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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成

果

类

型 

√项目研究报告   √系列课程与教材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   课程标准 1套、艺术实践活动 1场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

目

成

果

名

称 

1. 形成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2. 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成果显著，获得上级主管部门认可。 

3. 建成艺术表演专业远程国际化教学基地。 

4. 成功举办国际合作艺术实践品牌活动。 

5. 依托“三教改革”，开发国际化优质教学资源。 

6. 形成系列国际化人才培养、对外合作交流制度。 

项

目 

成

果

的

具

体

内

容

及

主

要

特

色 

具体内容： 

1. 形成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项目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对外合作交流系列机制为保障，以信息化技术为手

段，以国际化“三教”改革为发力点，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形

成三融背景下“3+3”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2. 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成果显著，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 

2021 年，学校成为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外交流与合作专委

会主任单位；2023年 6月，由学校现代舞教学团队老师共同打磨的课例《国际

化理念下的“中国田字格书法”舞蹈空间探索与身体即兴》荣获全国文化艺术

职业院校课程思政中职组优秀案例第一名；2023年学校申报的对外交流合作项

目典型案例《“三融”背景下国际化艺术人才培养新路径探索》获全国文化艺术

职业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优秀项目优秀典型案例。 

3. 建成艺术表演专业远程国际化教学基地 

学校已在校内建设了“5G+虚拟仿真+信息技术”的高水平教学实践基地，覆盖

学生学习、教师培养、社会培训等全领域，促进国内、外院校交流，实现资源

高效共享。学校于 2023年 6月与德国东西方舞蹈联盟签订了国际教学基地合作

协议。 

4. 成功举办国际合作艺术实践品牌活动 

学校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对外合作交流模式，自 2003年起承担文化部、

外交部、深圳市政府委派的出访交流演出任务，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

通”工程展现风采，足迹遍布五大洲。自 2012 年起，共完成出访任务 41 项，



 — 3 — 

共出访五大洲的 65 个国家，承担演出 200 余场，观看演出外国观众近 50 万人

次，外国主流媒体报道和电视直播近 200 余次。2015年以来成功举办了 9次大

型艺术实践活动，广受好评，建立了“琴舞之魂”、“琴舞季”、“梦从这里出发”、

“艺心向党”等艺术实践活动品牌。2023 年承办了全国职业院校对外合作交流

成果展示活动。 

5. 依托“三教改革”，开发国际化优质教学资源 

学校现与德国东西方舞蹈联盟共同合作开发课程标准 1项：《现代舞课程标准》，

开发教材一套：《现代舞教程》，目前教材、教法已在中德两地教学投入使用；

弦乐学科小提琴方向与荷兰海牙皇家音乐学院共同研究适合中国学生的小提琴

教法，定期开展教研活动、大师课。 

6. 形成系列国际化人才培养、对外合作交流制度。为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和 

对外交流提供制度保障。 

主要特色： 

1. 构建“1+3+1+4”人才培养立交桥 

依托深圳艺术学校国际化办学的品牌优势，围绕“三教改革”打造国际艺术职教

联盟，整合“政校行企”多元资源，构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2. 打造“六共同”国际“双师”培养模式 

以艺术大师为指引，形成“共同开展教研、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共同申报项目、

共同建设艺术实践基地、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共同开展技能培训”的“六共同”国

际“双师”培养模式。 

3.利用信息化打造“艺术+科技”的教学模式 

信息化打造“艺术+科技”的教学模式 

学校现已建立 5G远程国际化教学基地建设。定期与境外合作单位开设国际化常

规教学课程、大师班、教研会等多种形式合作，打造艺术职业教育课堂革命，

彰显了深圳作为科技之都的区域特色。 

4.开发具有国际特色的教学资源 

学校在深化国际化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立足开发适应中国艺术中职专业学生特

点的开发国际合作课程，与国外知名艺术院团联合编写教材，开发教学数字资

源。经过不断论证和完善，已产出较为显著的成果。现代舞学科与德国东西方

舞蹈联盟共同研发现代舞教学标准、编写教材，并融入课程思政教育元素，为

学生奠定全面扎实的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终身学习思维和能力；弦乐学科与荷

兰海牙皇家音乐学院共同研究适合中国学生的小提琴教法。 

5.建设国际职教交流平台与制度保障体系 

2021 年，由深圳艺术学校牵头，联合国内外艺术职业院团、行业协会组建了国

际艺术职教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行业企业提供人才、培训、技

术、智力服务，形成对外交流与合作品牌，充分发挥联盟示范、引领辐射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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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成 
果 
材 
料 
目 
录 

1.形成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1.1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图 

2.学校获上级部门认可 

2.1 学校成为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外交流与合作专委

会主任单位 

2.2课例《国际化理念下的“中国田字格书法”舞蹈空间探索与身体即兴》

荣获全国文化艺术职业院校课程思政中职组优秀案例第一名 

2.3对外交流合作项目典型案例《“三融”背景下国际化艺术人才培养新路

径探索》获全国文化艺术职业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优秀项目优秀典型案例 

3.建成艺术表演专业远程国际化教学基地 

3.1国内教学基地 

3.2国际教学基地 

4. 成功举办国际合作艺术实践品牌活动 

4.1 2023 年全国文化艺术职业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成果交流展示活动艺术

展演 

5.依托“三教改革”，开发国际化优质教学资源 

5.1《现代舞课程标准》 

5.2 《现代舞教程》（上册、下册） 

5.3 打造系列国际合作课程（国标舞、小提琴） 

6. 形成系列国际化人才培养、对外合作交流制度 

6.1国际化人才培养、对外合作交流制度清单 

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音乐表演 216 舞蹈表演 145 

绘画 109 戏剧表演 4 

实践 

运用 

情况 

及效 

果评 

价 

 

实践运用情况： 

1. 建成国际远程教学基地 

学校已在校内建设了“5G+虚拟仿真+信息技术”的高水平教学实践基地，覆盖

学生学习、教师培养、社会培训等全领域，促进国内、外院校交流，实现资源

高效共享，学校于 2023 年 6 月与德国东西方舞蹈联盟签订了国际教学基地合

作协议。 

2. 开发国际优质教学资源 

学校依托“三教改革”，开发国际化优质教学资源。学校现与德国东西方舞蹈

联盟共同合作开发课程标准 1 项：《现代舞课程标准》，开发教材一套：《现代

舞教程（上册）、（下册）》，弦乐学科小提琴方向与荷兰海牙皇家音乐学院共同

研究适合中国学生的小提琴教法，定期开展教研活动、大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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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形成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目前已形成符合我校实际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

对外合作交流系列机制为保障，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以国际化“三教”改革

为发力点，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三融背景下“3+3”国际化

人才培养模式。 

4. 形成优势品牌效应 

2023 年，我校承办全国职业院校对外合作交流成果展示活动，是对国际化人

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检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观摩人数超过 200 万人次（含线上

直播观摩）。 

5. 带动学生屡获大奖 

从项目实施到结题，我校学生屡获国际比赛大奖。 

 

 

效果评价：  

1. 国际化人才培养获得社会正效应 

从 2012年起，学校多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及对外交流活动得到了各界媒体的广泛

报道宣传，2023 年 1 月，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启动 10 年之际，新浪深圳

新闻频道专题报道《深艺非凡十年 批量造梦的深圳“梦之校”》、中国青年报客

户端专题报道《一所艺术类中职学校的国际化探索》，系统梳理了深圳艺术学校

10年间国际合作交流情况，获得了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2. 理论成果得到国际推广 

学校现与德国东西方舞蹈联盟共同合作开发课程标准 1项：《现代舞课程标准》，

开发教材一套：《现代舞教程（上册）、（下册）》，目前教材、教法已在中德两地

教学投入使用，在教学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教师和学生更具有国际视野。 

3. 提升了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水平 

通过对外交流的演出活动和参加各类国际比赛，学生的专业素养得到了更大的

提升，实践能力也有了较大提高。 

4. 坚定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 

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中，学校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打造国

际化“课程思政”范本，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理念丰富优秀传统文化、践行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通过文化交流推动文化交融，向世界展现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