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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真实性责任声明

学校对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海南省芭蕾舞蹈小学校）中国

职业教育质量报告（2023年度）及相关附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

准确性负责。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2024 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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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3年，学校在省委省政府和旅文厅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

主题教育活动，以创建“海南艺术职业学院”及“双优”学校为

抓手，紧密围绕“人才培养、服务贡献、文化传承、产教融合、

发展保障”等方面工作，积极作为、奋力前行，各方面工作取得

一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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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情况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海南省芭蕾舞蹈学校）始建于 1960

年，是我省唯一一所公办省级艺术类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占地面

积为 138 亩，总建筑面积 5.07 万平方米，建有专业教学楼、实

训综合楼、师生食堂、学生公寓、运动场等，资产总额达 3.5 亿

元。根据省编办核定，实行升学就业双轨的毕业选择，累计培养

5000 多名艺术职业人才，为省内艺术表演团体输送了 80%以上的

专业演员，更是涌现出一大批国家级表演艺术家和文化产业能人。

学校每年有近千人（次）参加省内大型活动和庆典，在传承和振

兴琼剧艺术、促进海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作出积极贡献，两次

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海南省宣传文化工作特别奖”。

2021 年，在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领导部门的指导与支持下，学

校加挂“海南省芭蕾舞蹈学校”牌子，开设芭蕾舞专业，接收原

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学生入校，成为我省唯一一所省级公

办专业芭蕾舞蹈人才培养学校。《海南省“十四五”职业教育发

展规划》中提出，将重点支持以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为基础创建

海南艺术职业学院，目前省教育部同意入规反馈函已下发，学校

在保证正常行政教学秩序的基础上，正全力以赴推进海南艺术职

业学院创建工作，学校 2023 年入选海南省优秀中等职业学校，

其中琼剧与歌舞两个专业群入选海南省优质专业群。

近年来，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决定》，

坚持“明德、善美、精艺、进取”的校训精神，重塑“创新、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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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发展理念，确立“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

的指导思想和“以学生为根本，以特色为生命，以创新促发展”

的办学理念，以传承海南特色文化艺术和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为宗旨，以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以创办“海南艺术职

业学院”为目标，确立以琼剧教育为立校之本和做强示范专业、

做大优势专业、做活艺术实训，顺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艺术职

业人才需求，迅速向以质量为重心的创新人才培养转变，向更高

起点的内涵特色质量崛起和突破，打造艺术名校，锤炼一批名师，

培育一批名生，精耕一批成果。

二、人才培养

学校 2023 年毕业生 318 人，已落实毕业去向 312 人，其中

升学 166 人（本科 49 人），毕业生本省去向落实率 98.11%；面

向三次产业就业人数 98 人，其中第一产业 8 人，第二产业 2 人，

第三产业 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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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贡献及产教融合

学校 2023 年发挥艺术服务社会作用，一是先后组织师生赴

琼海市、五指山市、澄迈县等地开展送戏下乡、艺术赋能乡村振

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琼剧进校园等活动，努力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贡献艺术力量。二是积极开展 1+x 职业技能培训认证工

作，目前已成功申报室内设计、器乐指导等专业 1+x 考点专并组

织考试。三是成功承办 2023 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

组）声乐、器乐表演赛项，提升学校承办重大文艺活动能力。四

是向省教育厅申报获批成立“海南省张霞云琼剧名师工作室”与

“海南省中职学校美育工作室”，组织开展全省中小学音乐教师

（琼剧）培训班、海南省中职学校美育研学培训等活动，进一步

提高全省琼剧艺术教学能力，促进我省中职学校美育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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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资源及发展保障

（一）学校为正处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省编办核定财政预

算管理事业编制 159 名，其中管理岗位 40 名，专技岗位 119 名；

校领导职数 2 正 2 副，内设机构领导职数 14 名，其中正职 8 名，

副职 6 名。现有教职工 160 人，其中教师 109 人，专任教师 83

人，高级职称 32 人。学生数 1198 人，生师比 1:11.72。

（二）学校内设机构总数为 17 个，其中 8 个为科级机构，9

个为教学机构，另设有青年艺术团等教辅机构；学校目前设有琼

剧、歌舞两大专业群，琼剧、舞蹈、音乐、器乐、设计传媒、社

会文化、戏剧影视、芭蕾舞、公共课等 9 个专业学科。教学计划

内课程 195 门，合计 8956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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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校园网主干最大宽带 300Mbps,生均校内实践教学

工位 780 个/生，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21335.32 元/生，生

均财政拨款数 38900 元/生。

（四）学校 2023 年参加国家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 972 人，

其中学生体质测评合格率 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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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满意度调查情况

2023 年我校在校生满意度 69.52%，毕业生满意度 87.6%，教

职工满意度 90%，用人单位满意度 92.86%，家长满意度 90%。

六、面临挑战及应对方案

（一）主要问题

1.学校接收芭蕾舞专业 197 名学生后，教师编制及教学场地

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才培养的高质量。

2.校企合作缺乏省级层面制度政策，影响校企合作深度开展。

3.年轻教师有干劲有朝气，但教育教学经验还有待提高。

4.学校校本教材建设还不完善，教材的系统性、与岗位技能

对接等方面与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5.数字化管理平台系统的教学资源还不够丰富，教学公共管

理平台不够完善。

6.教师对于如何有效利用精品课程资源还不够熟悉，教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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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作微课，使用微课等信息化教学还不够熟练。

（二）改进措施

1.目前我校“新建教学楼及学生公寓”项目已经发改委审批

立项，拟于 2024 年正式动工；新一轮教师招聘考试已报名结束。

2.发挥专业带头人传帮带作用，帮助青年教师成长。增加“双

师型”骨干教师比例。

3.提高教师校本教材建设能力，加强校本教材的系统性，对

接岗位技能。

（1）根据各专业课程体系，完善涵盖工作岗位群技能的校本

教材建设方案，建设具有系统性和前瞻性的校本教材体系；

（2）定期组织教师进行培训，进一步提高教师编写校本教材

的水平；

（3）逐步向市场推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校本教材，树立学校品

牌，真正起引领、示范作用。

4.丰富教学资源，不断提高信息化教学水平

（1）完善学校智慧校园建设，有计划地提升教师建设信息化

教学水平，不断完善教学资源及教学资源库；

（2）定期对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技能培训，提高教师熟练程

度和应用能力。

5.提高教师制作精品课程和微课的水平及应用能力。

（1）制定专业精品课程和微课建设的计划；

（2）通过培训提升教师制作精品课程的能力，组织竞赛和作

品展示，促进各专业精品课程和微课制作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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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精品课程和微课教学公开课，加速推进教学模式改

革。

经过 60 多年的努力，学校的各项事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教育教学质量有了稳步的提高，办学条件正在改善，教学管理更

加规范。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还存在许多

的问题和不足，下一步教育教学质量建设规划的思路和重点是：

抓住双优学校建设的重大机遇，对标高等艺术职业教育教学标准，

以教学为中心，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全面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认真研究学生需求、社会需求、家长需

求，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科学构建与专业建设相适应的课程体

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艺术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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