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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哈尔滨音乐学院

正式开课。师生们上课非常专

注，积极互动。为了弥补疫情所

造成的艺术实践的缺憾，各教学

系部都在新学年伊始安排了满满

的舞台实践活动计划，纷纷推出

相关的人才培养与教学新举措。

抓紧找回学习状态
“在协奏曲中，钢琴要和乐队

的众多声部来配合，钢琴由独奏

乐器变成协作乐器，你要用一只

耳朵去跟着乐队……”钢琴系系

主任元杰教授正在为一名刚刚

接触钢琴协奏曲的大三学生，耐

心讲解演奏协奏曲的注意事项

和方法。

管弦系第一节专业课以理论

知识为主，副主任杨光悉心讲解

巴赫《g小调奏鸣曲》（作品1020）

的创作背景，帮助学生迅速融入

教学环境、激发学习兴趣。

声歌系副主任王鸿俊重点关

注学生的发音情况，几乎所有学

生的情况都不理想。他分析，因

为前半年都在上网课，受到各种

条件限制，上课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最近要让学生把声音状态

恢复过来，还要抓紧背谱。

作曲系主任张磊从复调概念

讲到音乐织体的分类，再简述复

调音乐的历史，从音响到具体的

理论叙述，旨在努力将学生们领

进复调音乐的大门。同学们也非

常感兴趣，对于复调音乐概念不

同教材、不同词典的不同解释展

开了讨论。

学术活动增线上课
“学院有很多防疫的举措，

例如，师生都要先进行核酸检

测，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校；

学生入校后尽量不要出校门。”

音乐学系主任陶亚兵介绍，在

教室，学生纵横都间隔一米，保

持安全距离。音乐学系的课程

大多为 3 至 5 人小班授课，硕士

研究生课程则为一对一辅导，

如果遇到公共理论课这样 60 人

的大课，原来的教室不够大就

会转到阶梯教室上课。

陶亚兵表示，学院两个一

级学科博士点——音乐与舞蹈

学、艺术学理论主要的博士生

导师都在音乐学系，教师均为

博士，学术气氛浓厚。以前每

周三都有外请专家来学院举办

学术讲座，因为疫情，大多改为

线上讲座。新学期将继续沿用

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每

周三下午，师生们一起在大阶

梯教室倾听外地专家在线上讲

座，希望这样的学术传统和氛

围保持下去。

作曲系在疫情防控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也将继续聘请国内知

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来哈音做

客“新知讲堂”。

教学融入红色经典
“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

我们回到校园里上课很不容易，

这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努力的

结果。”民乐系主任、二胡演奏家

姜克美在开学第一课与学生交

流，启发学生将自己在疫情期间

的经历和感动融入音乐中，学会

用音乐语言表达自己内心感受

到的美好。

元杰说，目前我国抗“疫”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学生们的爱国

主义热情高涨，钢琴系由此推出

了演奏经典歌曲的活动。此前，

每学期的期末考试也会要求学

生必须弹奏一首中国乐曲，这个

活动也刚好和期末考试的曲目

结合起来，将《山丹丹花开红艳

艳》《南泥湾》《闪闪的红星》《绣

金匾》等经典歌曲改编为钢琴

曲。教师们在讲授这些曲目的

过程中融入思政课程的理念，启

发同学们表达爱国情怀。

民族声乐系在声乐教学曲目

中加入近代革命歌剧中的唱段，

本学期将举办一场具有思想引领

和教育意义的红色经典音乐会，

开设《黑龙江省红色音乐文化》课

程。管弦系将邀请原沈阳音乐

学院副院长、长笛专家魏煌教授

在十一期间举办《我和我的祖

国》专题讲座及长笛专业的大师

课。交响乐团也将排演红色经典

曲目。

上课之余鼓励创作
新学期，各系都安排了丰富

的舞台艺术实践活动。

管弦系将努力打造学生交响

乐团；重新组建中俄交响乐团，聘

请音乐总监并在全国招聘乐手，

代替无法回校的俄罗斯乐手承担

部分演出任务；期末将举办一场

具有中俄办学特色的主题专场音

乐会。作曲系要完成清唱剧《冰

凌花——永远的赵一曼》的作曲

和配器工作，这部作品将由学院

各专业合作排演，向建党 100 周

年献礼。声歌系将邀请两位国际

声乐大师来校举办大师班及音乐

会。民族声乐系将举办5至8场

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专业汇报

及实践音乐会，涉猎多种歌曲风

格；探讨与作曲系、民乐系、管弦

系的合作，整合和共享全院各系

资源。民乐系将推进东北题材民

乐作品的委约创作，积累曲目，逐

步构建、完善东北音乐演奏风格

及个性特征。

建优秀生培养制度
本学期，声歌系、民族声乐系

将推动声乐教学改革，严格考试

制度和规则，建立优秀生培养的

制度。

民族声乐系计划自本学期开

始，每两周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

进行研讨，对优秀学生的进一步

提升做计划，对相对较差的学生

进行全体教师会诊。针对大二至

大四的学生组织专业考核及选拔

活动，每位专业教师选拔出一至

两名专业突出的学生，每两周组

织学生参加三或四学时的高精尖

培养课程。课程在大教室或小汇

报厅中以公开课的形式开展，其

中选拔出的优秀学生作为公开示

范课参加，由各专业老师做自己

学生内部一对一的指导，其余学

生旁听学习。

此外，为了提升民族声乐

系学生的表演能力，将加强形

体与舞蹈训练，使学生能够将

各地方的民族舞蹈与民歌结合

起来。根据学生的不同条件，

帮助其掌握民通、民美等综合性

唱法。 本报记者 徐丽梅

9月1日，哈尔滨音乐学院

党委召开全院干部大会，黑龙

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冯海龙

宣布，正式任命杨燕迪为哈尔

滨音乐学院院长。

杨燕迪教授为音乐美学

家、原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他

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

牢把握正确的办学导向，在习

近平总书记的教育思想和文

艺思想的指导下，将哈音办成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音乐

学院；结合学院“十四五”发展

规划，在全国11所音乐院校中

找到哈音的特色和定位，在黑

龙江与哈尔滨的文化发展中

贡献哈音的独特力量，在世界

音乐文化的版图中，尤其是通

过与俄罗斯的特别交往中发

出哈音的独特声音。

哈音早其他院校
一周开课

声乐歌剧系副主任王鸿俊指导学生正确发音。

杨燕迪正式出任哈音院长相关
新闻

四川音乐学院
召开招生改革会议

9月2日，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召开

常委会专题会议，研究招生改革相关

工作。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针对学院招

生考试中所存在的问题，学院高度重视，

今年对招生考试进行了较大改革，对一

切违反考试公平公正和违规违纪的行为

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会议决定，为进一步深化招生考

试改革，堵塞目前招生考试办法中的

漏洞，要学习、吸收其他高校的先进改

革经验；以系统的思维推进改革，从招

生的专业、计划到考试的出题、评分，

再到整个招生考试的管理，对每个环

节都要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解决当务

之急，维护公平公正。招生考试改革

由招生考试改革领导小组总体负责，

将于近期研究分别形成本科生、研究

生招生考试改革意见。

浙江音乐学院
发布“人才20条”

近日，浙江音乐学院专题召开首届

人才工作会议，审议讨论《浙江音乐学院

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人才20条”），探索建立完善一

系列有关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制度。

浙音院长王瑞指出，此次“人才

20条”的提出是浙音人才工作又一创

新性举措，着力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的最优生态，为一流音乐学校建设

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和制度保证。

“人才 20 条”以汇聚高层次人才

为主线，健全多元化引才机制。例如，

重点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

划”，从单个人才引进向“顶尖人才+创

新团队”模式转变；拓宽人才引进渠

道，激发学科专业带头人广泛物色人

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海外人才

工作站”，聘请海外引才专员；深化柔

性引才力度，采用全职与非全职聘用

的方式柔性聘请知名大家，并设置“院

士（专家）工作站”“教授工作室”等，实

现引才与引智（项目）相结合等。

构建定位准确、衔接紧密的人才

支持体系。例如，设立多层次人才梯

队培养项目，制定出台“尽善学者”人

才工程项目，实施“教学名师”“教坛新

秀”培养计划、“青年教师特聘岗”制度

等；构建多形式的人才队伍培训体系，

实施“教师队伍国际化培养计划”“学

术休假制度”“青年教师助讲制度”等；

拓展编外聘用人员队伍潜力，建立非

事业编制人员晋升体系，建立相对稳

定的高水平外聘兼职教师队伍等。

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制度体系。

例如，完善分层分类教师评价体系，

细化设置各类型教师工作中教学、

科研、创表实践和社会服务等内容

所占考核权重比例；积极探索“人才

特区”政策，在全校范围内形成追求

卓越、鼓励冒尖的氛围等。

强化激励约束，大力优化人才环

境。例如，完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将

师德师风建设贯穿于教育教学、科学

研究、创表实践和社会服务全过程；完

善人才联系服务制度，强化学校领导

联系专家人才制度，建立人才跟踪联

络制度，积极发展高层次人才入党；深

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重实

绩、重贡献，向高层次人才倾斜的分配

机制，提高高水平成果奖励力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