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创作、毕业论文相关规定 

 

鉴于本专业表演实践的特殊性质，毕业以毕业音乐会形式予以考核，不另设论文要

求。本专业分为两个方向：音乐演奏艺术方向和电脑音乐制作方向，以下分别列出： 

 

一、音乐学专业音乐演奏艺术方向 

（一）毕业音乐会的要求与规范 

毕业音乐会是音乐学专业表演方向人才培养方案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毕业生

表演技法综合能力和音乐诠释素养的检验。可以说，它是本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设置

的终极目的，也是对于四年专业表演技法训练学习的一个展示和总结。 

在学生专业老师的指引之下，毕业音乐会的曲目选择不仅需包含学生擅长的风格流

派，还需包含学生在本科教学中的必修功课，使其在选择上避免单一片面。 

曲目的选择应切合学生的技术程度，避免过难、过易。在诠释处理上，需在遵照风

格流派的基本要求上，结合自我音乐素养作合理的艺术发挥。 

本科毕业音乐会在选曲上提倡多样性及风格对比，既能充分反映学生表演技能的长

处，又能满足作为专业表演学生的必修范围。 

（1）背谱演奏体现任意三个不同时期风格中外作曲家的曲目（选自巴洛克、古典、

浪漫、印象、现代），作品类型不加限定，其中中国曲目最多一首。 

（2）演奏时间程度为 45 分钟左右，最多不得超过 60 分钟。 

本专业方向无本科论文要求。学生需撰写音乐会曲目研究说明，即对于所表演曲目

历史背景、作曲家生平及风格、曲式和声等一系列与曲目有关的内容进行文字说明。长

度为 2500 字左右。需有个人鲜明论点，严禁抄袭。如有违规，以零分记。格式参照“毕

业音乐会作品说明模板（音乐演奏艺术方向）”。 

毕业音乐会以公开音乐会的形式，在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统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时

间通常为 5 月份。地点为艺术学院排练厅或其他校内场馆。对于场地的准备必须在专业

老师的指导监督下完成。 

（二）毕业音乐会指导教师 

介于本专业的特殊性，毕业音乐会的指导教师定为学生的专业乐器指导老师。 

（三）时间与进度安排与过程管理 

1．选择曲目： 

学生应在第七学期第六周结束前(10 月中旬)完成曲目选择，需按标准节目单格式打



印存档，其中一份提交至专业老师，一份提交至学院教科办，一份自己保存。 

2．中期审查： 

于第七学期末进行中期审查，检查学生对音乐会曲目的准备进度。 

3．音乐会曲目研究撰写阶段： 

于第七学期末进行中期进度检查，具体时间提前一周通知。 

4．完成音乐会曲目研究： 

4 月中旬，学生向专业老师及学院教科办提交音乐会曲目研究说明（光盘刻录电子

版，盘面注明姓名、学号、作品主题、日期）。 

5．音乐会曲目演前审查： 

演前两周，审查是否达到表演水准。 

6．音乐会： 

5 月中旬或下旬。 

7．毕业答辩： 

毕业展开始后一周内。 

（四）评分标准与要求 

1．毕业音乐会总分构成（满分 100 分） 

（1）曲目选择（评审申报材料；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10%） 

（2）中期审查（制作实地考察；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10%） 

（3）演前审查（制作实地考察；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20%） 

（4）音乐会（现场评审；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60%） 

 2．音乐会曲目研究说明总分构成（2 学分，满分 100 分） 

（1）文字说明（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50%） 

（2）毕业答辩（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50%） 

（五）毕业音乐会答辩点评 

毕业展开展后一周内，由毕业创作暨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每位学生音乐会曲

目研究说明相关内容，拟出 3 个答辩题目，准备答辩点评。 

答辩小组至少由 3 人组成，答辩组长为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答辩开始前 5 分钟将

答辩题目交给学生准备，答辩时由一名教师为主提问人，其他教师补充，每个问题答辩

时间陈述不少于 5 分钟。答辩过程由专人记录。答辩结束后要进行认真讨论、研究，评

定答辩成绩，并撰写答辩评语。 

 



二、音乐学专业电脑音乐制作方向 

（一）毕业创作 

本科毕业创作的内容倡导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思想及创作方法，提倡内容的多样化和

音乐表现的创新性。要将创作题材的广泛性，风格的多样性、及个人音乐的独创性相结

合，充分体现本科毕业生的专业创作水平。   

    毕业创作选题形式可在以下三种中选择： 

1．原创音乐作品系列： 

（1）独立创作，要求风格多样化； 

（2）完成所有作品的作曲、编曲、录音、混音工作； 

（3）总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2．多媒体配乐系列： 

（1）独立创作，完成所有多媒体配乐音乐部分的作曲、编曲、录音、混音工作及

音效部分的制作； 

（2）音乐总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3．原创音乐与多媒体配乐系列： 

（1）独立创作，完成所有原创音乐和多媒体配乐音乐部分的作曲、编曲、录音、

混音工作及音效部分的制作； 

（2）音乐总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其中原创音乐或多媒体配乐不能少于 10 分钟。 

    每个毕业创作系列需附带完成一份毕业创作报告，内容为展现作品的创意思路走向

与所使用到的详细技术说明，篇幅为 2000～3000 字。 

    每个学生只能单独承担一个毕业创作项目，同时参与多个项目者不另记分或加分。 

毕业创作最终需以毕业作品音乐会的形式展现，上交存档的音频格式为 WAVE,视频

格式为 AVI/MOV/MPEG/；刻录为 CD 或 DVD。技术报告需以论文的格式提交，具体格

式标准请参考暨南大学教务处规定的 “本科生毕业论文模板”。 

（二）毕业作品音乐会 

毕业作品音乐会是作曲与电脑音乐制作专业毕业生展示在校专业学习成绩的重要

形式，必须在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统一规定的时间内举办。毕业作品音乐会通常在 5 月份

举办，举办地点为艺术学院演奏厅。音乐会的布置、作品演出的形式设计及演出的音响

效果将进入现场评审的范围，分数计入毕业创作的总分。 

（三）毕业创作指导教师 

对于缺乏创作与论文写作经验的毕业生来说，确定由专门教师进行创作指导是十分



必要的。根据学生选择创作内容与题材，每一个方向分别安排 l—2 名具有中级或副高级

以上职称的教师作为主导老师。指导教师必须先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创作方法、创作技

巧和步骤上有计划的进行指导，自始至终负责指导全面毕业创作工作。指导教师指导毕

业创作计入工作量。 

（四）时间与进度安排 

1．开题报告：学生应在第七学期第六周结束前（10 月中旬）完成毕业音乐会的开

题。 

2．开题评审：学系于第七学期第七至第八周内组织“毕业创作开题报告评审会”，

会后公布评审结果与修改意见。评审合格者经双向选择配备专业指导老师，开始毕业创

作和毕业论文撰写；评审不合格者，根据修改意见进行调整，两周后再审。 

3．毕业创作阶段：期间安排中期进度检查（开题评审会后一个月）与后期进度检

查（学期末，寒假前），具体时间提前一周通知。 

    4．完成毕业创作与创作报告：4 月中旬，学生向学院教科办提交完整毕业创作作品

与技术报告（光盘刻录电子版，盘面注明姓名、学号、作品内容、日期），学院组织展

前评审。 

    5．毕业作品展：5 月初开始毕业作品音乐会的准备工作，5 月中旬举办。 

    6．毕业答辩：毕业作品音乐会结束后一周内。 

（五）评分标准与要求 

1．毕业创作总分构成（8 学分，满分 100 分）：  

（1）开题报告（评审申报材料；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10%） 

（2）中期进度检查（制作实地考察；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10%） 

（3）后期进度检查（制作实地考察；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10%） 

（4）音乐会前评审（评审提交之最终作品；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60%） 

（5）毕业创作作品音乐会（现场评审；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10%） 

2．创作报告总分构成（2 学分，满分 100 分）： 

（1）开题报告（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20%） 

（2）创作报告内容与毕业答辩（满分 100 分，占总分的 80%） 

（六）毕业答辩 

毕业展开展后一周内，由毕业创作暨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每位学生毕业创作

和创作报告的相关内容，拟出 3 个答辩题目，准备答辩。 

答辩小组至少由 3 人组成，答辩组长为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答辩开始前 5 分钟将



答辩题目交给学生准备，答辩时由一名教师为主提问人，其他教师补充，每个问题答辩

时间陈述不少于 5 分钟。答辩过程由专人记录。答辩结束后要进行认真讨论、研究，评

定答辩成绩，并撰写答辩评语。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二〇一六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