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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方特色，构建“双
创型”艺术硕士人才培养模式

“双创”课程建设。不断修订完善
艺术硕士学位必修课程，建设“人居
环境创新设计”“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与
实践”等“双创型”学位必修课程，
推进创业教育与专业和市场结合。立
足社会不断更新艺术硕士选修课程，
开设“创新创业导向”“创业形势与创
业政策”等“双创型”选修课程。基
于地方特色建设艺术硕士开放性实践
课程，打造以“服务地方创业实践”
为核心的艺术硕士开放性实践课程，
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教学，实
现研究生教学全覆盖。开展跨学科辅
修课程，建设“创业基础”等类型的

“双创”辅修课程。
“双创”平台、项目、大赛建设。

为艺术硕士研究生搭建实习实训、“双
创”指导、“双创”大赛、“双创”实
践、“双创”转化等一系列创新创业平
台，将创意更为有效地转化为创业实
践成果。学院近4年来有45名硕士研
究生参与了毕业设计创业类实习培
训，共报送项目45项，“双创”指导
导师（含校外行业导师）32人。学院
艺术硕士研究生于 2016 年参与“双

创”项目以来，共立项“双创”项目
25项 （包括省级8项、校级12项），
获湖南省教育部门支持经费5万元，
吉首大学支持经费2万元，先后参与
研究生达120余人、参与艺术硕士生
导师20余人次。学校着力健全和完善

“双创”大赛资助体系，学院艺术硕士
研究生积极参加本专业“双创”大
赛。2016年以来，学校共参与14项如

“互联网+”、挑战杯、工业设计等大
赛中的“双创”项目，共获奖58次，
其中国家奖项19项，代表性有“互联
网+”国赛铜奖2次，省赛金奖1次，
二等奖2次。

“双创”资源建设。整合地方资
源，将地方上的民俗、民居、村寨、
非遗、人物等资源整理归档，使其成
为学院进行“双创型”艺术硕士教学
和研究资源，5年来依据地方资源立
项国社科课题5项，省级创新创业项
目10项。汇聚校友资源，链接全国
校友网络资源 （包括本科生） 为

“双创”资源建设服务，如赵常春、
杨旭光、郑正军等20余名校友为学
院艺术硕士研究生提供创新创业指
导及实践项目。汇聚社会资源，与
长沙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张家界市等地方政府部门 （湘西自
治州泸溪县政府部门、张家界王家
坪镇政府部门等）、相关行业企业

（通道侗族呀啰耶侗锦织艺发展有限
公司、湖南力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等） 保持交流和合作关系，为

“双创”实践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
“双创”管理建设。强化顶层主

导，在学校层面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
“双创”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将艺术硕
士“双创”教育与学校“十三五”规
划、“十四五”规划及一流专业结合起
来，督促学院领导重视。在学院层面
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艺术硕士“双
创”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考核学院

“双创”教育工作的成效，包括创新创
业项目、学科竞赛、“双创”平台、基
地、课题、论文、教材等，推进“双
创”教育与地方融合，为地方经济服
务。

依托地方资源，突出“双
创型”艺术硕士实践教育特色

开创了“地方型”为主体的资源
观。充分依托地域性民间艺术资源，
学院导师指导研究生立项湖南省创新
创业项目5项，校级创新创业项目10
项；指导学生完成的“小辣椒富大
众：‘酒台辣酱’品牌兴农模式”荣获

“建行杯”第四届湖南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就业型创业组一
等奖，“艺术重生·凤凰纸扎”荣获

“建行杯”第四届湖南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业组二等奖。
融合诸多交叉学科理论知识，使民族
地区高校的艺术硕士研究生培养和当
地传统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推动地方
传统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倡导了“实践型”为核心的教学
观。联合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进行教
学，在导师中倡导“实践型”为核心
的教学观，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特点和
高校的联合纽带作用，以产业对接为
导向，挖掘社会资源，以实践能力提
升为核心，进行协同育人。运用真实
项目进行教学，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
力和实践能力。教学成效凸显，专业

导师带队赴湘西州十八洞开展墙绘创
作，2018年 11月 21日，湖南省专门
致函学校，充分肯定师生作出的杰出
贡献；组织研究生参加湖南省大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三下乡”，开展红色教
育，在社会上得到了肯定和好评。近
5年，建立10个研究生创新创业教学
实践基地，研究生在基地参与项目式
教学项目7项，受到基地单位的一致
好评。

实现了“双创型”为重点的人才
观。经过6年多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与论证，认可并实现了艺术硕士教育
以培养“双创型”为重点的人才观。
充分利用了民族地区高校丰富创作资
源（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创新
性研究为带动，结合基地项目驱动式
的教学方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
批“双创型”艺术硕士高端人才。截
至目前，学院共毕业78名艺术硕士
研究生，高校就业有32人，他们在
从事高校教学工作之余，还利用自己
的专业创建或与人合伙进行创新创
业，如学院 2021 年毕业的艺术硕士
研究生赵常春，现在张家界学院任
教，并创业成立了常春墙绘广告公
司，公司依托地方资源+创新理念承
接项目（如常德市汉寿县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 2230 平方米、张家界市汽车
特技城1800平方米、张家界市永定区
白马泉公园1200平方米等），为服务
地方作出了贡献。

成果斐然，发挥多方引领
的社会效果

毕业成果社会赞誉好。学院毕业
成果作品体现了明确的时代精神和使
命担当，较为全面地呈现出学院学子
锐意进取的态度和个性独立的精神追
求。每年毕业成果展邀请知名行业专
家参展，他们对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红网、搜狐网、
《湖南日报》等多家媒体对学校学生毕
业设计展进行了相关报道。2018年天
津美术学院前纪委书记李炳训教授来

学院指导研究生教育工作，高度认可
学院的艺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研
究生毕业成果的创新亮点突出，为服
务地方项目提供了设计方面的思考和
借鉴。

导师和研究生成果受到行业好
评。6年来，学院导师立项国家社科
课题8项，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改项
目2项，校级3项，省社科课题2项，
省教育部门教改课题3项，横向科研4
项、专著5本，CSSCI刊物发表论文8
篇、作品52幅。研究生以第一作者
参与14类学科竞赛，获奖209次，其
中国家奖项96项（含“互联网+”国
赛铜奖）；国家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
实验计划项目6项，省级项目10项；
立项省级课题25项；第一作者公开
在省级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 138 篇。
2021 年在美术学院研究生与本行业
企业校企供需见面活动中，张家界
云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尔
杰、张家界万美装饰总经理付建
台、湖南力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旭光等对学院所取得的
成果给予高度肯定，他们认为，自
从和学院签订合作协议以来，双方
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创新优
势和人才优势，在协同育人、产教融
合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
促进高质量就业。

引领武陵山片区高校“双创型”
艺术硕士人才培养的理论探索。近年
来，先后有湖北民族学院、怀化学
院、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张家界学
院、铜仁学院等兄弟院校的教师来校
交流民族地区艺术硕士培养及教学经
验，得到他们的肯定，并聘请20名优
秀的专家教授成为学院艺术硕士的校
外导师（如怀化学院的美术与设计艺
术学院副院长杨丰齐和肖慧芬）。景德
镇陶瓷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康
修机教授充分肯定了吉首大学美术学
院艺术硕士人才培养模式，认为其在
民族地区的艺术硕士“双创”教育上
特色鲜明，具有引领民族地区高校艺
术硕士培养的示范作用。吉首大学美
术学院6年来的“双创型”艺术硕士

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的经验和成果，
对武陵山片区高校“双创型”艺术硕
士人才培养的理论探索具有引领作用。

引领师生服务地方。学院建有乡
村建设与特色村寨规划等创新创业工
作室15个，借助多种类型创新创业工
作室积极推进校企、校地多元互动的
运行机制。通过湘西墨戎苗寨的民族
旅游品牌、梦幻张家界之文旅融合等
项目建设，引领师生为地方经济服务
作出更大贡献。6年来师生共创为地
方服务项目30余项，代表性的项目
有 2015 级研究生彭莎与导师共同设
计的“张家界市武陵源溪布街戏院·
湘西老腔”，荣获2017年顶峰设计奖
铜奖；2016级研究生吴晓松与导师共
同设计的“湘西之恋·养云酒店”，
获得 2018 年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室内
设计双年展铜奖；2017 级研究生孙
卓、崔伶竹与导师共同设计的“湘西
惹巴拉农业观光园民族建筑景观设
计”，受到当地人民好评；2018级研
究生赵常春与导师共同策划的“湘西
花垣十八洞村‘助力精准扶贫，图绘
美丽乡村’”，受到湖南省政府部门
致函感谢，学院因此被评为“十八洞
村村容村貌提升百日攻坚战先进单
位”。

研究生层次的“双创型”人才是
国家人才培养的高地，民族地方高校
艺术硕士研究生“双创”教育与实践
相对其他发达地区高校来说相对滞
后，这是因为适合民族地方高校“双
创型”人才培养尚未有成熟模式以供
借鉴。吉首大学美术学院艺术硕士研
究生来源于民族地区高校，在培养过
程中，针对民族地区高校的特点，解
决民族地区高校艺术硕士“双创型”
教育与市场脱节、“双创”引领不足、

“双创”培养机制不健全、“双创”保
障体系不完善的现象，就如何推进

“双创型”教育和引领民族地区其他高
校进行“双创”教育等问题进行研究
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国家
和社会培养了一批“双创型”的艺术
硕士人才。

（龙社勤）

创新创业引领 深化教学改革
——吉首大学美术学院“双创型”艺术硕士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吉首大学美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授权点于2015年首次招生，至今已有
6年多时间，培养硕士研究生178名，毕业104名，目前在校艺术硕士研究
生74名。6年多来，吉首大学美术学院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不断凝聚共识、
整合资源，提出“双创型”教育理念。六载研究实践，收获丰硕“双创型”
教育成果。在第4届、第5届、第7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
获国赛铜奖2次，省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次，相关专业学科竞
赛共获奖209次，其中国家奖项96项，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省级立项10
项，学院创新创业团队7个，在读研究生主持本专业领域相关省级立项
项目8项，第一作者公开在省级及省级以上发表学术论文（作品）211
篇。在岗硕士生导师发表CSSCI核心论文和作品20篇，主持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8项，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项，湖南省教育
部门重点项目5项、青年项目5项、研究生教学改革课题2项、教
学改革课题7项，师生共创为地方服务设计项目30余项。

潍坊市潍城区实验小学

潜心精耕“微教育”落实育人大目标
百年树人，教育为本。始建于

1903年的潍坊市潍城区实验小学（以
下简称“潍城实小”）近年来以行为
规范养成教育为突破口，创新实施

“微教育”，从“微习惯”“微主题”
“微评价”入手，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在“小、简、快”“新、实、活”
中训练和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为学生漫长的人生旅途播下美好的种
子。学校生动的“微教育”实践，取
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因势而谋
构筑育人新格局

“学校无小事，处处皆教育。”面
对“全面发展”的育人新目标，潍城
实小校长张进兰深有感触，“学校教育
要从大处着眼——‘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目标，从小处入手——学生
会捡起地上的废纸、会整理书包、知
感恩等。学校着力实施‘微教育’项
目，培养‘全面+个性’人才。”

让教育回归生活，发展学生核心
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深化课
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着
力点和新航标。

近年来，学校结合潍城区教体部
门“早晨演讲、中午阅读、日行一
善、一日反思”4门习惯养成校本课
程的教学改革要求，以“微教育”创
新项目为引领，将教育形式“化大为
小”，将教育内容“化整为零”，让教
育效果“零存整取”，让“微教育”有
组织、有计划、有规律、有目标地开
展，搭建了育人新格局，探索基于真
实生活的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教育
路径，进而打造“和·致”德育新样

态，着力培养“全面+个性”的新时
代卓越潍城实小学子。

应势而动
精耕育人新实践

教育不是“几堂课”，而是“生态
圈”。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怎样
构建全面发展的“大生态”，从而夯实
学生的价值底盘、精神基座，帮助学
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潍城实小拓展育人维度，在“事
事育人、时时育人、处处育人”中探
索德育的“正确打开方式”，通过“微
习惯”“微主题”“微评价”浸润式育
人，让学生在成长中收获温暖、关怀
和核心素养。

“微习惯”——培养学生行为习
惯。学校开设“微习惯、小目标，高

品格、大人生”系列活动课程，制定
“微习惯”养成月课程目标，每月汇总
评选表彰“好习惯之星”，把“微习
惯”计划融入日常行为，培养学生良
好的行为习惯。

“微主题”——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学校创设“微故事”“微节日”

“微课题”等平台，不断丰富“微载
体”，营造“微生态”，在“滴水灌
溉”中积“微”成“大”。

“微评价”——落实学生全面发
展。学校将学生校内外表现进行量化
综合评价，采用“微合作”小组、“微
合育”小组微评与“341”过程微评相
结合的方式，在“微瞬间、微视频、
微电影”展示中开展自我评价、小组
评价、教师评价、家长评价，评选出

“星级好少年”，激励学生成为更好的
自己。

蓄势而发
肩负育人新担当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沿
着“育人于细微处，成长于活动中”
这条主线，潍城实小用“微教育”燃
灯，照亮了学生的“拔节孕穗期”。学
校育人活力持续迸发，教育教学事业
硕果累累。

“全面+个性”——育人体系更加
成熟。学生不仅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而且知感恩、懂礼仪、讲文明、守纪
律，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学校借助

“微平台”，实施“微教育”，充分满足
学生需求，通过校内外活动的开展，
促进学生自主、健康、和谐发展。

“专业+特长”——教师成长更趋稳
健。教师个个有研究课题，积极更新教

育理念，提升了教育教学水平。学校结
合“微教育”的一批实验性报告（论
文、案例）获奖或发表，多名教师被评
为“潍州名师”“潍城名师”，三名教师
被评为山东省特级教师，多名教师在小
课题研究中获得了骄人成绩。

“先行+辐射”——办学特色更为
鲜明。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教师
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构建了学校、家庭、社区立体化的育
人场域，使学生更加自信阳光，亲子
关系更为和谐，学校办学成效也得到
了主管部门和兄弟学校的充分肯定，
全国各地考察团纷纷到校考察学习。
学校先后获得首届全国文明校园、国
家首批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全国
深化实施素质教育典型学校、全国艺
术教育十佳单位、中国楹联教育基地
等百余项荣誉称号。

砥砺前行，只为桃李天下。“微教
育”实施以来，百年老校再次焕发勃
勃生机，取得了显著成效。潍城实小
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开拓进取，为推进新时代教
育改革作出更大贡献！

（张进兰 姜丽 李雪原 张致诚）

潍坊市坊子区七马路小学

“和美”教育 助力“双减”落地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强调的是团结协作，相互帮助，集所有的力量和智慧于一体；“美”不单指外

在的仪表、举止，更重要的是一种内涵，自强、独立、团结、助人为乐、善良等品格。“和美”教育就是通过整
合协调各种教育资源，营造轻松、愉悦、适宜的教育环境与氛围，让师生在快乐学习和共同成长中创造美、体验
美。潍坊市坊子区七马路小学秉承“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合作探究、共创未来”之理念，为师生的成长发展提
供了美好的环境与和谐的氛围。“和美”教育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根据“和美”教育理念，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以项目整体推进的形式进行，活动以三个主要项目为统
领，分别实施，创建操作性强的“和美”教育模式，使“双减”工作落到实处。

项目一：
深化教学评一致性研究，

切实提升育人质量

1.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

缺乏主动性是制约学生学习成绩
提高的主要内因，学校教师相互协
作，积极探索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学习的能力。以“培养学生的
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为落脚点，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开展教学评一致性研究，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

课堂学习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在
互动学习、合作探讨中，对彼此有了
更多的了解。他们的互相评价是在知
识层次、生活体验、思想情感大致相
当的情况下作出的，更能体现出个体

发展的差异，便于教师掌握学生的学
习情况。对不同组、不同层次学生间
的互相评价，教师小心采纳，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并用心察觉不同学生对
评价的期望，随时修正。

3.开展阅读提升工程
让学生大量有效地进行阅读一

直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点，学
校充实班级图书角，推动学生大量
阅读。围绕各级推荐的必读书目，

对各年级学生进行逐一过关检测，
倡导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每学期
开学伊始，开展“经典诵读”比
赛，以此为契机，提升学生的阅读
兴趣及阅读水平。

项目二：
整体推进德育一体化

1.强化劳动教育
加强劳动教育研究，引导学生参

加校内外劳动、家务劳动，组织学
工、学农等职业体验实践活动，开发
特色劳动课程。利用升国旗和各班队
会的活动时间对学生进行素养教育。
另外，还结合特色节日和校外实践基
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时，运
用综合实践活动课中的社区服务和社

会实践机会，到社区中开展相应的活
动，以此全面提升学生素养。

2.各科教学渗透“微德育”
学生德育不仅是班主任和思政课

教师的责任，更是每一名教师的责
任，在课堂上时时、事事渗透德育，
实现全学科育人。

项目三：
形成“和美”校园文化

1.“文化长廊”建设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在学生必

经的走廊内创设“文化长廊”，以图文
形式展示历史故事、成语故事等，形
成具有独特风格的校园文化系列，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礼仪教育、
生命教育等。

2.班级文化建设
优雅的班级环境有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的作用。桌椅的摆放、墙面的
布置、黑板的利用等，实际上都是静
态的文化。学生触景生情、因美生
爱，班级凝聚力提高。建设健康高雅
的班级文化，可以增强学生对班级生
活的兴趣，从而热爱生活、热爱文
化，形成健康向上的班风。

3.师生图书室及体育活动区文化
建设

图书室是师生学习、阅览的地
方，悬挂高雅的风景画，突出浓厚的
文化气息。悬挂或者张贴温馨提示
语，如“别让你的笑声打扰同学学
习”“安静的环境，我们共同保持”
等。体育活动区文化设计则突出强
身、励志、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
精神。

“和美”教育是适应师生科学发展
与共同成长需要的教育思想。学校的
办学理念更要有计划地向家庭、社区
渗透，让“和美”的校园文化不仅渗
入家长的教育思想，也丰富社区文
化。从而使“和美”教育开花结果，
保障“双减”落地，建设师生受益、
家长满意、社会赞誉的知名学校。

（陈福宝 何国丽 王兆生 李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