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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技术报告 

一、调研目的 

“人才培养质量”是反映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的核心命题。同样，“教师培养

质量”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命题。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认

证体系，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全面保障和提升

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能够为规范引导师范类专业建设，建立健全教师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培养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师范类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提供有力

支撑。 

为了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师范类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九江学院委托江西源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对该校美术学专

业中期毕业生（2017-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进行第三方调查，

了解他们对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的评价与反馈，从而为培养目标的修订提

供依据。 

 

二、调研方案  

（一）调研对象 

本报告调查的对象包括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2017-2019 届毕业生）、用人

单位、教师（含九江学院美术学专业教师以及本专业的校外实习基地指导教师）、

在校生（2019-2022 级学生）四个群体。 

表1-1 调查对象说明 

调研对象 具体说明 

中期毕业生 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生，本报告中是：2017-2019 届这三届毕业生 

用人单位 毕业生所在单位 

教师 现任教师和教学管理者，以及校外实习基地指导教师 

在校生 在校各年级学生，本报告中是：2019-2022 级四个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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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方法 

源峰教育公司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在线调研系统向调查对象发送答题

邀请邮件、公开链接、二维码等，邀请他们填答问卷，然后回收答卷。高校可通过

答题监测系统及时、有效地跟踪调查进度。调研实施过程清晰、直观、客观。 

三、调研样本 

2023 年 7 月 24 日-2023 年 8 月 10 日，对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

生开展调查，各个群体的样本回收情况说明如下。 

（一）2017-2019 届毕业生 

本次调查向九江学院美术学专业 2017-2019 届毕业生发放问卷 152 份，共收到

有效答卷 111 份，回收率（有效样本/总人数）达 73.03%。样本具体分布详见下表。 

表1-2 美术学专业 2017-2019 届毕业生调研样本情况 

届次 调研人数 答卷回收数 回收率 

2017 届 66 48 72.73% 

2018 届 45 31 68.89% 

2019 届 41 32 78.05% 

总计 152 111 73.03% 

（二）用人单位 

九江学院美术学专业毕业生所在用人单位共反馈有效答卷 135 份。 

（三）教师 

本次调查向九江学院美术学专业教师（包含编制属于九江学院美术学专业的

教师以及校外实习基地指导教师），共收到有效答卷 37 份。 

（四）在校生 

本次调查向九江学院美术学专业在校生发放问卷 300 份，共收到有效答卷 270

份，回收率（有效样本/总人数）达 90.00%。样本具体分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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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美术学专业在校生调研样本情况 

年级 调研人数 答卷回收数 回收率 

大一 59 58 98.31% 

大二 66 65 98.48% 

大三 58 55 94.83% 

大四 117 92 78.63% 

总计 300 270 90.00% 

四、数据说明 

1.本报告数据呈现：所有指标的数据结果（含百分比、均值）均四舍五入保留

2 位小数。 

2.由于四舍五入保留 2 位小数，图表中比例之和可能不正好等于 100%；几个

选项直接加和的值，与文字表述中对应的值也可能有微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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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分析报告 

一、培养目标了解情况  

面向美术学专业的中期毕业生（2017-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

校生四个群体，调查他们对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的了解程度及了解途径。 

（一）培养目标了解程度 

培养目标了解程度的评价维度包括“了解、不了解、不确定”。各评价维度以

选择人数/此题的答题总人数*100%的形式呈现。 

参与调查的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中，均有七成以上

的人员/单位了解美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其中教师群体中了解培养目标的人员占

比最高，为 91.89%；中期毕业生群体中了解培养目标的人员占比较低，为 73.87%。 

 

图2-1 各群体对专业培养目标的了解情况 

注：由于四舍五入，图表中比例之和可能不等于 100%；几个选项直接加和的值，与文字表述中对应的值

也可能有微小差异。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教师、用人单位、中期毕业生调研。 

在参与调查的 2017-2019 届各届毕业生中，了解培养目标的人数占比差异较

大，其中 2017 届毕业生中了解培养目标的人生占比相对较高，为 81.25%；而 2018

届毕业生中了解培养目标的人数占比相对较低，为 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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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17-2019 届毕业生对专业培养目标的了解情况 

注：由于四舍五入，图表中比例之和可能不等于 100%；几个选项直接加和的值，与文字表述中对应的值

也可能有微小差异。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中期毕业生调研。 

参与调查的各年级在校生中，了解培养目标的人数占比均达 76.92%及以上，

其中大一学生中了解培养目标的人数占比相对较高，达 94.83%，而大二学生中了

解培养目标的人数占比相对较低（76.92%）。 

 

图2-3 各年级在校生对专业培养目标的了解情况 

注：由于四舍五入，图表中比例之和可能不等于 100%；几个选项直接加和的值，与文字表述中对应的值

也可能有微小差异。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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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的了解途径 

对了解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的人员，调查他们了解培养目标的途径。结果显示，

在校生、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四个群体均通过多条途径了解培养目标。对

于美术学专业的在校生、用人单位而言，他们了解该专业培养目标的最主要途径均

为“学校官网/学院网站”，但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和教师了解该专业培养目标的

最主要途径则是“院系/专业老师的介绍”。 

 

图2-4 各调研群体了解专业培养目标的途径（多选题） 

注：用人单位及教师问卷中，没有“学长/学姐介绍”这一选项，故图中改选项位置无数据。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中期毕业生、教师、用人单位调研。 

2017-2019 届三届毕业生中，2019 届毕业生了解培养目标的最主要途径均是

“学校官网/学院网站”，占比为 84.00%；2017 届、2018 届毕业生均为“院系/专业

老师的介绍”为了解培养目标途径，占比分别为 76.9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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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 83.26% 72.53% 45.49% 37.77% 25.75%

中期毕业生 73.17% 65.85% 39.02% 28.05% 19.51%

用人单位 70.59% 56.30% 27.73% 31.93%

教师 85.29% 85.29% 64.71% 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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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2017-2019 届毕业生对专业培养目标的了解途径（多选题）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中期毕业生调研。 

在校生了解培养目标的最主要途径均是“学校官网/学院网站”，大一到大四占

比分别为 82.56%、85.00%、83.47%、84.62%。 

表2-1 各年级在校生对专业培养目标的了解途径（多选题） 

调研对象 
学校官网/ 

学院网站 

院系/专业 

老师的介绍 

学校印制的 

宣传资料 

学长/学姐的 

介绍 

其他 

途径 

整体 83.26% 72.53% 45.49% 37.77% 25.75% 

大一 89.09% 81.82% 52.73% 43.64% 27.27% 

大二 86.00% 76.00% 42.00% 40.00% 28.00% 

大三 82.22% 80.00% 51.11% 40.00% 24.44% 

大四 78.31% 60.24% 39.76% 31.33% 24.10%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调研。 

二、培养目标定位的合理性 

美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德智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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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总目标。面向美术教育行

业，立足九江，辐射江西，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理想信念坚定，具

备美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教学能力和专业技能，具备自我反思、自我管理和

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

理等相关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具有教育情怀和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实、实践能力

强，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

的骨干教师。” 

面向美术学专业的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调查他们

对该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的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服务面向的合理性、人才定位的

合理性、基本素养的合理性、职业发展预期的合理性、专业培养目标与教育改革发

展对人才要求的符合度、专业培养目标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吻合度六个方

面。根据评价对象的认知情况，不同评价内容的调研群体有所不同。  

 

（一）服务面向的合理性 

美术学专业的服务面向是“立足九江，辐射江西”。请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

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评价该专业服务面向的合理性。评价维度包括“1 分、2 分、

3 分、4 分、5 分、无法评价”（1 分：很不合理；5 分：很合理）。合理性=（1 分*

选择该项的人数+2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3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4 分*选择该项的人

数+5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此题的答题总人数-选择“无法评价”人数）。 

结果显示，对于美术学专业的服务面向，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

生四个群体给出的合理性评分均在 4.61 分及以上，其中教师群体的评分最高，为

4.89 分（满分 5 分）；在校生群体的评分最低，为 4.61 分（满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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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各调研群体关于服务面向的合理性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教师、用人单位、中期毕业生调研。 

（二）人才定位的合理性 

对于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中人才定位（即培养“具有教育情怀和综合素质高、

专业基础实、实践能力强，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

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骨干教师”）的合理性，邀请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用人

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进行评价。评价维度包括“1 分、2 分、3 分、4 分、

5 分、无法评价”（1 分：很不合理；5 分：很合理）。合理性=（1 分*选择该项的人

数+2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3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4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5 分*选择

该项的人数）/（此题的答题总人数-选择“无法评价”人数）。 

结果显示，关于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中的人才定位，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

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给出的合理性评分均在 4.70 分及以上，其中教师和用人单

位群体的评分最高，均为 4.84 分（满分 5 分）；在校生群体的评分最低，为 4.70 分

（满分 5 分）。 

  

4.76 
4.64 

4.89 

4.61 

1.00

2.00

3.00

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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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各调研群体关于人才定位的合理性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教师、用人单位、中期毕业生调研。 

（三）基本素养的合理性 

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中关于基本素养的设定是“具备美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

知识、教学能力和专业技能，具备自我反思、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在中

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骨干教

师”。对于该基本素养设定的合理性，邀请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

师、在校生四个群体进行评价。评价维度包括“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无

法评价”（1 分：很不合理；5 分：很合理）。合理性=（1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2 分

*选择该项的人数+3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4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5 分*选择该项的

人数）/（此题的答题总人数-选择“无法评价”的人数）。 

结果显示，关于美术学专业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基本素养设定，中期毕业生、用

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给出的合理性评分均在 4.47 分及以上，其中教师

群体的评分最高，为 4.84 分（满分 5 分）；用人单位群体的评分最低，为 4.74 分

（满分 5 分）。 

4.84 
4.71 

4.84 
4.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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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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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各调研群体关于基本素养的合理性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教师、用人单位、中期毕业生调研。 

（四）职业发展预期的合理性 

美术学专业预期“毕业生毕业五年左右：“师德修养：深刻理解与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师德情操和职业素养，关爱学生、为人师表，

热爱中学美术教育事业，有高度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富有爱心、耐心、恒心、细心和责任心，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明灯”。”“具执教

能力：具备对中学美术课程与教材的研究与实践能力，有独立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

改进能力,成为任职学校的美术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的学科青年骨干；美术专业素

养高，能熟练选择恰当的资源与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创新性的教学活动，深刻了解地

方的美术教学现状与美术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美术教学活动。”“育人能力：

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理念，熟知并遵循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对

班集体管理得法，很好的组织课外活动，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

理解美育的价值，成为校园艺术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胜任多方面的中学综合育人

工作”、“专业发展：扎实掌握学科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能对相关的学科进行

交叉和整合，与时俱进、勤于反思和不断改进，成长为具有一定的美术创作、研究

和创新的美术教育骨干力量。”“终身学习：身心健康，乐于学习，积极接受前沿的

知识和教育理念，有开阔的视野，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紧跟美术教育改革

发展的步伐，适应中学美术教育的持续发展”。对于这一职业发展预期的合理性，

邀请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进行评价。评价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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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包括“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无法评价”（1 分：很不合理；5 分：很合

理）。合理性=（1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2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3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

+4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5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此题的答题总人数-选择“无法

评价”的人数）。 

结果显示，关于美术学专业的职业发展预期，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

在校生四个群体给出的合理性评分均在 4.73 分及以上，其中教师群体的评分最高，

为 4.93 分（满分 5 分）；在校生群体的评分最低，为 4.73 分（满分 5 分）。 

 

图2-9 各调研群体关于职业发展预期的合理性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教师、用人单位、中期毕业生调研。 

（五）专业培养目标与教育改革发展对人才要求的符合度 

请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等四个群体评价“本专业培养目标

与教育改革发展对人才要求的符合度”。评价维度包括“1 分、2 分、3 分、4 分、

5 分、无法评价”（1 分：完全不符合；5 分：完全符合）。符合度=（1 分*选择该项

的人数+2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3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4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5 分*

选择该项的人数）/（此题的答题总人数-选择“无法评价”的人数）。 

结果显示，关于“本专业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当今教育改革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四个群体给出的符合度评分均在 4.73 分

及以上，其中中期毕业生和教师群体的评分最高，均为 4.81 分（满分 5 分）；用人

单位群体的评分最低，为 4.73 分（满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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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关于专业培养目标与教育改革发展对人才要求的符合度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教师、用人单位、中期毕业生调研。 

（六）专业培养目标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吻合度 

九江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总目标。面向美术

教育行业，立足九江，辐射江西，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理想信念坚

定，具备美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教学能力和专业技能，具备自我反思、自我

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

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具有教育情怀和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实、实

践能力强，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

关工作的骨干教师。”对于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是否符合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邀请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等三个群体进行评价。评价维度包括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无法评价”（1 分：完全不符合；5 分：完全符

合）。符合度=（1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2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3 分*选择该项的人

数+4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5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此题的答题总人数-选择“无

法评价”的人数）。 

结果显示，关于“本专业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美术学

专业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给出的符合度评分均在 4.72 分

及以上，其中教师群体的评分最高，为 4.89 分（满分 5 分）；用人单位群体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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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为 4.76 分（满分 5 分）。 

 

图2-11 关于专业培养目标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吻合度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教师、用人单位、中期毕业生调研。 

三、培养目标内涵的合理性 

美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总目标。面向美术教育行业，

立足九江，辐射江西，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理想信念坚定，具备美

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教学能力和专业技能，具备自我反思、自我管理和自我

发展的能力，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

相关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具有教育情怀和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实、实践能力强，

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

骨干教师。  

具体而言，本专业毕业生应在如下方面达到中学美术教师的标准：  

分目标 1. 师德修养：深刻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品

质、师德情操和职业素养，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热爱中学美术教育事业，有高度

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富有爱心、耐心、恒心、细心和

责任心，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明灯”。  

分目标 2. 具执教能力：具备对中学美术课程与教材的研究与实践能力，有独

立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改进能力,成为任职学校的美术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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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骨干；美术专业素养高，能熟练选择恰当的资源与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创新性的

教学活动，深刻了解地方的美术教学现状与美术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美术教

学活动。  

分目标 3. 育人能力：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理念，熟知并遵循中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对班集体管理得法，很好的组织课外活动，引导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理解美育的价值，成为校园艺术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

胜任多方面的中学综合育人工作。  

分目标 4. 专业发展：扎实掌握学科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能对相关的学

科进行交叉和整合，与时俱进、勤于反思和不断改进，成长为具有一定的美术创作、

研究和创新的美术教育骨干力量。 

分目标 5. 终身学习：身心健康，乐于学习，积极接受前沿的知识和教育理念，

有开阔的视野，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紧跟美术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适应

中学美术教育的持续发展。 

对于以上培养总目标及五个分目标的合理性，邀请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用

人单位、教师、在校生进行评价。评价维度包括“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

无法评价”（1 分：很不合理；5 分：很合理）。合理性=（1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2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3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4 分*选择该项的人数+5 分*选择该项

的人数）/（此题的答题总人数-选择“无法评价”的人数）。 

（一）中期毕业生对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 

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对于该专业总培养目标及五个分目标的合理性评分均

在 4.67 分及以上。相对而言，中期毕业生对分目标 1 和分目标 3 的合理性评分较

高，均为 4.72 分（满分 5 分）；对总目标的评分较低，为 4.67 分（满分 5 分）。具

体结果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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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中期毕业生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的合理性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中期毕业生调研。 

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对于该专业总培养目标及五个分目标的合理性的评价

结果分布详见下表。  

表2-2 中期毕业生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的合理性评价分布 

培养目标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均值

（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为总目标。面向美术教育行业，立足九江，辐射

江西，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理想

信念坚定，具备美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教

学能力和专业技能，具备自我反思、自我管理和

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

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

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具有教育情怀和综合素质

高、专业基础实、实践能力强，能在中学美术教

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

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骨干教师。 

83.96% 13.21% 2.83% 0.00% 0.00% 4.81 

分目标 1. 师德修养：深刻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师德情操和职

业素养，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热爱中学美术教

育事业，有高度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有

较高的综合素质，富有爱心、耐心、恒心、细心

和责任心，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明灯”。 

83.49% 13.76% 2.75% 0.00% 0.00% 4.81 

分目标 2. 具执教能力：具备对中学美术课程与

教材的研究与实践能力，有独立完善教学方法

与教学改进能力,成为任职学校的美术教学研究

和教学管理的学科青年骨干；美术专业素养高，

86.49% 9.91% 3.60% 0.00% 0.00%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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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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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均值

（分） 

能熟练选择恰当的资源与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创

新性的教学活动，深刻了解地方的美术教学现

状与美术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美术教学

活动。 

分目标 3. 育人能力：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

的理念，熟知并遵循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

育规律，对班集体管理得法，很好的组织课外活

动，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理解

美育的价值，成为校园艺术文化建设的主要力

量，胜任多方面的中学综合育人工作。 

83.78% 14.41% 1.80% 0.00% 0.00% 4.82 

分目标 4. 专业发展：扎实掌握学科理论知识和

专业实践能力，能对相关的学科进行交叉和整

合，与时俱进、勤于反思和不断改进，成长为具

有一定的美术创作、研究和创新的美术教育骨

干力量。 

86.49% 11.71% 1.80% 0.00% 0.00% 4.85 

分目标 5. 终身学习：身心健康，乐于学习，积

极接受前沿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有开阔的视野，

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紧跟美术教育改

革发展的步伐，适应中学美术教育的持续发展。 

86.49% 12.61% 0.90% 0.00% 0.00% 4.86 

注：由于四舍五入，图表中比例之和可能不等于 100%；几个选项直接加和的值，与文字表述中对应的值

也可能有微小差异。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中期毕业生调研。 

美术学专业 2017-2019 届三届毕业生对于该专业总培养目标及五个分目标的

合理性的评价结果分布详见下表。 

表2-3 各届毕业生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的合理性评价分布 

培养目标 
2017 届

（分） 

2018

届

（分） 

2019

届

（分） 

整体

（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为总目标。面向美术教育行业，立足九江，辐射江西，

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理想信念坚定，具备美

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教学能力和专业技能，具备自我

反思、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

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教

育工作者，具有教育情怀和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实、实践

能力强，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

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骨干教师。 

4.90 4.63 4.84 4.81 

分目标 1. 师德修养：深刻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92 4.69 4.75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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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2017 届

（分） 

2018

届

（分） 

2019

届

（分） 

整体

（分） 

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师德情操和职业素养，关爱学生、为人

师表，热爱中学美术教育事业，有高度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

责任感，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富有爱心、耐心、恒心、细心

和责任心，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明灯”。 

分目标 2. 具执教能力：具备对中学美术课程与教材的研究与

实践能力，有独立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改进能力,成为任职学

校的美术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的学科青年骨干；美术专业素

养高，能熟练选择恰当的资源与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创新性的

教学活动，深刻了解地方的美术教学现状与美术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地开展美术教学活动。 

4.94 4.68 4.81 4.94 

分目标 3. 育人能力：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理念，熟知

并遵循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对班集体管理得法，

很好的组织课外活动，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

理解美育的价值，成为校园艺术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胜任

多方面的中学综合育人工作。 

4.92 4.61 4.88 4.92 

分目标 4. 专业发展：扎实掌握学科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能

力，能对相关的学科进行交叉和整合，与时俱进、勤于反思

和不断改进，成长为具有一定的美术创作、研究和创新的美

术教育骨干力量。 

4.96 4.74 4.78 4.96 

分目标 5. 终身学习：身心健康，乐于学习，积极接受前沿的

知识和教育理念，有开阔的视野，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

力，紧跟美术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适应中学美术教育的持

续发展。 

4.94 4.74 4.84 4.94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中期毕业生调研。 

（二）用人单位对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 

美术学专业毕业生所在用人单位对于该专业总培养目标及五个分目标的合理

性评分均在 4.73 分及以上。相对而言，用人单位对总目标、分目标 1、分目标 3、

分目标 4 和分目标 5 的评分最高，均为 4.75 分（满分 5 分）；对分目标 2 的评分最

低，均为 4.73 分（满分 5 分）。具体结果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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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用人单位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的合理性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用人单位调研。 

美术学专业毕业生所在用人单位对于该专业总培养目标及五个分目标合理性

的评价结果分布详见下表。  

表2-4 用人单位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的合理性评价分布 

培养目标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均值

（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总目

标。面向美术教育行业，立足九江，辐射江西，

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理想信念坚

定，具备美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教学能力

和专业技能，具备自我反思、自我管理和自我发

展的能力，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

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教育

工作者，具有教育情怀和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

实、实践能力强，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

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

的骨干教师。 

80.60% 14.18% 4.48% 0.75% 0.00% 4.75 

分目标 1. 师德修养：深刻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师德情操和职

业素养，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热爱中学美术教

育事业，有高度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有

较高的综合素质，富有爱心、耐心、恒心、细心

和责任心，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明灯”。 

81.34% 12.69% 5.97% 0.00% 0.00% 4.75 

分目标 2. 具执教能力：具备对中学美术课程与

教材的研究与实践能力，有独立完善教学方法与
79.85% 14.18% 5.22% 0.75% 0.00% 4.73 

4.75 4.75 4.73 4.75 4.75 4.75 

1.00

2.00

3.00

4.00

5.00

总目标 分目标1 分目标2 分目标3 分目标4 分目标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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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均值

（分） 

教学改进能力,成为任职学校的美术教学研究和

教学管理的学科青年骨干；美术专业素养高，能

熟练选择恰当的资源与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创新

性的教学活动，深刻了解地方的美术教学现状与

美术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美术教学活动。 

分目标 3. 育人能力：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

的理念，熟知并遵循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

规律，对班集体管理得法，很好的组织课外活动，

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理解美育

的价值，成为校园艺术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胜

任多方面的中学综合育人工作。 

81.34% 12.69% 5.22% 0.75% 0.00% 4.75 

分目标 4. 专业发展：扎实掌握学科理论知识和

专业实践能力，能对相关的学科进行交叉和整

合，与时俱进、勤于反思和不断改进，成长为具

有一定的美术创作、研究和创新的美术教育骨干

力量。 

80.60% 13.43% 5.97% 0.00% 0.00% 4.75 

分目标 5. 终身学习：身心健康，乐于学习，积

极接受前沿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有开阔的视野，

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紧跟美术教育改革

发展的步伐，适应中学美术教育的持续发展。 

82.09% 11.94% 5.22% 0.75% 0.00% 4.75 

注：由于四舍五入，图表中比例之和可能不等于 100%；几个选项直接加和的值，与文字表述中对应的值

也可能有微小差异。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用人单位调研。 

 

（三）教师对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 

美术学专业教师对于该专业总培养目标及五个分目标的合理性评分均在 4.89

分及以上。相对而言，教师对分目标 3 和分目标 5 的评分最高，均为 4.95 分（满

分 5 分）；对总目标的评分最低，为 4.89 分（满分 5 分）。具体结果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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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教师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的合理性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教师调研。 

美术学专业教师对于该专业总培养目标及五个分目标合理性的评价结果分布

详见下表。  

表2-5 教师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的合理性评价分布 

培养目标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均值

（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总目

标。面向美术教育行业，立足九江，辐射江西，

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理想信念坚

定，具备美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教学能力

和专业技能，具备自我反思、自我管理和自我发

展的能力，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

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教育

工作者，具有教育情怀和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

实、实践能力强，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

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

的骨干教师。 

89.19% 10.81% 0.00% 0.00% 0.00% 4.89 

分目标 1. 师德修养：深刻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师德情操和职

业素养，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热爱中学美术教

育事业，有高度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有

较高的综合素质，富有爱心、耐心、恒心、细心

和责任心，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明灯”。 

91.89% 8.11% 0.00% 0.00% 0.00% 4.92 

分目标 2. 具执教能力：具备对中学美术课程与

教材的研究与实践能力，有独立完善教学方法与

教学改进能力,成为任职学校的美术教学研究和

教学管理的学科青年骨干；美术专业素养高，能

91.89% 8.11% 0.00% 0.00% 0.00% 4.92 

4.89 4.92 4.92 4.95 4.95 4.92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总目标 分目标1 分目标2 分目标3 分目标4 分目标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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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均值

（分） 

熟练选择恰当的资源与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创新

性的教学活动，深刻了解地方的美术教学现状与

美术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美术教学活动。 

分目标 3. 育人能力：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

的理念，熟知并遵循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

规律，对班集体管理得法，很好的组织课外活动，

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理解美育

的价值，成为校园艺术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胜

任多方面的中学综合育人工作。 

94.59% 5.41% 0.00% 0.00% 0.00% 4.95 

分目标 4. 专业发展：扎实掌握学科理论知识和

专业实践能力，能对相关的学科进行交叉和整

合，与时俱进、勤于反思和不断改进，成长为具

有一定的美术创作、研究和创新的美术教育骨干

力量。 

94.59% 5.41% 0.00% 0.00% 0.00% 4.95 

分目标 5. 终身学习：身心健康，乐于学习，积

极接受前沿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有开阔的视野，

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紧跟美术教育改革

发展的步伐，适应中学美术教育的持续发展。 

91.89% 8.11% 0.00% 0.00% 0.00% 4.92 

注：由于四舍五入，图表中比例之和可能不等于 100%；几个选项直接加和的值，与文字表述中对应的值

也可能有微小差异。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教师调研。 

（四）在校生对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 

美术学专业在校生对于该专业总培养目标及四个分目标的合理性评分均在

4.72 分及以上。相对而言，在校生对分目标 3 和分目标 4 的评分最高，均为 4.74

分（满分 5 分）；对总目标和分目标 1 的评分相对较低，均为 4.72 分（满分 5 分），

详见下图。 



九江学院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报告 

23 

 

图2-15 在校生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的合理性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调研。 

美术学专业在校生对于该专业总培养目标及四个分目标合理性的评价结果分

布详见下表。  

表2-6 在校生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的合理性评价分布 

培养目标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均值

（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总目

标。面向美术教育行业，立足九江，辐射江西，

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理想信念坚

定，具备美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教学能力

和专业技能，具备自我反思、自我管理和自我发

展的能力，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

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教育

工作者，具有教育情怀和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

实、实践能力强，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

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

的骨干教师。 

79.48% 14.55% 5.22% 0.37% 0.37% 4.72 

分目标 1. 师德修养：深刻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师德情操和职

业素养，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热爱中学美术教

育事业，有高度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有

较高的综合素质，富有爱心、耐心、恒心、细心

和责任心，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明灯”。 

78.49% 15.85% 4.91% 0.75% 0.00% 4.72 

分目标 2. 具执教能力：具备对中学美术课程与

教材的研究与实践能力，有独立完善教学方法与
79.78% 14.61% 4.49% 1.12% 0.00% 4.73 

4.72 4.72 4.73 4.74 4.74 4.73 

1.00

2.00

3.00

4.00

5.00

总目标 分目标1 分目标2 分目标3 分目标4 分目标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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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均值

（分） 

教学改进能力,成为任职学校的美术教学研究和

教学管理的学科青年骨干；美术专业素养高，能

熟练选择恰当的资源与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创新

性的教学活动，深刻了解地方的美术教学现状与

美术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美术教学活动。 

分目标 3. 育人能力：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

的理念，熟知并遵循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

规律，对班集体管理得法，很好的组织课外活动，

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理解美育

的价值，成为校园艺术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胜

任多方面的中学综合育人工作。 

80.52% 14.23% 4.49% 0.37% 0.37% 4.74 

分目标 4. 专业发展：扎实掌握学科理论知识和

专业实践能力，能对相关的学科进行交叉和整

合，与时俱进、勤于反思和不断改进，成长为具

有一定的美术创作、研究和创新的美术教育骨干

力量。 

80.90% 12.73% 5.62% 0.75% 0.00% 4.74 

分目标 5. 终身学习：身心健康，乐于学习，积极

接受前沿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有开阔的视野，良

好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紧跟美术教育改革发

展的步伐，适应中学美术教育的持续发展。 

80.90% 11.99% 6.37% 0.75% 0.00% 4.73 

注：由于四舍五入，图表中比例之和可能不等于 100%；几个选项直接加和的值，与文字表述中对应的值

也可能有微小差异。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在校生调研。 

四、培养目标合理性的综合分析 

（一）培养目标定位合理性的综合分析  

针对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合理性的评价涉及的专业服务面向的合理性、

人才定位的合理性、基本素养的合理性、职业发展预期的合理性、专业培养目标

与教育改革发展对人才要求的符合度、专业培养目标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

吻合度 6 个指标，其中，前 4 个指标，邀请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

生四个群体评价；后 2 个指标，邀请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三个群体评

价。由于各个群体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各指标得分为该指标各个调研群体

的评分计算均值得出。前 4 个指标的指标得分=（中期毕业生评价均值+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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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均值+教师评价均值+在校生评价均值）/4。后 2 个指标的指标得分=（中期

毕业生评价均值+用人单位评价均值+教师评价均值）/3。  

根据调研群体的反馈，这 6 个指标得分均在 4.73 分（满分 5 分）及以上，

可见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这些群体认为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定

位比较合理；其中得分最高的是美术学专业职业发展预期的合理性（4.81 分），

其次是美术学专业基本素养的合理性（4.79 分），相对较低的是美术学专业服务

面向的合理性（4.73 分）。  

表2-7 各调研群体关于关于培养目标定位合理性的评价（单位：分） 

调研对象 中期毕业生 用人单位 教师 在校生 指标得分1 

服务面向的合理性 4.76 4.64 4.89 4.61 4.73  

人才定位的合理性 4.84 4.71 4.84 4.70 4.77  

基本素养的合理性 4.80 4.74 4.84 4.76 4.79  

职业发展预期的合理性 4.83 4.75 4.93 4.73 4.81  

专业培养目标与教育改革发展对人才要求的符合度 4.81 4.73 4.81 / 4.78  

专业培养目标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吻合度 4.81 3.76 4.89 / 4.49  

（二）培养目标内涵合理性的综合分析  

对于美术学专业总培养目标及四个分目标的合理性，邀请美术学专业中期毕

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进行评价。由于各个群体具有同样的重

要性，因此，指标得分为该指标各个调研群体的评分计算均值得出，则对应的指

标得分=（中期毕业生评价均值+用人单位评价均值+教师评价均值+在校生评价均

值）/4。  

结果显示，美术学专业总培养目标及四个分目标的合理性得分均在 4.79 分

（满分 5 分）及以上，可见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这些群体认为

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内涵比较合理；其中合理性得分最高的是分目标 3“育人能

力：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理念，熟知并遵循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

律，对班集体管理得法，很好的组织课外活动，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

康发展；理解美育的价值，成为校园艺术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胜任多方面的中

 
1 前 4 个指标的指标得分=（中期毕业生评价均值+用人单位评价均值+教师评价均值+在校生评价均值）/4。

后 2 个指标的指标得分==（中期毕业生评价均值+用人单位评价均值+教师评价均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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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综合育人工作。”分目标 4“专业发展：扎实掌握学科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能

力，能对相关的学科进行交叉和整合，与时俱进、勤于反思和不断改进，成长为

具有一定的美术创作、研究和创新的美术教育骨干力量。”和分目标 5“终身学

习：身心健康，乐于学习，积极接受前沿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有开阔的视野，良

好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紧跟美术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适应中学美术教育的

持续发展。”，指标得分均为 4.82 分（满分 5 分）；紧随其后的是分目标 1

“师德修养：深刻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师德情

操和职业素养，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热爱中学美术教育事业，有高度的职业认

同感和社会责任感，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富有爱心、耐心、恒心、细心和责任

心，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明灯”。”和分目标 2“执教能力：具备对中学美术

课程与教材的研究与实践能力，有独立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改进能力,成为任职

学校的美术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的学科青年骨干；美术专业素养高，能熟练选择

恰当的资源与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创新性的教学活动，深刻了解地方的美术教学现

状与美术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美术教学活动。”，指标得分均为 4.80 分

（满分 5 分）；合理性得分相对较低的是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

导向，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总

目标。面向美术教育行业，立足九江，辐射江西，培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政治理想信念坚定，具备美术教育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教学能力和专业技

能，具备自我反思、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

文化建设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具有教育情怀和

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实、实践能力强，能在中学美术教育及校园艺术文化建设

中从事美术教学、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骨干教师。”，但也达到 4.79 分（满

分 5 分）。 

表2-8 各调研群体关于关于总培养目标及分目标合理性的评价（单位：分） 

培养目标 中期毕业生 用人单位 教师 在校生 指标得分2 

总目标 4.81 4.75 4.89 4.72 4.79  

 
2 指标得分=（中期毕业生评价均值+用人单位评价均值+教师评价均值+在校生评价均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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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中期毕业生 用人单位 教师 在校生 指标得分2 

分目标 1 4.81 4.75 4.92 4.72 4.80  

分目标 2 4.83 4.73 4.92 4.73 4.80  

分目标 3 4.82 4.75 4.95 4.74 4.82  

分目标 4 4.85 4.75 4.95 4.74 4.82  

分目标 5 4.86 4.75 4.92 4.73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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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总体结论 

一、培养目标了解情况  

参与调查的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对美术学专业培

养目标的了解程度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教师群体中了解培养目标的人员占比最

高，为 91.89%；中期毕业生群体中了解培养目标的人员占比较低，为 73.87%。

可见，待进一步加强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宣传介绍。  

美术学专业的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均通过多条途径

了解培养目标，不过他们的主要途径有些差异：在校生、用人单位而言，他们了解

该专业培养目标的最主要途径均为“学校官网/学院网站”，但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

生和教师了解该专业培养目标的最主要途径则是“院系/专业老师的介绍”。  

二、培养目标定位的合理性  

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对培养目标定位

合理性进行评价，调研结果显示，这 6 个指标得分均在 4.73 分（满分 5 分）及

以上，可见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这些群体认为美术学专业培养

目标定位比较合理；其中得分最高的是美术学专业职业发展预期的合理性（4.81

分），其次是美术学专业基本素养的合理性（4.79 分），相对较低的是美术学专

业服务面向的合理性（4.73 分）。  

三、培养目标内涵的合理性  

美术学专业中期毕业生、用人单位、教师、在校生四个群体对美术学专业总培

养目标及四个分目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美术学专业总培养目标及四个

分目标的合理性得分均在 4.79 分（满分 5 分）及以上，可见中期毕业生、用人单

位、教师、在校生这些群体认为美术学专业培养目标内涵比较合理。其中合理性得

分最高的是分目标 3“育人能力：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理念，熟知并遵循中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对班集体管理得法，很好的组织课外活动，引导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理解美育的价值，成为校园艺术文化建设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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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胜任多方面的中学综合育人工作。”、分目标 4“专业发展：扎实掌握学科

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能对相关的学科进行交叉和整合，与时俱进、勤于反思

和不断改进，成长为具有一定的美术创作、研究和创新的美术教育骨干力量。”和

分目标 5“终身学习：身心健康，乐于学习，积极接受前沿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有

开阔的视野，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紧跟美术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适应中

学美术教育的持续发展。”，指标得分均为 4.82 分（满分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