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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艺苑花频开 不惑之年愈风采

——代引言

邓也穆

在风光旖旎的长春市南湖之滨，座落着一所名闻遐迩的艺术

院校，它就是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艺术学院已经走过40年的历程。这40年，大致可以划

分为4个阶段：1958—1965年是初创和探索阶段；1966—1976年

是“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阶段；1977—1987年是整顿和初步改

革阶段；1988—1998年是深化改革、各项事业迅速发展阶段，也

是吉林艺术学院建校40年采最兴旺、最有效益、最有影响的历史

时期。

10年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

学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吉林艺术学院全院教职员工共同努力，艰

苦工作。在改善办学条件，优化办学格局，升华办学层次。增强

办学实力，持续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成就和突破性进展。

(--)办学格局得到更新。学院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育人宗

旨，致力于建设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市场经济发育需求的办

学格局和运行机制。10年来，学院调整了专业结构。拓宽了一些

专业口径，增设了新专业，组建了美术设计系，由1978年的4个

·】 。



系13个专业，拓展到5个系(音乐系、美术系、美术设计系、戏

剧系、舞蹈系)24个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上，注重体现基础

性、综合性、前沿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更新并扩充专业内涵。经

过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呈现出新的优势和活力。学院相继获得

音乐学、美术学、戏剧戏曲学3个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使办

学的层次结构得以升格，运转更为顺畅。全日制教育和成人教育

并举，办学形式结构得到优化；艺术师范专业保持一定规模，使

艺术基础教育有所强化；创建了新的办学辅助形式，增强了办学

效益与活力。一个开放式的办学格局，正在形成之中。第一，专

业涵盖面有所拓宽，学科专业之间的渗透力量明显增强，使吉林

艺术学院在1997年全国性的专业调整中，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

第二，办学区域和教学空间有较大拓展。南北校区的建立，既给

学院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也为学院创立新的办学体制和培养模式

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第三，建立了成人教育学院，并在海

南、大连等地建立了联合办学网点，开创了成人高等艺术教育的

新格局。第四，对外联络与交流日益增强。吉林艺术学院同南京

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建立了交流协作关系，同国内多数艺术

院校和各大学的艺术专业建立了学术信息互通网络。近年间，同

韩国庆星大学、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乌克兰敖德萨音乐学院以

及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造型艺术学院、加拿大里贾纳大学艺术学院

建立了校际友好与交流关系，同境外一批有影响的艺术团体和艺

术专家增进了往来。

(二)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吉林艺术学院办学的基础条件和设

施比较差，因此学院一直把改善办学条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1995

年，学院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购买了占地5800平方米的南校区，

并新建教学楼5000平方米，院内接接3000多平方米。10年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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