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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专业 2024 届

毕业设计工作过程性材料

第一部分 毕业设计工作方案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专业技能

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湘教发[2019]22 号）和毕业设计抽查要求， 加

强毕业设计工作管理，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的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了保证艺术设计学院音乐教育专业 2024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工作的顺利完成，院部成立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设计工作

领导小组。特制订本工作方案。

一、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设计工作小组

主 任：李严红

副主任：刘蔚、何英奇

成 员： 陈慧、龙爱民、钟璨、唐修整、唐絮、姚玉明、何俞瑾、

方芳、王凯旋、宁江滨

二、艺术设计学院2024届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安排

班 级
指导老

师
学生名单

人数

（共

81 人）

音教三 2201 班 刘蔚 唐欣、唐怡婷、田航毓、文羽鑫、文玉群、肖回花 6

音教三 2201 班 何英奇
熊莉、徐志涛、杨艳莹、杨悦、姚晨、余金琳、袁

漪来
7

音教三 2201 班 陈慧
曹华群、曾贵平、郭娜、何刘静、黄心路、黄义、

兰郭苗
7

音教三 2201 班 龙爱民 黎威、李湘玲、李湘蓉、李语轩、廖艺梅、林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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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贝

音教三 2201 班 钟璨
刘利君、刘雨晴、罗丽、罗姿、欧阳婷、佘秋榆、

孙好琴
7

音教三 2201 班 唐修整 张晶晶、张芹玮、张曦、周睿、朱柏辰、庄淇沛 6

音教三 2202 班 唐絮
刘璇、龙红霞、骆茜、任果、孙瑜、王冰、王雅婷、

王莹
8

音教三 2202 班 姚玉明
冯沁瑶、何进权、何丽华、贺娜、胡朝锦、黄淞、

江旭阳、乐思格、李天予、唐新辉
10

音教三 2202 班 何俞瑾 廖嘉一、廖云云、林欣怡、刘桂芳、刘金苗、刘可 6

音教三 2202 班 方芳
许向琴、许志怡、严丹、杨领泱、翟玉较、詹咏琪、

张丽、钟娜、祝鹏
9

音教三 2202 班 王凯旋 陈瑞雪、邓琪、邓雪涛、董姿语、段宏娟 5

音教三 2202 班 宁江滨 刘绮思、刘欣怡 2

三、具体工作安排：

第一阶段：确定选题（2023年 10月 20日至 2023年 11月 5日）

第二阶段：完成毕业设计任务书（2023 年 11 月 8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日）

第三阶段：撰写毕业设计作品初稿（2023年 12月 1日至 2024年 1月

30日）及自行进行初次查重

第四阶段：修改毕业设计作品提交第二稿（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3月 31日）

第五阶段：毕业设计作品再次查重（2024 年 4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10日）

第六阶段：修改作品，毕业设计作品定稿（2024年 4月 11日至 2024

年 4月 16日）

第七阶段：制作教学课件、拍摄教学片段视频（2024 年 4 月 16 日至

2024年 4月 30日）

第八阶段：填写过程性检查表、过程性评价表、成果评价表（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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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日至 2024年 5月 20日）

第九阶段：完成毕业答辩（2024年 5月 20日至 2024年 5月 30日）

第十阶段：毕业设计资料上传网络发布平台（2024年 6月 1日至 2024

年 6月 15日）

四、毕业设计工作内容与实施

1．合理配置指导教师队伍。

（1）要配备数量足够、结构合理的指导老师队伍，指导教师一般应具

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每位教师指导学生数原则上 7人左右，最多

不超过15人。第一次指导毕业设计的老师各学院应配备有经验的老师协同

指导。

学院在本院及公共基础课教学部与思想政治课教学部选择有资质的、

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毕业设计指导工作。

指导教师人数不够，学院可以从初级职称中选择教学水平高、责任 心

强的教师担任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初次担任指导教师的必须安排经验丰富

的教师指导其开展工作。

（2）根据专业建设需要，建立毕业设计工作校企联动机制。学院要

引进行业专家兼任毕业设计指导老师，逐步推行毕业设计“校内指导

老师+企事业指导老师 ”的“双导师”制。鼓励指导老师和学生参与企事

业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将企事业的真实项目作为毕业设计任务。

2．认真组建毕业设计题库。

（1）根据相关要求确认毕业设计选题。毕业设计选题应符合本专业 培

养目标，尽量贴近岗位需求，能体现学生需求分析、信息检索、方案设计、

资源利用、作品（产品）制作、成本核算等能力和安全环保、创新协作等

意识的培养要求。设计任务应具有一定的综合性，难易程度适当。学院各

专业应建立毕业设计选题动态调整机制， 每年更新 25%左右的选题，每 4

年要全部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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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选题每年最多不能超过 3 名学生同时使用。 学生选题后如

果已经完成毕业设计任务书及方案，原则上不得更改选题。如确需更改者，

须经指导教师同意并学院批准。

3．精心组织毕业设计教学。

（1）各专业负责人根据专业实际情况，制定好各专业毕业设计要求（在

附件1任务书中填写好），并搭建好各专业毕业设计方案结构（在附件 2 毕

业设计方案中拱建好）。各专业毕业设计要求及方案结构 由专业负责人、

教学副院长与院长签字并盖学院公章交教务处审定后执行。

（2）指导教师根据学院下达的任务，全程指导学生选题、制定并 实

施毕业设计工作计划。学生按照审定实施计划开展毕业设计工作（师 范类

专业毕业设计内容必须是经过岗位实习实践过的内容， 具有可操作性），

形成毕业设计成果。

（3）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的次数不能少于 3 次（初期开题指导、中 期

过程指导、末期定稿指导），并有原始指导记录。当选题确认后，指导老

师应向学生讲清毕业设计工作的意义，对设计提出明确要求，指导学生学

生收集和查阅文献资料， 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方案、完成任务书填写，

审阅毕业设计初稿，指导学生修改，直到完成定稿。

（4）指导教师应抓住关键问题进行指导，尽力确保不出现原则性错误；

把握学生设计进度， 使毕业设计工作保质、按时完成。

（5）指导教师应实事求是的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

4．严把毕业设计质量关。

（1）查重。 根据学校要求，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作 品

的查重工作。毕业设计作品（封面、申明、致谢除外）网上查重率需低于 30%。

（2）检查整改。各学院要严把质量关，要安排专人对学生毕业设 计

成果进行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将检查意见反馈至相关指导教师，要求

限期整改，未整改或未按期整改的，根据学校相关问责办法进行问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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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阅。各学院分专业成立评阅小组，在答辩前由评阅小组根 据

毕业设计标准对毕业设计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综合 应用

能力及作品的规范性、科学性、完整性和实用性。对不合格的毕业设计成

果提出限期整改。不按期整改或整改仍不合格的，延缓毕业。

（4）答辩。各学院分专业成立答辩小组。答辩前各答辩小组应制定答

辩评分标准，统一要求，并让学生了解答辩程序和要求。答辩主要考查学

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审

查毕业设计是否由学生独立完成等。

（5）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记分和等级相结合的办

法。采取“343 制”评分办法，即由指导教师给出过程性评价得分，占总

分 30%；由评阅小组给出毕业设计成果得分，占总分 40%；由答辩小组给

出答辩得分，占总分 30%。学生毕业设计成绩按“百分制”记载。成绩以

正态分布为佳，优秀率应严格控制在 20%以内。

毕业设计不合格情形：一是专业性不符者；二是原创性不符者（重复

率超过 30%）；三是字数（本专业毕业设计任务规定的字数）不够者；四

是作品形式不符者（如论文、总结、报告等）；五是毕业设计发布平台上

传资料不完整者。毕业设计成绩不合格者，当年不能重做，须跟下一届学

生全部重做或部分重做毕业设计，延缓毕业。

5.毕业设计作品网络发布

指导教师在学生答辩后指导学生将审定合格后的毕业设计任务书、成

果等材料上传到学校指定的毕业设计发布空间。

五、材料归档要求

1．学院毕业设计工作资料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毕业设计抽查要求，学院将毕业设计工作资料含

有关毕业设计的制度文件及组织实施过程所有电子档资料（含电子印

章） 提交教务处，纸质档由各学院保存备查，相关资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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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方案；

（2） 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管理制度；

（3） 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设计标准；

（4） 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设计题目汇总表（见毕业设计附表，）；

（5）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花名册（见毕业设计附表）；

（6） 学院音乐教育专业专业毕业学生选题汇总表（见毕业设计附

表） ；

（7）毕业设计过程管理资料（初期、中期、末期检查通知及检查

通报，查重通知、查重结果通报等等）；

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见毕业设计附表）；

2．学生毕业设计资料

（1）毕业设计任务书（学生上传至毕业设计发布平台）；

（2）毕业设计成果 （学生上传至毕业设计发布平台），成果要求如

下：

①音乐教育类： XXX 教学方案、XXX 片段教学视频（5-10 分钟，mp4

格式）、 XXX 教学课件。（说明： XXX 表示选题名称， 其格式规范见附

件 8“毕业设计要求及说明”）

（3）毕业设计过程性资料（由指导教师上传至毕业设计发布平台） ：

过程性检查表（附件 3）、过程评价表（附件 4）、成果评价表（附

件 5）、答辩记录表（附件 6）、成绩评定表（附件 7）

3．归档要求

毕业设计材料应按专业、届别装订成册，由各学院存档，其电子档交

教务处上传网络平台，供湖南省教育厅抽查评阅。学生毕业设计是教学档

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有价值的毕业设计及相关材料每专业按2%的比

例推选，由教务审核汇编长期存档；其他需保留 5 年后，经各学院院长审

批后再做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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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量核算及考核奖惩

1．毕业设计工作量按照《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院老师教学工 作

绩效考核办法》（湘南幼专校发〔2020〕16 号）中相关条例规定执行。

2．学生毕业设计成绩被认定为优秀的，另给指导教师增计1标准课时；

学生毕业设计成绩被认定为不合格者，取消指导教师毕业设计课时绩效。

3．对毕业设计工作不合格的学院、指导老师和班级，学校责令学院组

织相关人员限期整改。不按期整改或整改仍不合格的，根据责任划分，根

据《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设计工作问责办法（试行）》湘南幼

专校发[2019]20 号文件进行处理。

附文 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设计标准

附录文件夹 1 2024 届音教专业毕业设计汇总表格

1.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

2.毕业设计题目汇总表

3.毕业设计学生选题汇总表

4.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花名册

附录文件夹 2 2024 届音教专业毕业设计模板

附件 1.毕业设计任务书

附件 2.教学方案设计

附件 3.过程性检查表

附件 4.过程性评价表

附件 5.成果评价表

附件 6.答辩记录表

附件 7.成绩评定表

附件 8.毕业设计要求及说明

附件 9.拍摄教学视频具体要求

音乐教育专业毕业设计小组

2023 年 10 月 11 日



- 4 -

第二部分 毕业设计选题分析

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设计选题是依据教育部门相关指导意见，结

合学校及本专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建立了毕业设计选题动态调整机

制，每年更新 30%左右的选题，每 4 年要全部更新一次。选题类别主

要为方案设计类，旨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和创新协作素质。本

次选题聚焦于小学 1-6年级艺术（音乐）学科，这一年龄段的学生正

处于音乐感知与表现能力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因此，我们的教学设计

特别注重音乐基础知识的普及、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以及音乐创造力

的激发。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歌曲演唱、音乐游戏等，旨在构

建一个丰富多彩、互动性强的音乐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提升音乐素养。选题的制定过程：

1. 教师自拟：毕业设计选题通常由教师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

培养方案拟定，并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以确保选题具有一定的综合

性和典型性。

2. 学生自拟：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专业理论和实践

经历，确定毕业设计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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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毕业设计指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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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毕业设计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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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毕业设计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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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毕业设计整体情况分析

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设计，作为每位学生在校期间的重要学习成

果展示，不仅是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更是对未来职业生涯的一次

重要预演。本次选题范围为小学1-6年级艺术（音乐）学科教学内容，

在深入探索教学设计过程中，我们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们不仅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还充分展现了创新思维与教育情怀。以下

是对本次毕业设计整体情况的进一步分析报告：

一、毕业设计过程回顾

1、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和标准

教研室根据本专业特点制定了毕业设计工作方案和毕业设计标准。

2、合理配置指导教师队伍

教研室调整配备了12人的指导教师队伍，均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位，教师指导学生数原则上不低于2人，不超过10人。

3、认真组建毕业设计题库

本专业建立了毕业设计选题动态调整机制，每年更新 30%左右的

选题，每 4 年要全部更新一次。

4、精心组织毕业设计教学

自毕业设计启动以来，每位指导教师都带领学生完整地经历了从

选题构思、资料搜集、方案设计、实践调整到成果形成的整个过程。

在选题阶段，学生们广泛地调研了当前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需求，

旨在设计出既贴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又能激发他们音乐兴趣与潜能

的教学方案。在设计过程中，同学们持续进行试讲、反思和优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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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使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能精确地对应教学目标，以实现教学效果的最

大化。教师对初稿进行了审阅，并指导学生进行修改直至定稿。教师

的指导次数不少于3次，并有相应的原始记录。

5、严格审查毕业设计质量

①查重。根据学校及学院要求，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了毕业设

计作品的查重工作。毕业设计作品（封面、申明、致谢除外）网上查

重率不超过25%。

②交换检查。本教研室各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进行相互

交换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将检查意见反馈至相关指导教师，要求

限期整改。

③评阅。学院分专业设评阅小组，答辩前全面考核毕业设计，重

点考综合能力及作品规范性、科学性、完整性和实用性。不合格者限

期整改，未按期或整改仍不合格者延缓毕业。

④答辩。学院分专业成立了答辩小组。答辩前各答辩小组制定了

答辩评分标准，统一要求，并让学生了解答辩程序和要求。答辩主要

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审查毕业设计是否由学生独立完成等。

⑤成绩评定。毕业设计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记分和等级相结合的办

法。即过程性评价得分占总分 30%；毕业设计成果得分占总分40%；答

辩得分占总分 30%。学生毕业设计成绩按“百分制”记载。优秀的成

绩区间为 90－100 分，良好为 70—89，及格为 60—79 分，不及格为

60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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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导发布毕业设计作品

指导教师在学生答辩后指导学生将审定合格后的毕业设计任务书、

成果、过程管理以及查重结果等材料上传到学校指定的毕业设计发布

空间。

二、选题分析

本次选题聚焦于小学 1-6 年级艺术（音乐）学科，这一年龄段的

学生正处于音乐感知与表现能力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因此，我们的教

学设计特别注重音乐基础知识的普及、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以及音乐

创造力的激发。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歌曲演唱、音乐游戏等，

旨在构建一个丰富多彩、互动性强的音乐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提升音乐素养。

三、 成绩分析

本次毕业设计成绩评定全部合格，其中16人成绩优秀（90分以上），

占比20%。从毕业设计成果来看，大多数同学都能够较好地完成教学任

务，设计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教学方案。这些方案不仅体现了同

学们对音乐教育理论的深刻理解，还展现了他们在实际教学中的灵活

应变能力。

四、存在的问题

尽管整体表现优异，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

先，部分同学在教学设计上过于追求形式创新，而忽视了教学内容的

实质性和连贯性，导致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其次，部分同学在实践教

学中缺乏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关注不够，影响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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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的提升。此外，还有一些同学在教学反思中缺乏深度和广度，

未能全面总结教学过程中的得失与经验。

五、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改进措施：一是加强教学内容与形

式的有机结合，确保教学设计的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二是注重培养

学生的教学耐心和细心，引导学生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实施差异化教

学；三是加强教学反思的指导和训练，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教学

过程，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同时，学校也

应加大对音乐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

平台，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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