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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一、获奖证明 

1.2019 年获批立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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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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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分别获得 8 个 C 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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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 年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分别获得 7 个 C 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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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 年 12 月云南省第十四届新剧目展演大型原创新剧

《睡美人》省级新剧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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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7 年 12 月云南省第十四届新剧目展演中，大型原创歌

剧《睡美人》合唱集体省级表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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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 年 12 月原创傣族舞蹈诗《心• 悟》省级新剧目大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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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 年 12 月原创傣族舞蹈诗《心• 悟》省级舞台美术奖 

 

  



 

11 

 

9.2018 年 7 月第四届云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花的 N 次方》省级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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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7 年 11 月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比

赛国家级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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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9 年 7 月首届西部五省区藏族舞蹈展演《云图》西部

五省区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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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0 年第八届云南文学艺术奖省级金孔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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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20 年第 4 届中国·哈尔滨“广厦杯”国际大学生冰雕

艺术大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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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7年 6月云南省第八届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省级二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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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的推广应用情况 

（一）成果取得突破，教学质量过硬 

1.专业建设进步显著 

学校目前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录音艺术、雕塑、环境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6 个本科专业被教育部认定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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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2019 年云南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分别以 8 个

C 类专业和 7 个 C 类专业居云南省民办本科高校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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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演成果丰硕 

傣族舞蹈诗《心•悟》所获部分奖项 

《心•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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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本土歌剧《睡美人》所获奖项 

 

《睡美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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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西部五省区藏族舞蹈展演《云图》所获奖项 

《云图》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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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云南文学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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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云南文学艺术奖金孔雀奖《心·悟》所获奖项 

第八届云南文学艺术奖金孔雀奖《茶马古道》所获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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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南博会·青春彩云南—声音的艺术”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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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队伍多元发展 

2017年来学校共派出6名教师获批“教育部中西部中青年教师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学习。 

 

5.三年来有 1 名教师晋升为教授、39 名晋升为副教授、36

名晋升为讲师；现有省级教学名师 4 人，省级名师工作室 4 个，

建成省级专业教学团队 2 个。教师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类

比赛中共获奖 133 项，其中国家级 2 项，省级 113 项，市级 12

项，市级优秀奖 4 项，五省区域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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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级、省级大创项目部分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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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科学研究，理论成果丰硕 

1. 2017 年以来，获批科研课题 61 项。其中国家级（国家艺

术基金项目）2 项，省级项目 5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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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2017 年至 2019年出版教材专著共 5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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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少数民族艺术文化资源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学

院通过田野采风、项目培植、支持出版的方式调动了教师研究、

改革教学的积极性，以著作和教材形式把教师的研究成果运用到

教学当中，编撰了《佤族乐舞》、《哈尼族舞蹈教程》、《傣族舞蹈

教程》等多部教材，通过学校教育渠道来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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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收集整理了云南特有少数民族音乐数据库 6 个数据库，

展品 5000 余件。被云南省文化厅授予“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基地”；被云南省教育厅授予“云南民族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研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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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强服务功能，引领文化建设 

根据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利用学院的专业优势，

强化服务行业意识，发挥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 

1.服务社会各界承担了各级各类演出近百场，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美国乔治亚男童合唱团、挪威超重金属爵士乐队、

日本青少年友好使者代表团等国际团体先后来学校交流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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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高等学校举办了 2017 中国昆明·音乐学术高端笔会和

传统音乐高端学术论坛，获得了省内外专家的广泛认同。 

 

3.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武

汉工程科技学院、燕京理工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云南

大学滇池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学院等多所国内外高校先后到

学校交流成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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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备受关注，媒体深入报道 

项目实施中产生的各种探索性思考以及取得的成效，陆续引

起了 CCTV3、CCTV7、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网易新闻、新

浪新闻、搜狐网、云南网、云南信息港、昆明信息港、云南日报、

春城晚报等数十家媒体的广泛关注。 

本项目实施效果显著，于 2021 年获得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教学成果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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