：油画形式语言及表现、民族题材油画创作、综合材料绘画表现与技法、创作理论与实践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六、绘画（油画）专业教学计划表
	解剖·透视
	七、说明
	书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5学分，其中必修 139学分；选修26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中国画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四、课程设置
	七、说明
	设计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表演（服装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
	二、毕业要求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61学分，其中必修132学分；选修29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雕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57学分，其中必修116学分；选修41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艺术设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60学分，其中必修132学分；选修28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七、说明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0学分，其中必修133学分；选修27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七、说明
	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
	二、毕业要求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0学分，其中必修128学分；选修32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0学分，其中必修132学分；选修28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自2022级学生开始执行。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区域

	二、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60学分，其中必修120学分；选修40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设计史、中国服装史、西洋服装史、服装工艺基础、服饰素描、构成设计、服装材料学、服饰图
	专业核心课：服装画技法、服装设计方法、服装结构设计、成衣工艺、立体裁剪、服装市场营销、服装市场调研与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公共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60学分，其中必修131学分；选修29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新媒体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动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七、说明
	动画（漫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能力要求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毕业总学分165学分，其中必修140学分，选修25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中外美术史、漫画概论、角色写生与表现、场景写生与表现、漫画采风、速写表现技法、图案基础、
	专业核心课：漫画角色设计、漫画场景设计、手作工艺与材料、动态插画、绘本设计创作、书籍设计、图像小说创

	六、动画（漫画）专业教学计划表
	七、说明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二、毕业要求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七、说明
	文化艺术管理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2.了解文化产业行业及学科理论前沿、发展动态，掌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理论知识、交叉学科知识以及通识性知
	3.掌握学科与创新创业、具体行业相结合的实践性知识。  
	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4年，学生可在4-6年完成学业。
	（二）学分：总学分151学分，其中必修113学分，选修38学分。
	（三）符合《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
	五、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六、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教学计划表

	七、说明
	艺术史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规格
	四、课程设置
	六、艺术史论专业教学计划表
	七、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