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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是四川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综合性高等艺术职业学院。

其前身为两所享有盛誉的国家级重点中专——四川省川剧学校（四川省艺术学

校）和四川省舞蹈学校，办学历史始于 1953 年，2005 年合并成立为“四川艺术

职业学院”，实施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同时保留中等职业教育，形成大中专

一体化办学格局。学院是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单位、文化部全国文化

干部培训基地、文化部文化市场管理和执法人定点培训单位、四川省文化系统干

部培训中心、四川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四川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川剧传习展示基地、四川省社会艺术水平舞蹈专业考级机构。

学院立足四川，面向全国，立足文化行业，面向社会市场，培养德艺双馨的

高素质技艺型文化艺术人才。多年来，学院遵循“开放办学、服务发展、追求品

质”的办学理念，走特色发展和内涵发展之路，努力建设教学质量一流、艺术创

作活跃、办学特色鲜明、社会服务成果显著的高等艺术职业院校。

二、办学基础

（一）经费收入及生均财政拨款情况

1.办学经费收入情况

学院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办学经费收入分别为 9192.76 万元、10208.47

万元、14526.46 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分别为 4760.09 万元、

5695.84 万元、8985.73 万元，办学经费收入逐年增长，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2-1 2015—2017 年办学经费收入

办学经费收入（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小计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4760.09 5695.84 8985.73 19441.66

事业收入 3217.27 3474.5 5013.82 11705.59

其他收入 1215.4 1038.13 526.91 2780.44

合计 9192.76 10208.47 14526.46 33927.69

数据来源：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财务处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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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均财政拨款情况

学院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生均财政拨款分别为 9187.58 元、11085.71

元、16780.07 元，生均财政拨款逐年增长，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2-2 2015—2017 年生均财政拨款情况

生均财政拨款情况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万元） 4760.09 5695.84
8985.73

（含剧场建设专项

经费 2000 万元）

折合在校生人数（人） 5211 5161 5370

生均财政拨款（元） 9134.70 11036.31 16733.2

数据来源：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财务处、质管办数据统计

（二）占地面积、教学仪器设备值

学院占地面积 212150.57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79871.51 ㎡，行政办公

用房 6128.01 ㎡。截至 2018 年 8 月，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为 2737.83

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为 4713 元，超过《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

行）》中对高职艺术院校生均 3000 元的要求。

（三）信息化教学条件

学院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为 1024M，接入互联网出口总带宽为 250M，有网络

信息点 1414 个，部分区域实现无线覆盖；全院有教学用计算机 694 台，校内数

字资源总量 2240GB，有上网课程 6 门；在管理方式上实现了教务、财务、图书、

网络及信息安全与校园门户信息化管理。目前，学院已经制定了《信息化数字校

园项目建设方案》，并已经进入招投标程序，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大幅提升学院信

息化水平。

三、师资队伍建设

（一）教师结构

学院现有教职工 606 人，其中专任教师 301 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

教师 107 人，占比 35.55%；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专任教师 68 人，占比 22.59%；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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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行业企业一线兼职教师 120 人，2017 年支付兼职教师课酬 259.98 万元。

表 3-1 2016—2017 学年专任教师职称结构

专任教师

总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301 68 22.59 110 36.54 89 29.57 34 11.30

数据来源：四川艺术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数据统计

表 3-2 2016—2017 学年专任教师学历结构

专任教师

总数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大学本科 专科 专科以下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301 107 35.55 153 50.83 27 8.97 14 4.65

数据来源：四川艺术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数据统计

（二）教师队伍建设

学院注重教师引进和培养，通过实施“专业人才引进实施计划”等人才强校

工程，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为学院各专业发展建设

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2017 年引进和调动高层次人才 5 人，通过选送国内外

进修、培训、产学研践习等途径，教师参加各类专业培训项目 45 项，其中国培

和省培项目 17 项，合计 1715 人天。2017 年，评审通过高校教师系列正高职称 1

人、副高 5 人、中级 30 人；评审通过艺术系列正高职称 5 人、副高 7 人、中级

7 人。目前，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7 号）文件精神，学院正积极探索和

制定教师职称评定办法，进一步发挥职称评定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引导作用。

（三）双师队伍建设

学院积极选派骨干教师参加双师素质培训，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和考取职业资

格证书，鼓励专业教师举办艺术公司，成立教师工作室；同时通过学院艺术团实

践平台，专业教师经常参与舞台一线演出实践，利用寒暑假参加行业企业艺术实

践锻炼。通过艺术生产一线实践锻炼，教师们不仅了解了行业、企业的发展方向

及最新动态，而且学习到了先进的产业发展理念，不同程度上提升了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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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实践经验。学院专任教师中有“双师型”教师 102 人，占比 33.89%。目

前，学院正在修订完善《双师素质教师认定与培养办法》，努力改善师资队伍结

构，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较强的双师素质师资

队伍。

四、人才培养

（一）课程开设结构

学校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着眼于专业持续发展和高质量专业人才培养需

要，进一步调研行业发展趋势及未来行业人才需求，全面分析未来岗位职业能力

要点，准确界定人才培养目标，整合课程，合理安排实习实训环节，构建各专业

科学的课程体系。2017—2018 学年共开设课程 628 门，其中“纯理论课”（A 类)

课程 36 门，占 5.7%，“理实一体化课程”（B 类）课程 466 门，占 74.2%，“纯实

践课”（C 类)课程 126 门，占 20.1%。开设课程总课时数为 70560 学时，其中 A

类课程总学时为 3933 学时，占 5.6%，B 类课程总学时为 46764 学时，占 66.2%，

C 类课程总学时为 19863 学时，占 28.2%，“B 类课程+C 类课程”学时数占比达

94.4%，实践教学课时数远远超出教育部要求的 50%。

（二）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

学院建有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戏剧表演以及艺术设计项目化教学等 6 个校

内实训基地，舞台表演综合实训、文物鉴定与修复、动画制作等 5 个校内实训中

心，共有实训室 300 余间，工位数 3605 个，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32 个，2016

学年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实训时间为 530332 人时。同时，学院还承担了“全

国高等艺术职业院校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项目”和“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生产性实训基地项目”“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大师工作室项目”建设，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优化学院实践教学条件。

（三）企业订单学生占比

学院推进教、学、创、演一体化，实现专业与产业、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的对接，依托人才共育、过程共管的订单培养模式，加强校企合作，为行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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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合格的有发展潜力的艺术人才。目前，学院大专和附中共有普洱委培班、拉

萨委培班、杂技委培班、泸州川剧委培班、文山舞蹈委培班,有订单学生 55 人。

此外，学院还积极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学院舞蹈表演和戏曲表演（川剧表演）

专业立项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目前正在建设中。

五、学生发展

（一）招生计划完成情况

学院 2015 年招生计划 2000 名，实际录取 2148 名，完成计划率为为 107.4%，

一志愿录取人数为 1714，占录取总数的 79.8%，实际报到人数 1847 人，报到率

85.9%；2016 年招生计划 2192 名，实际录取 2263 名，完成计划率为为 103.2%，

一志愿录取人数为 1938，占录取总数的 85.6%，实际报到人数 1993 人，报到率

88%；2017 年招生计划 2200 名，实际录取 2213 名，完成计划率为为 100.5%，统

招实行平行录取后一次性录取人数 2007，占统招录取总数的 97.4%，实际报到人

数 1921 人，报到率 86.8%。

（二）毕业生就业去向

学院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积极探索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新路子，努力构建

适应社会需求和学生发展的毕业就业新机制。近年来，毕业生就业形势良好，就

业率一直保持在 93%以上。据第三方调查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院 2017 届毕

业生起薪线为 3646 元，高于全国同类院校水平，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为 96%。

表 5-1 学院 2015 年—2017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表

年 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毕业生数 1737 1775 1071

毕业生直接升学数 52 72 56

就业人数 1592 1634 947

初次就业率 94.6% 96.2% 93.7%

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元） 3404 3642 3446

中小微及基层就业数 1030 1070 782

500 强企业就业数 24 22 23

数据来源：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招就处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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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毕业生就业区域主要为省内，2015 届毕业生省内就业率为 92.1&，

2016 届毕业生省内就业率为 86.4%，2017 届毕业生省内就业率为 85.8%。省内就

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城市为省会城市成都，符合我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办学目标

与定位符合。

表 5-2 学院 2016-2017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城市需求

城市名称 2016 届（%） 2017 届（%）

成都 58.8 65.8

广元 4.1 3.1

德阳 1.6 2.4

绵阳 1.2 2.4

凉山彝族自治州 1.6 1.7

数据来源：麦可思-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六、社会服务能力

（一）专业点学生分布及服务产业

2016—2017 学年，学校全日制高职在校生 4902 人，来自全国 11 个省、直

辖市，其中四川省学生 4694 人，占在校生总数的 95.76%，专业开设情况、服务

产业及在校生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 6-1 学院高职各专业基本情况一览表（2016—2017 学年）

专业大类 开设专业 特色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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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 开设专业 特色重点专业 对接产业 在校生数

室内艺术设计
国家级骨干专业、

院级重点专业
建筑业、文化艺术业 873

环境艺术设计 建筑业、文化艺术业 515

产品艺术设计 文化艺术业、 143

展示艺术设计 文化艺术业 309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文化艺术业 149

艺术设计 文化艺术业 540

美术（书法） 文化艺术业 24

动漫设计
院级重点专业
（二维动画）

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271

游戏设计 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170

文物修复与保护 院级重点专业
文化保护和文化设施

维护
159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文化艺术业 149

文化市场经营管理 文化艺术业 173

图书档案管理
文化保护和文化设施

维护
130

新闻传
播大类

影视编导

文化艺术业/广播、电
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

作业
54

播音与主持
文化艺术业/广播、电
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

作业

54

教育与体
育大类

文秘 文化艺术业 159

数据来源：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质管办数据统计

（二）技术服务到款额

学院面向全省乃至全国文化行业，通过继续教育、职业技能鉴定、文化惠民

演出、高雅艺术进校园、科研及技术服务等项目拓宽经费来源，服务区域文化建

设。2015—2017 年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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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2015—2017 年学院技术服务到款额一览表

技术服务到款额（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纵向研创 0 2.1 75.65

横向技术服务（考级收入） 133.07 168.38 127.26

培训服务 350.92 326.60 153.88

技术交易（各类演出服务） 12.20 76.31 114.76

合计 496.19 573.39 471.55

数据来源：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财务处数据统计

七、下一步规划

当前，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亦从

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特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四川

建设文化强省、“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对艺术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今年，学

院开展了面向文化行业与同类院校的调研讨论分析，从办学基础能力、教师队伍

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学生发展、社会服务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自查，摸清办

学成绩和存在问题，形成学院《面向“双一流”建设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创新型、

跨越式发展对策研究》调研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学院 2020 年、2030 年及 2050

年的办学近期、中期、远期目标，拟定了《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创新型、跨越式发

展三年行动计（2018-2020）》及完成各项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下一步，学院

将继续践行“开放办学、服务发展、追求品质”的办学理念，立足四川、辐射西

南、面向全国，以创建“中国特色高水品高职院校和专业”为工作目标，着力“两

特、五高”建设，即以特色化实践教育教学改革为核心，以特色化产教融合平台、

高水平校企合作为突破，以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抓手，以高水平师资队伍建

设为关键，以高水平文化传承创新为重点，以高水平现代大学治理为保障，建设

一流院校和一流专业（群），培养一流复合型、创新型文化艺术人才、提供一流

文化创新服务，使学院成为文化艺术人才培养高地、艺术精品创作生产基地、巴

蜀文化传承创新平台、公共文化服务主要阵地、四川对外文化交流窗口，实现内

涵式、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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