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项目编号 

G D J G 2 0 1 9 5 0 1 

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结题验收登记表 

项目名称：高职院校公共艺术类选修课融入地方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的研究与实践                               

负责人（签名）：          叶 深 南              

项目承担学校（盖章）：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项目参与单位：          三灶民歌传承人           

邮政编码：               519090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广安路 2 号     

广东省教育厅 制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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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作品、三灶民歌及三灶鹤舞大师工作室、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传承和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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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了 5篇相关论文 

2.项目研究报告 

3.与老艺人合作开发相关课程和编写校本教材《三灶民歌》一部 

4.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选课指南。 

5.建立了校内珠海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大师工作室 

6.创作了 5部作品，其中三灶民歌三首，三灶鹤舞 2部 

7.开展了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传承和巡演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一、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 

1.开发有校本特色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珠海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课程及教学资源 

    选派老师走访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的非遗传承人，进行调研、现场采风、学习和研究，将

民间艺人请进校园开展对珠海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开展相关体验活动和传承方式的研究，把艺

术教育课程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着力推进地方非遗课程的整体构思与一体化建设，保证高校

公共艺术教育的文化品位与学术含量。 

2.创作作品 

    将利用粤语演唱三灶民歌拓展到用普通话演唱，创新民歌新唱，在保持三灶民歌原生态的

同时，改编加工为学生能接受和喜欢的新民歌。通过创新改编源于三灶鹤舞的创新动作和舞蹈。 

3.开设选修课 

    将珠海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纳入到公共艺术类选修课课程库，加强面向地方非物质文化遗

产艺术类课程的建设。在 2017级所有专业以开设公共艺术类选修课的方式进行试点，在此基础

上在全校全面推广实施。 

4.建立校内珠海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大师工作室 

    通过建立校内珠海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大师工作室将非遗传承人请进校园与教师共同开设

公共艺术教育类课程，由教师和民间艺人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由专业教师进行理论讲授和归纳

总结，由民间艺人现场演示和传授。既可体现大学讲坛的严肃性，又能让学生充分领略原汁原

味的民间艺术。 



 

    5.开展传唱和巡演 

通过大学生艺术社团和学生的第二课堂，以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为切入点开展传唱和巡演，

在区域更大范围内宣传和推广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 

    二、主要特色 

    1.将利用粤语演唱三灶民歌拓展到用普通话演唱，创新了民歌新唱，即在保持三灶民歌原

生态的同时，改编加工为学生能接受和喜欢的新民歌。 

    2.在三灶鹤舞中加入蹦床元素，突出表现鹤飞翔展翅的动态，给三灶鹤舞舞蹈文化带来新

的视觉冲击和审美享受。 

3.成立了珠海艺术职业学院三灶鹤舞和三灶民歌表演队，以传承本土鹤舞和民歌的文化为

契机，发扬和保护本土非遗文化，为传统文化三灶鹤舞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 

4.通过与老艺人合作开发相关课程和编写校本教材，并纳入学校音乐舞蹈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和非音乐舞蹈类专业公共艺术类选修课程,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职院校的传承方式和路径，

把艺术教育与当地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开创一种新的大学公共艺术教育模式。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 

 

一、发表了 5篇相关论文 

1.叶深南．艺术类院校公共艺术课程体系构建的创新探究．中国高等教育（核心期刊），2019.6． 

2.叶深南、蔡立艳：论文：非遗三灶民歌在高职院传承的路径探索—以珠海艺术职业学院为例．艺

术教育（扩展核心期刊），2019．4． 

3.蔡立艳：论文：非遗传承与高职艺术教育结合的可行性研究—以珠海艺术职业学院“三灶民

歌进校园”为例．参花．2019．9． 

4.李英：论文：艺术职业院校公共艺术类课程改革与实践--以珠海艺术职业学院为例．江西电

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5． 

5.王珍琪. 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灶民歌的创新发展与传承.中国文艺家.2020．10 

二、项目研究报告 

三、创新三灶民歌三首 

四、三灶民歌校本教材 

五、演出获奖证书 

六、三灶民歌和三灶鹤舞子项目总结 

七、学校艺术素养课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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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播音主持 50 

舞蹈表演 150 电子商务 80 

现代流行音乐 150 商务英语 120 

钢琴伴奏 80 市场营销 100 

艺术设计类专业 800 会计 150 

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 

本项目首先在 2017级学生试点检验，收益学生拟达 1800人左右。从 2018级在全校全面推

广使用，收到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项目组成员（不含负责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 

王梅 教师/副教授 音乐教育 音乐舞蹈学院声乐表演系 

董 莹 副处长/讲师 艺术设计 教务处 

蔡立艳 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音乐教育 音乐舞蹈学院 

胡志伟 副院长/讲师 舞蹈表演 音乐舞蹈学院 

王珍琪 副院长/讲师 钢琴伴奏 音乐舞蹈学院 

李  英 副处长/讲师 汉语言文学 教务处 

李丽娜 系主任/讲师 舞蹈表演 音乐舞蹈学院舞蹈表演系 

李桂霞 副校长/教授 数学/教育管理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蔡柳森 三灶民歌传承人 / /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项目主持人（签名）：  

                                   

2022年 4月 15日  

 



项目经费决算情况 

（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调研费：2000元 

论文版面费：3000元 

巡演活动经费：1.2万元 

研讨会：5000元合计：2.2万 

项目主持人： 

学校结题或验收专家名单 

姓名 职称/职务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及联系方式 

王红梅 
教务处副处长 

教授 
应用电子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3726261935 

吴勇 
原教务处处长 

教授 
管理工程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13926173222 

赵小平 
原示建办主任 

副教授 
职教管理 

广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8665033145 

王宇东 
副院长 

教授 
教育管理 

珠海城市职业术学院 

13926911857 

马永山 
教务处处长 

教授 
历史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13539551990 

专家组意见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要求和标准进行结题验收的

通知，2022�年�4�月�30�日，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组织专家组，对叶深南主持的《高职

院校公共艺术类选修课融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与实践》进行了网上函

审结题验收，专家组通过查阅申报书、任务书、验收登记表等材料对各项目进行了

认真评审，形成如下意见： 

该成果按照研究计划完成了申报书中的全部建设内容和预期成果，特色与创新

之处是凸显了艺术院校的特色、在传统的非遗文化中融入了现代元素，在开展理论

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建立了实践基地，编写了校本教材，创新

了创作作品，并充分利用了学校丰富艺术类教师和教学设施优质资源,注重课程的现

代性、趣味性和实践性，开展的传承和巡演效果显著。

专家组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专家组长签章：

    2022年 5月 2日 



 

学校负责部门意见 

 

同意结题 

 

盖章                  

2022 年 5月 4日 

注：1.表格不够可另附纸。2.须附项目成果材料原件，无法提供原件的，由学校教

改项目管理部门在复印件上盖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