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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新理念新使命 艺术学理论研究迎来新篇章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进国资管理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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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全景教室助推艺术教学变革

四川音乐学院深入落实《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

的实施意见》要求，按照“整体规划、分期实施、按需建设、

突出特色、典型示范、由点及面”的建设原则，2021 年 3 月

完成建设西南首个智慧全景教室，打造“艺术殿堂式”教学

环境，实现信息化教育教学创新。

对接一流示范课程建设。坚持以解决核心问题为基础，

推动学校一流、示范课程的建设。针对学校教师均已具备线

上教学的基本能力，爱课程、学堂在线、智慧树等主流课程

平台均在使用，学校通过打造智慧全景教室等多种在线教学

平台，助力打通对外输出的通道。通过建设功能完备的智慧

教室，开展各类课程、讲座、会议等活动，直接调用线上慕

课资源，支持线上一流课程需要的直播互动、同步课堂；支

持线下一流课程和线上线下一流课程的分组讨论、虚拟仿真

嵌入、分组讨论、3D 课件、沉浸式体验等；支持社会实践一

流课程的路演厅、发布会、答辩会等。在 2020 年春“新冠”

疫情下，线上教学使得教学思路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和完善，

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机制。

对接特色慕课资源建设。自 2018 年起，学校开始推动

慕课建设。学校已建设慕课 40 门，相继上线爱课程、学堂

在线、智慧树、学习强国、新华网等平台，修读人数达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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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双语版慕课服务国际学生 1417 人次。现有教育部

首批认定国家级一流课程 1 门、省级一流课程 4 门、省级创

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 1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9 门、示

范团队 1 个、示范专业 1 个。 学校慕课建设需要更先进的

信息化平台的支持，智慧全景教室就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

对接促进教学变革升级。学校智慧全景教室投入运行

后，首批 15 门专业美育慕课在全景教室面向全网全国开展

线上见面互动教学，20 余位专业课程教师通过全景教室重构

课堂。智慧全景教室为教学注入了现代科技，覆盖课前、课

中、课后教学流程，推动 live 教学模式、360 度全景教学模

式、VR 教学模式、小组讨论模式和同步课堂模式等五种教学

模式，通过加强线上教学的师生体验、增强教学场景的沉浸

感、富教学资源的表现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打破课

堂空间限制等多方面变革，打造全员参与、互动生成的课堂，

促进课堂混合式教学的转变升级，促使教师重新审视课堂教

学过程、优化教学环节、进行教学创新、打造一流课程，让

学校本科课堂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和生机。通过教学变革，使

得老师和每位学生之间的互动成为课堂常态化教学的一部

分；课堂外面的内容也能够根据课堂本身的需要，及时传达

到课堂中，并能够与课堂内的学生交互；把外界真实的环境

和具体的问题引到课堂中，成为课堂的一部分，辅助学生的

学习；课堂上的学生真正能够参与到乡村振兴、地区发展等



4

各种社会、行业问题的解决中去，课堂产生的成果将直接能

够产生积极的对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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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新理念新使命

艺术学理论研究迎来新篇章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迎来了艺术学升格为

门类学科的十周年。2021 年 4 月 24 日-25 日，由中国艺术

学理论学会、四川音乐学院联合主办的“新起点·新理念·新

使命——2021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学术

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全国 70 余所高校的 150 余位

专家、学者出席了活动。

本次学术活动主要分为三个环节：专家学术论坛、学者

分议题讨论、各校举行教研活动。学界 18 位全国知名学术

带头人：北京大学彭吉象、北京师范大学周星、中国传媒大

学王廷信、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新风、

东南大学李倍雷、四川大学黄宗贤等教授以“中西艺术对话

与区域艺术史研究”为中心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学者、教

师及在读的硕博学生分别围绕三个分论题进行讨论性发言：

区域艺术与艺术史综合问题研究、中西艺术对话与交汇研

究、艺术史个案及微观问题研究。各高校之间还就如何提升

艺术史信息化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学科发展前景问题等开

展了教研活动。

在系列学术活动中，专家、学者逐渐达成共识：在当今

艺术学学术场域里，艺术史论已成为越来越受青睐的专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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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之一，在人文学科中也占有重要一席，它与艺术理论和艺

术批评并驾齐驱，构成了有关艺术的知识谱系中相互给力的

“三驾马车”。国家新文科建设战略必然带来艺术史及艺术

史学研究的深刻变化。

本次学术活动，在全国高校艺术史论领域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各大艺术院校相继转载了活动情况，对四川音乐学院

承办的这次学术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史

论学科在这次活动中也得到了锻炼：做到了“守正创新”。

在处理好继承和发展关系的同时，夯实艺术史论在艺术学理

论学科发展中基础地位；切实响应融合与发展的中心思路，

落实跨学科与交叉学科多元发展，推进艺术学的新文科建

设；切实实现价值引领，推进艺术史论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上的重要作用。这些都为四川音乐学院乃至四川高校的

艺术史论学科、艺术史论专业在未来十年的建设与发展提供

了重要思路与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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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进国资管理制度创新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清晰国有资产

归口管理体系，明确管理职责，放权自主采购措施，推动学

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国资处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突

破口，通过制度创新，积极服务教育教学。

一、近期出台的重点制度

近期，根据国家新的资产管理办法，结合学校国有资产

管理现状，制定完善了《四川音乐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四川音乐学院物资采购工作管理办法》以及《四川音乐学

院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规范了资产购置、使用、管理、

维修、处置等的操作规程和具体流程，使各类资产管理事项

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二、重点制度的改革亮点

这三个管理办法针对以往资产管理中针对教学科研放

权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在总结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因时

而制、应运而生，“放权”、“管理”、“服务”作为关键

词，在管理办法中得以充分体现，极大促进教学科研工作的

简政放权，提速增效。

在《四川音乐学院物资采购工作管理办法》中首次明确

了物资采购工作由归口管理部门审核立项：如把原来由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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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进行立项审核的教学申报设备，规口到了教务处，解决了

长期以来申报立项由非专业部门审核专业部门申报的难题，

使得更加科学严谨；明确了学校物资采购组织的主体，落实

了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采购工作如何开展、由谁组织

提供了完善的制度支撑；明确了各系院部门自主采购的权限

和程序，由之前的自主采购一千元提升到了十万元的额度，

并具体指明了自主采购操作路径，大大提升了各单位相关设

备服务的采购效率；明确了对科研项目的“放管服”政策，

符合规定的项目由之前的自主采购一千元提升到了上不封

顶的自主采购权限；明确了监督检查的主体，计财处作为监

管部门统筹物资采购与经费预算管理，进一步弥补了监管缺

失，有效的防范了风险。

在《四川音乐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中，修订完善了

全院国有资产归口部门的具体职责，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完

善了资产出租资产处置的细则，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增加了

在人员离职、退休、调岗等情况下的资产移交、调拨的具体

规定，进一步堵死了资产流失的漏洞；修订了不同采购项目

的验收主体和程序，简化了相关流程。

在《四川音乐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中进一步明

确了各归口部门主要负责的维修范围，特别是针对性的下放

教学科研类设备自主维修权限，由没有权限下放到了十万

元，最大限度缩短维修时长，极大提升设备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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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为提升国有资产
使用效益，进一步激发教学科研人员教书育人、干事创业而
笃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