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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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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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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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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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