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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中国乐派音乐理论基础课程建设》获评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

创新项目”（高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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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和声课程建设》获评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

改革创新项目”（徐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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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西方音乐史教学综合资料建设》获评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

新项目” （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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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高校音乐类专业质量保障体系研究》获评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

革创新项目”（吴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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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基于“中国乐派 8+1 思政+X”课程体系改革的音乐学专业本科教学创

新与实践》获评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毕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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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北京高校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科类 B组一等奖（袁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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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北京高校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科类 B组二等奖（王

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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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第一届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副高组三等奖（卞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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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第一届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级组二等奖（刘音铄）



47

46．“第一届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级组二等奖（宋心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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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刘诚、胡廷江、韩冰、倪一珍、罗麦朔、

郭震、王中山、高缨、赵云红、周俣辰、郭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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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北京高校“优质本科教材课件”（白杨、邓慧萍、袁昊昱、袁环、张桂

萍、龚元、王以东、陈楠、孔奕、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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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外重要赛事

49．第十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一名（龚爽，民族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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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一名（于海洋，民族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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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一名（马小明，民族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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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器乐电视大赛第一名（刘宇，二胡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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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二名（毛一涵，民族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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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二名（姚伊新，弹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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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二名（黄晓晴，二胡演奏）



62

56．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李博文，钢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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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第 22届斯克里亚宾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李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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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西班牙 2020古典音乐星耀奖国际音乐大赛”最佳演奏家称号（要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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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019年德国 OPUS KLASSIK PRIZE”最佳室内乐奖（黄滨；亚历山大苏

莱曼，室内乐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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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演出与实践

60．为中美元首演奏“编钟礼乐”



67

61．建党 100周年鸟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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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建国 70周年天安门广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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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体系本科教学曲目展演——中国音乐学院

国乐系青年教师教学示范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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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体系本科教学曲目展演——中国音乐学院

管弦系教师教学示范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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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体系本科教学曲目展演——中国音乐学院

钢琴系与管弦系学生实践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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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国乐名家教学示范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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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研项目

67．《中国乐派研究》获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王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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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中国声乐艺术研究》获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王士魁)



76

69．《中国皮影艺术传承创新研究》获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黄虎)



77

70．《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研究》获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傅利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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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声音生态与当代社会音乐文化建设》获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

点项目(刘嵘)



79

72．《中国古代军乐文化研究》获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任方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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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二胡表演艺术人才培养》（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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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民族管弦乐《意象丝路•龟兹盛歌》（张尊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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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传统乐器数字博物馆传播平台建设》（李

子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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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古代诗词歌曲演唱人才培养》（王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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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歌剧流派研究》（康啸)



85

78．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杜

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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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风搅雪”音乐现象研究》（徐

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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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媒体报道与相关研究

80．央视网：如何发出“强国音”？看看“中国乐派 8+1、思政+X”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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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音乐学院举行“中国乐派 8+1、思政+X”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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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人民资讯：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 8+1、思政+X”课程体系建设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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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刘勇.“中国乐派”要懂中国乐理 要培养中国乐感[J].中国音

乐,2021(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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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术会议

101．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 8+1、思政+X”课程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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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体系全国研讨会暨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

专业建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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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因疫情原因延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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