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演艺术专业 2024 届

毕业设计工作过程性材料

一、毕业设计工作方案

毕业设计是人才培养重要的教学环节，是综合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以及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学生应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一项毕业设

计工作。该过程既是将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综合应用形成技能、能力的过程，也是对各专

业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和教学效果的全面检验。为了保证艺术设计学院表演艺术

专业 2024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工作的顺利完成，特制订本工作方案。

（一）毕业设计工作组织与管理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学校教务处毕业设计工作方案，院部成立毕业设计工

作领导小组。

1.毕业设计工作小组

主 任：李严红

副主任：李晗 何英奇

成 员：吴兴、彭甲兴、李倪皓、刘欢、阳佩、何玟珺、舒佳、周建华

2.艺术设计学院 2024 届表演艺术专业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安排。

演艺 2021 级（三）01 班（39 人）

班 级（共 39 人） 指导老师 学生名单
人

数

演艺 2021 级（三）01 班 刘欢 曹雅思、陈世棋、陈锡胶、窦志琪、段静娴 5

演艺 2021 级（三）01 班 舒佳 范伟豪、何彦蓉、黄方、黄娟、黄羽茜 5



演艺 2021 级（三）01 班 阳佩 李佳乐、李昕、李燕翎、李芸娇、李正清 5

演艺 2021 级（三）01 班 李晗 廖斐然、刘丹阳、刘丰英、刘琦、彭雨薇 5

演艺 2021 级（三）01 班 周建华 宋福楦、唐妮、唐晓油、王群、王思果 5

演艺 2021 级（三）01 班 何玟珺 吴思雨、伍桢、薛譞、晏青、阳子洋 5

演艺 2021 级（三）01 班 吴兴 袁旭、岳迪、张茜、张仁露、张莹娟 5

演艺 2021 级（三）01 班 彭甲兴 周芳、周婧轩、周绮、邹琼莹 4

3.具体工作安排：

毕业设计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5 日—2024 年 6 月 30 日（三年制学生的毕业答辩时间

可以延后到学生返校时进行）。

（1）10 月 28 日前教研室主任做好文件研究，做好表演艺术专业毕业设计模板细化。

（2）10 月 28 日召开设计工作小组成员会议，部署工作安排及文件解读，以及商讨并

完善细化后的模板。

（3）10 月 29 日毕业设计小组成员组织学习“毕业设计指导”。

（4）10 月 29 日召集学生学习“怎样做好毕业设计”。

（5）11 月 1 日开题并做好表一“毕业设计任务书”。

（6）12 月份指导学生做好表二“毕业设计方案”及表三的毕业设计初稿。

（7）2024 年 1 月至 4 月 10 日根据学生情况指导学生修订毕业设计作品 2 稿 3 稿。

（8）2024 年 4 月 11 日至 5 月 1 日修订、校对毕业设计作品，最终定稿，交评阅教师

评阅。

（9）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进行实践论证，进一步优化定稿。

（10）2024 年 6 月 15 日前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成果报告书，参加答辩，指导老师并

完成答辩工作。



（11）2024 年 6 月 20 日前完成成绩评定。毕业设计的成绩按百分制记分和评语相结合

的办法。班级总评分要形成梯度，分优秀、良好、及格几个等级，以正态分布为佳，优秀率

应严格控制在 20％以内，若毕业设计总成绩低于 60 分则判为不及格

（12）2024 年 6 月 30 日前指导督促学生上传所有设计资料到个人空间。

4.指导教师职责

（1）根据院部专业负责人安排和选题原则，向院部专业负责人申报毕业设计选题；毕

业设计选题每年更新 30%左右，每 4 年全部更新一次。

（2）指导学生选题（同一选题不超过 3 名学生同时选用）和填写毕业设计任务书及毕

业设计方案。

（3）全程指导和督促毕业生按学校规范要求开展毕业设计，把好毕业设计成果或作品

的质量关，负责学生毕业设计作品的具体查重工作。

（4）督促毕业生按计划进度完成毕业设计，指导毕业生做好毕业设计答辩准备，认真

填写毕业答辩记录表。

（5）做好学生毕业设计平时成绩评定和成绩统计，认真填写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完

成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

（6）指导毕业生上传毕业设计资料，确保所指导学生空间资料上传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7）做好毕业设计指导过程资料的归档工作。

（8）按时完成毕业设计指导工作总结。

5.班主任（辅导员）工作职责

（1）按照学校和院部统一安排，负责通知并组织好班上的学生参加毕业设计的所有工

作，逐一落实本班学生毕业设计空间账号与密码，每周检查一次本班学生毕业设计情况。

（2）负责本班学生毕业设计的过程管理，做好毕业生毕业设计思想工作，确保本班学

生如期完毕业设计各项任务。如毕业设计课程的学习、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方案、毕

业设计作品、毕业设计的答辩等及指导毕业设计资料的上传管理。

（3）积极主动地完成本班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与指导老

师沟通反映，并督促学生整改。

6.毕业设计各环节实施细则

（1）命题。三年制应在 10 月 29 日前完成。专业负责人组织指导教师命题。命题须符

合专业培养目标，具有新颖性、创造性，有实用意义，尽可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命题应

体现中、小型为主的原则。指导教师在实际指导过程中，原则上不得更改命题，如确需更改



者，应按命题的审核程序进行。

（2）选题。三年制应在 11 月 6 日前完成。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

原则上应在学院公布的命题范围内选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自拟题目。自拟题目

须经指导教师认可，并经学院批准。

（3）指导。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由指导教师负责整个毕业设计环节的工作，讲求质

量，严防抄袭。为了检查学生独立完成毕业设计的情况，督促学生全面完成毕业设计任务，

各专业负责人应在各阶段对毕业设计的指导教师、学生进行不定期抽查，对于查出有重大问

题的教师按照教学事故处理。

（4）评阅。答辩前学生将毕业设计作品在规定时间内交由指导教师审阅，指导教师对

学生毕业设计全面考核，应重点考查学生的创造性工作能力、综合表现及设计内容的科学性

和格式的规范性，对学生毕业设计作品进行网上查重，对查重率大 30%的学生毕业设计作品

视为不合格。

（5）答辩。2024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通过答辩，进一步考查和验证作者对课题的认

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及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毕业设计是否是学生自

己独立完成，考查学生独立思考、文字表达能力等。答辩前，各系答辩小组应专门研究，统

一要求，制订标准，并让教师准确掌握评分标准，让学生深入了解程序和要求。

（6）成绩评定。2024 年 6 月 20 号前完成。毕业设计的成绩按百分制记分和评语相结

合的办法。班级总评分要形成梯度，分优秀、良好、及格几个等级，以正态分布为佳，优秀

率应严格控制在 20％以内，若毕业设计总成绩低于 60 分则判为不及格，当年不能重做，须

跟下一届毕业生全部重做或部分重做。评分应严肃认真，坚持标准，实事求是，力求反映学

生真实水平。各学院应组织各专业对毕业设计拟订各级成绩相应的评语标准，使同一成绩等

级的设计在评价上大体一致。毕业设计的评语、成绩应一式两份，一份附入学生毕业设计作

为系教学档案保留，一份存入学生档案。

（7）设计作品网络上传 2024 年 6 月 30 号前完成，按省厅要求把相关成果列表及相关

资料作品上传到相关网络空间，由教务处安排学校信息中心统筹处理。

（8）装订与归档。毕业设计材料应按学校规定与要求装订成册，存放所在各学院。学

生毕业设计是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人不得占为己有。每个专业按 10%的比例推选

质量较高、有独立见解或有创造性的毕业设计，由教务处审核后汇编《优秀毕业设计选》。

优秀的和有价值的毕业设计及其相关材料必须长期存档，其他需保留 10 年以上再作处理。

处理时各学院院长要严格审批，妥善处理。



（9）总结。各专业负责人在每次毕业设计工作结束时应进行毕业设计工作总结，着重

对毕业设计的质量进行评价，总结进行毕业设计过程中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改进

意见。

（10）上交教务处的纸质资料

学生、指导教师和学院的毕业设计总结材料、毕业设计成绩一览表、优秀毕业设计作品

原则上不少于 5 篇（电子稿）。并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将学生毕业设计成果汇总表报到学院

汇总，然后上报教务处。

院部存档资料

①毕业设计组织和管理的相关文件

②毕业设计任务书。

③毕业设计方案。

④毕业设计作品原件和电子文档。

⑤毕业设计成果报告书

⑥毕业设计过程及检查等资料。

⑦毕业设计答辩工作资料及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⑧毕业设计工作总结（含教师）

⑨毕业设计的成绩汇总表

上述各项资料均用 A4 纸打印，按学号顺序排列，由院部存档；

学生未交毕业设计或毕业设计不及格者，毕业时只发结业证书，经本人申请，各学院院

长批准并报教务处备案。在离校后一年内补作或修改毕业设计成绩合格者可换发毕业证书。

（二）工作要求

1.对指导教师的工作要求

（1）指导教师的任职资格原则上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具有硕士学位）、有本专业

实践背景的教师。并经学院毕业设计指导小组审定批准，并报学校毕业设计领导小组办公室

备案。

（2）初次指导毕业设计的教师上岗前须经过培训。

（3）毕业设计教学工作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原则上不超过

15 人。同一个课题学生不得超过 3 人。

（4）指导教师在课题审批后，应编写毕业设计指导书（任务书）发给学生。指导书包

括目的和作用，任务与要求，基本内容，工作程序与时间分配，所需知识、主要参考资料等，



对学生完成课题起指导作用。

（5）指导教师应抓住关键问题进行指导，因材施教，不能出现原则性错误；要把握学

生的工作进度，使全部工作任务保质有序按时完成。

（6）指导教师应根据学生毕业设计完成的质与量实事求是地写出评语。

（7）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的总数不能少于 4 次，并有原始记录。当课题确定后，指导教

师应向学生讲清毕业设计题目的意义，提出明确的要求，制定工作计划，指导学生收集和查

阅文献资料，帮助学生确定方案、理论分析、画图、试验、处理数据等工作，并指导学生拟

订写作提纲、审阅毕业设计初稿，指导学生修改，直到完成定稿。

（8）完成学生毕业设计作品的查重工作。

（9）指导学生上传毕业设计的一系列资料并督促检查。

2.对学生的要求

（1）毕业班学生必须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学生进入毕业设计阶段之前，各

院部必须对其进行资格审查，对专业核心（骨干）课程尚有 2 门（含 2 门）以上未合格者，

不能进入毕业设计阶段，待补考合格后，才能进入毕业设计环节，才有资格做毕业设计。

（2）要严格遵守毕业设计要求，服从指挥，主动接受指导教师指导。

（3）学生应对本人的毕业设计质量负责，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给定的毕业设计各项

任务。毕业设计书写格式遵照学校“毕业设计工作规范”有关要求。

（4）学生应经常（定期）主动向指导教师汇报工作进度和遇到的疑难问题，争取指导

教师的指导和监督。

（5）学生必须独立完成规定的全部工作任务，严禁抄袭他人的成果或请他人代替完成

某项任务，一经发现或经查重超过 30%，毕业设计成绩按不合格处理。

（6）毕业设计答辩开始一周前，学生应向指导教师提出答辩申请，未申请答辩或指导

教师不同意参加答辩的学生不能进入答辩程序。

（7）学生答辩前应进行充分准备：如写出提要或汇报提纲、并进行试讲等，锻炼自己

的表达表述能力。

（8）答辩完成后，学生应交回所有资料（包括设计说明书、方案、阶段资料、原始记

录、电子文档和毕业设计总结等）。

（9）学生应该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将经指导老师审定合格的毕业设计作品上传

到学校指定的毕业设计空间，等指导老师检查合格后方可离校。没有完成毕业设计或者毕业

设计不合格的学生不予毕业，下一年度完成毕业设计合格后，方可毕业。



（三）毕业设计工作教师工作量的核算

（1）指导毕业设计工作量按照《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教学工作绩效考核办

法》中的相关条例的规定执行。

（2）每名指导老师指导的学生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15 人，超过部分经教务处审核同意

的，方能计算工作量。

（3）学生毕业设计答辩工作量按照《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教学工作绩效考

核办法》中的相关条例的规定执行。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被评为不合格的，取消指导老师毕

业设计课时绩效。

（四）考核与奖罚措施

学校将在毕业生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前四周，按照《湖南省高职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标

准》，学校将组织对学院毕业生毕业设计作品，从学校毕业设计空间中逐一进行审核。毕业

生毕业设计审核结果按照平均合格率为 90%、95%和 100%的比例，分别确定为合格、良好、

优秀三个等次。平均合格率低于 90%的确定为不合格。对达到良好以上的进行相应奖励，不

合格的进行处罚。

1.奖励措施

在学校考核中，学生的毕业设计的考核结果确定为优秀的，另增加 1 标准课时的教学工

作量计算指导老师工作绩效。

2.处罚措施

（1）在学校考核中，对毕业设计工作和学生毕业设计成果不合格的院部、指导老师和

班级，学校责令院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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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不合格人数的比例扣发院部班子成员、教务办工作人员和相关的指导教师、班主任或辅导

员等人按学校的《教学事故处理暂行办法》分别议定为（一）（二）三等教学事故，年度考

核不能评优，建议当年不推荐晋升职称。连续两年检查不合格的院部，建议学校视情况对相

关责任人给予处分。

（2）符合职称或学历要求的专业教师或专业基础课教师，不服从院部和教研室安排，

拒不接受毕业设计指导工作任务的，年度考核不能评优，当年不推荐晋升职称。

（3）在湖南省毕业设计抽查中对毕业设计工作和学生毕业设计成果不合格的院部，根

据责任划分，按不合格人数的比例对院部班子成员、教务办工作人员和相关的指导教师、班

主任或辅导员等人按学校的《教学事故处理暂行办法》分别议定为（一）（二）三等教学事

故，连续两年在湖南省检查不合格的院部班子成员、教务办工作人员和相关的指导教师、班



主任或辅导员等人建议学校视情况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处分。

二、毕业设计选题分析

（一）毕业设计选题类别及示例

1.选题范围：传统舞蹈传承与创新：选择一种传统舞蹈形式，如民族舞、古典舞等，进

行深入研究和学习，在传承传统舞蹈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展示传统舞蹈的魅力

和时代价值。可以对某个民族的舞蹈进行挖掘和整理，加入现代元素和创意，使其更符合当

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2.选题要求：选题应以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及高职学生认知特点为依据，要

体现一定的综合性和典型性，能体现学生进行需求分析、信息检索、方案设计、资源利用等

专业综合能力和创新协作等素质的培养要求。

3.示例：

种类（音乐）+形式+《剧目名》的排演

（1）中国古典舞独舞《点绛唇》的排演

（2）美声《我的太阳》的演唱

（3）胶州秧歌独舞《九儿》的排演

（4）表演艺术专业毕业设计为方案设计类，具体情况见下表。

毕业设计

选题类别
毕业设计选题 对应人才培养规格能力目标 主要支撑课程

是否今

年更新

方案设

计类

（1）中国古典舞独舞

《湘云飞》的排演

（1）具备舞蹈专业舞台表演能力。

（2）具备良好的艺术审美能力与

评价能力。

（3）具备剧目表演与创编能力。

（4）具有较强的身体控制、跳转

翻等舞蹈基本技能和舞蹈表演能

力。

（5）掌握中国民族民间舞、中国

古典舞、现代舞等不同种类、风格、

（1）表演基础

（2）现代舞

（3）舞蹈基本

功

（4）舞台化妆

艺术

（5）音乐剧鉴

赏与实践

（6）音乐欣赏

是

（2）中国民族民间傣

族独舞《月之花语》

的排演

（3）中国古典舞独舞

《寒依疏影》的排演

（4）中国古典舞独舞

《醉清波》的排演



形式的舞蹈语汇。

（6）具有运用舞蹈语汇呈现艺术

作品的舞台表现能力。

（7）具有一定的舞蹈教学和辅导

能力。

（8）具有一定的舞蹈编创和音乐

处理能力。

（9）具有一定的作品的分析、鉴

赏能力。

（7）编舞技法

基础

（8）舞蹈

（9）舞蹈艺术

概论

（10）中外舞蹈

简史

（11）中国民族

民间舞

（12）中国古典

舞身韵

1（3）舞蹈剧目

（5）中国古典舞独舞

《报童晨曦》的排演

（6）中国古典舞独舞

《罗敷行》的排演

（7）当代舞独舞《我

好像在哪见过你》的

排演

2.学校选题要求概述

学校对表演艺术专业毕业设计的选题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创新性：选题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能够体现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

（2）专业性：选题应紧密围绕表演艺术专业领域，展示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

（3）可行性：选题应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考虑到时间、资源等限制因素。

（4）社会价值：选题应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能够反映社会现实或满足社会需求。

3.选题符合情况分析

（1）创新性方面

部分选题在形式、内容或表现手法上有一定的创新，如将传统表演艺术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创造出新颖的舞台效果；或采用跨学科的方式，融合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然而，也有一些选题较为传统，缺乏创新性。这些选题可能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与以往的作

品相似，没有给人带来新的视觉和听觉体验。

（2）专业性方面

大多数选题都能紧密围绕表演艺术专业领域，如戏剧表演、音乐表演、舞蹈表演等。学

生们在选题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表演形式和内

容。但也有少数选题与表演艺术专业的关联性不强，可能涉及到其他领域的内容，如文学创

作、影视制作等。这些选题虽然也有一定的创意和价值，但在专业性方面有所欠缺。



（3）可行性方面

大部分选题在实际操作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学生们在选题时充分考虑了时间、资源等

限制因素，制定了合理的创作计划和表演方案。然而，也有一些选题在可行性方面存在问题。

例如，有些选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而学生们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无法满足这些条件；

有些选题的表演场地和设备要求较高，而学校可能无法提供相应的支持。

（4）社会价值方面

部分选题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能够反映社会现实或满足社会需求。例如，有些选题关

注社会热点问题，如环保、教育、医疗等，通过表演艺术的形式传达积极的社会价值观；有

些选题则关注弱势群体，如残疾人、老年人、留守儿童等，通过表演艺术的形式呼吁社会关

注和关爱。但也有一些选题在社会价值方面不够突出，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或

艺术追求，没有考虑到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三、毕业设计指导过程





四、毕业设计质量监测

序

号
学院 专业

班

级
姓名

学号
选题名称

指

导

老

师

指导

老师

工行

检查

教师

是

否

完

成

反馈意见

168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曹雅

思

1449521

1090
中国民族民间壮族

双人舞《糖人》的

排演 刘

欢

1017

9
彭甲

兴

是 无

169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陈世

棋

1449521

1091
中国古典舞独舞

《孔乙己》的排演

1017

9
是 无



1

170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陈锡

胶

1449521

1092
中国古典舞独舞

《报童晨曦》的排

演

1017

9
是 无

171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窦志

琪

1449521

1093
中国民族民间羌族

独舞《一篓秋》的

排演

1017

9
是 无

172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段静

娴

1449521

1094
中国古典舞独舞

《海棠依旧》的排

演

1017

9
是 无

173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范伟

豪

1449521

1095
中国古典舞独舞

《我是一个“兵”》

的排演

舒

佳

1028

6

刘欢

是
作者申明时间

需要修改

174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何彦

蓉

1449521

1096
中国古典舞独舞

《寒依疏影》的排

演

1028

6
是

作者申明时间

需要修改

175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黄方

1449521

1097 中国古典舞独舞

《南风》的排演

1028

6
是

排演记录图片

大小和格式需

要修改

176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黄娟

1449521

1098
中国古典舞独舞

《报童晨曦》的排

演

1028

6
是

段落空一行和

留白问题

177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黄羽

茜

1449521

1099 中国古典舞《丝路》

的排演

1028

6
是 目录格式

178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李佳

乐

1449521

1100
中国民族民间舞蒙

古族独舞《鄂温克

的拉玛湖》的排演

阳

佩

1018

1

舒佳

是

目录中二三级

标题未统一字

体，多页末尾留

白太多，参考文

献字体格式不

正确。

179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李昕

1449521

1101 当代舞独舞《我好

像在哪见过你》的

排演

1018

1
是

多页末尾留白

太多，部分段落

前未空两格，参

考文献字体格

式不正确。



180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李燕

翎

1449521

1102
中国古典舞独舞

《醉花荫》的排演

1018

1
是

目录页码字体

未统一，多页末

尾留白太多，参

考文献字体格

式不正确。

181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李芸

娇

1449521

1103 中国民族民间舞独

舞《一抹红》的排

演

1018

1
是

目录页码字体

未统一，多页末

尾留白太多，参

考文献字体格

式不正确。

182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李正

清

1449521

1104

中国民族民间壮族

双人舞《糖人》的

排演

1018

1
是

封面字体不用

加粗，目录中二

三级标题未统

一字体，一级标

题下未空一行，

排版较乱，部分

段落前空格太

多，参考文献字

体格式不正确。

183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廖斐

然

1449521

1105
中国古典舞独舞

《那年花开》的排

演

李

晗

1010

3

阳佩

是 无

184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刘丹

阳

1449521

1106
中国民族民间胶州

独舞《九儿》的排

演

1010

3
是 无

185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刘丰

英

1449521

1107 中国古典舞独舞

《湘云飞》的排演

1010

3
是 无

186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刘琦

1449521

1108
中国民族民间安徽

花鼓灯独舞《歌扇

萦风》的排演

1010

3
是 无

187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彭雨

薇

1449521

1109
中国古典舞独舞

《翩若惊鸿》的排

演

1010

3
是 无

188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宋福

楦

1449521

1110
中国民族民间胶州

独舞《映山红》的

排演

周

建

华

5011

2 李晗
是

结构完整，各环

节内容夯实，参

考文献中字体

不正确。

189 艺术 表演 演 唐妮 1449521 中国民族民间傣族 5011 是 毕业设计内容



设计

学院

艺术 艺

210

1

1111 独舞《滇南映少》

的排演

2 丰满，但部分格

式不太合理，页

码不对，参考文

献中字体不正

确。

190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唐晓

油

1449521

1112
中国民族民间胶州

独舞《临水》的排

演

5011

2
是

行距不统一，参

考文献中字体

不正确。

191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王群

1449521

1113 中国古典舞独舞

《罗敷行》的排演

5011

2
是

各环节内容完

整，参考文献中

字体不正确。

192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王思

果

1449521

1114
中国古典舞独舞

《醉清波》的排演

5011

2
是

整篇设计格式

较乱，每一段开

头空两格，参考

文献中字体不

正确。

193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吴思

雨

1449521

1115 中国民族歌曲《思

乡曲》的排演

何

玟

珺

5000

1

周建

华

是 内容有误

194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伍桢

1449521

1116
中国民族民间维吾

尔族独舞《情·劫》

的排演

5000

1
是

整体设计较好，

目录不整齐，方

案在细化一点

195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薛譞

1449521

1117 现代舞独舞《山楂

树之恋》的排演

5000

1
是

字体的大小和

格式需要细化

196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晏青

1449521

1118
中国古典舞独舞

《大红灯笼》的排

演

5000

1
是

标题错误，排练

流程不够详细，，

197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阳子

洋

1449521

1119 中国古典舞独舞

《醉花荫》的排演

5000

1
是

整体设计不错，

格式要整齐，标

点符号

198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袁旭

1449521

1120
中国民族民间蒙古

族独舞《暮歌》的

排演
吴

兴

1025

3 何玟

珺

是
格式方面字体

段落有待调整

199
艺术

设计

表演

艺术

演

艺
岳迪

1449521

1121

中国民族民间哈尼

族独舞《鹇》的排

1025

3
是

有同学未拍照

插入签名图片



学院 210

1

演

200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张茜

1449521

1122
中国古典舞独舞

《自在幽兰》的排

演

1025

3
是 鸣谢内容过少

201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张仁

露

1449521

1123
中国民族民间藏族

独舞《倾城》的排

演

1025

3
是 整体设计不错

202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张莹

娟

1449521

1124 中国古典舞独舞

《爱莲说》的排演

1025

3
是 格式需要调整

203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周芳

1449521

1125

中国民族民间安徽

花鼓灯独舞《徽娘》

的排演

彭

甲

兴

1018

0

吴兴

是

整体设计思路

基本合理，需要

有针对性的将

毕业设计方案

中的设计内容

设计合理，要有

可操作性。

204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周婧

轩

1449521

1126
中国古典舞独舞

《寒依疏影》的排

演

1018

0
是

字体、段落以及

参考资料再进

行规范。

205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周绮

1449521

1127
中国民族民间傣族

独舞《月之花语》

的排演

1018

0
是

鸣谢、字体、段

落以及参考资

料再进行规范。

206

艺术

设计

学院

表演

艺术

演

艺

210

1

邹琼

莹

1449521

1128

中国民族民间彝族

独舞《红蜻蜓》的

排演

1018

0
是

整体设计思路

基本合理，需要

有针对性的将

毕业设计方案

中的设计内容

设计合理，要有

可操作性。



五、毕业设计成果示例











































六、毕业设计整体情况分析

表演艺术专业毕业设计是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对学生大学专科三年学习成果的

一次全面检验。本次毕业设计全体指导教师从选题、创作、排练到最终的表演呈现，历经数

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创造力，展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和综

合素质。在选题阶段，学生们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方向，选择了具有一定挑战性和创

新性的课题。教师们对学生的选题进行了认真审核和指导，确保选题的可行性和质量。在创

作和排练阶段，学生们积极投入，不断完善作品。他们通过查阅资料、观摩演出、请教专家

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和表演能力。同时，教师们也给予了学生们充分的指导和帮助，

及时解决学生们在创作和排练中遇到的问题。在表演呈现阶段，学生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

的表演所录制的视频，得到了指导教师们的高度评价，充分展示了表演艺术专业的教学成果

和学生们的专业素养。

（一）认真做好毕业设计前组织工作

（1）合理配置了指导教师队伍。教研室调整配备 8 人的指导老师队伍。每位教师指导

学生数原则上 5 人，指导教师一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第一次指导毕业设计的

老师配备了有经验的老师协同指导。

（2）认真组建毕业设计题库。

学院各专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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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精心组织毕业设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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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导老师在指导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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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按照审定实施计划开展毕业设计工作，形成毕业设计成果。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的次数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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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严把毕业设计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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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查重率需低于 25%。



检查整改。学院要严把质量关，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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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阅。学院分专业成立了评阅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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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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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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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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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绩分析

所有参加本次毕业设计学生的成绩都合格。成绩分数呈正态分布，90-100 分有 8 人，

80-90 分有 30 人，70-80 分 1 人。

（1）优秀作品比例较高：本次毕业设计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创

意、表演技巧、艺术感染力等方面都表现出色，得到了评委的高度评价。优秀作品的比例较

高，说明学生们在毕业设计中付出了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与以往相比，本次毕业设计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学生们在

表演技巧、创作能力、艺术表现力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得益于学校对表演艺术专业

的重视和投入，以及教师们的辛勤指导和学生们的刻苦努力。

（3）成绩分布较为合理：本次毕业设计的成绩分布较为合理，既有优秀作品，也有合

格作品。成绩分布的合理性说明评价标准科学合理，能够客观地反映学生们的实际水平。

（三）存在的问题

（1）创作能力有待提高：部分学生在创作过程中缺乏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作品

的创意和深度不够。有些学生过于依赖现成的作品，缺乏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导致作品缺



乏个性和感染力。

（2）表演技巧不够扎实：虽然学生们在表演技巧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有部分学

生存在表演不够自然、情感表达不到位等问题。有些学生在表演过程中过于紧张，影响了表

演效果。

（3）团队协作能力不足：表演艺术专业的毕业设计往往需要学生们组成团队进行创作

和表演。然而，部分学生在团队协作方面存在问题，缺乏沟通和合作精神，导致团队效率低

下，作品质量受到影响。

（4）时间管理能力不强：毕业设计的时间跨度较长，需要学生们合理安排时间，确保

各项任务按时完成。然而，部分学生在时间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导致作品进度滞后，影响了

最终的表演呈现。

（5）活动方案撰写： （1）部分学生在活动方案撰写中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方案的

结构不够清晰，内容安排不合理，导致整个方案难以理解和执行。（2）对活动目标的设定

不够明确。有些学生未能准确把握毕业设计活动的核心目标，使得方案的针对性不强。（3）

活动流程的设计不够细致。在具体的活动步骤中，存在环节缺失、时间安排不合理等问题，

影响了活动的顺利进行。

（6）文字表达方面：（1）语言表达不够准确和规范。存在错别字、语病等问题，影响

了文本的质量和专业性。（2）表述不够清晰简洁。部分学生在描述自己的设计思路和作品

内容时，过于冗长和复杂，让人难以抓住重点。（3）缺乏文采和感染力。文字平淡无奇，

不能很好地传达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情感内涵。

（7）与指导教师交流：（1）主动性不足。部分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缺乏主动与指

导教师沟通交流的意识，只有在遇到问题时才寻求帮助，导致问题不能及时解决。（2）沟

通方式不当。有些学生在与指导教师交流时，态度不端正，缺乏尊重；或者表达方式不恰当，

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问题和想法。（3）对指导意见的理解和执行不够到位。部分学生对

指导教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没有认真思考和领会，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影响了毕业设计

的质量。

（8）任务上传：①不按时上传任务。有些学生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上传毕业设计

的各个阶段任务，影响了整个毕业设计的进度和管理。②上传的文件格式不规范。存在文件

命名不清晰、格式错误等问题，给教师的审核和管理带来了困难。③上传的内容不完整。部

分学生在上传任务时，遗漏了重要的文件或信息，导致教师无法全面了解学生的毕业设计情

况。



（四）改进的措施

（1）加强创作指导：教师们应加强对学生创作过程的指导，引导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提高独立思考能力。鼓励学生多观察生活，积累创作素材，提高作品的创意和深度。

（2）强化表演训练：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表演训练，提高学生的表演技巧和艺术表现力。

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演出等方式，让学生多练习、多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

（3）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通过团队项

目、小组作业等方式，让学生学会沟通、合作和协调，提高团队效率和作品质量。

（4）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时间管理意识，合理安排毕业设计的时间。教

师们可以通过制定详细的进度计划、定期检查作品进度等方式，督促学生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5）活动方案撰写: ①加强对学生的方案撰写培训，提高学生的系统性思维和逻辑分

析能力。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模板示范等方式，让学生掌握方案撰写的基本方法和技巧。②

引导学生明确活动目标，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兴趣爱好，确定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目标。

在方案中详细阐述目标的实现途径和方法。③要求学生在设计活动流程时，要充分考虑各个

环节的合理性和连贯性，明确每个环节的具体任务和时间安排。可以通过小组讨论、教师指

导等方式，对活动流程进行反复优化。

（6）文字表达方面： ①加强语言基本功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准确性和规范性。

可以通过语法知识学习、写作练习等方式，减少错别字和语病的出现。②培养学生的简洁表

达能力，要求学生在描述作品内容和设计思路时，抓住重点，言简意赅。可以通过反复修改、

提炼关键词等方式，提高文本的简洁性。③鼓励学生多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学

素养和语言表现力。在文字表达中注重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增强文本的文采和

感染力。

（7）与指导教师交流方面：①提高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学生定期向指导教师汇报毕业

设计的进展情况，及时反馈问题和困惑。可以通过建立交流机制、设置提醒等方式，督促学

生主动与教师沟通。②教导学生正确的沟通方式，要求学生在与指导教师交流时，态度诚恳、

尊重，表达清晰、准确。可以通过模拟交流场景、案例分析等方式，让学生掌握良好的沟通

技巧。③加强对学生的指导意见理解和执行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认真听取指导教师的意见

和建议，深入思考，积极改进。可以通过反馈机制、跟踪检查等方式，确保学生对指导意见

的执行到位。

（8）任务上传：①建立严格的任务上传管理制度，明确上传时间节点和要求。对不按



时上传任务的学生进行提醒和督促，必要时给予一定的处罚。② 规范文件格式要求，在上

传任务前，对学生进行文件格式培训，确保学生上传的文件格式正确、命名清晰。③要求学

生在上传任务前，认真检查上传的内容是否完整。可以通过清单核对、小组互查等方式，避

免遗漏重要文件和信息。

总之，本次表演艺术专业毕业设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毕业

设计的总结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学生们在创作能力、表演技巧、团队协作能力和时间管理

能力等方面还有待提高。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应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表演艺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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