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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简介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是安徽省唯一一所公办综合性全日制高等

艺术院校，其前身是安徽艺术学校，创办于 1956 年。学校 1958

年升格为安徽艺术专科学校，1959 年皖南大学艺术系并入后成立

安徽艺术学院，1963 年为贯彻八字方针，安徽艺术学院调整恢复

为安徽艺术学校。1996 年安徽艺术学校与安徽大学联合开办安徽

大学艺术学院，开始招收本、专科生。2003年 6月经安徽省人民

政府批准将安徽省电影学校并入，成立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建校

60 年来，学院肩负着为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艺术，培养艺术类专

门人才的重任，根植于安徽丰厚的文化土壤，孕育了自身的办学

传统和办学特色，成为安徽文化艺术人才培养的基地。  

学院下辖宣城路和丹霞路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170.4亩，建筑

面积 97130平方米。在校生 3000多人，包含本科、专科、高职、

中专四个办学层次。现设置美术、戏剧、音乐、舞蹈、综艺、基

础教育部六个系（部）和一个国际与继续教育学院，开设音乐表

演、戏曲表演、舞蹈表演、表演艺术、美术和艺术设计等 19个专

业（其中省级特色专业 2个），构建了音乐、戏剧、舞蹈、美术、

影视艺术、艺术设计 6大专业群。戏曲表演专业和舞蹈表演专业 2

个“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

目”通过专家组验收。 

学院英才云集，名师荟萃。在编教职工 300 多人，其中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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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260多人，具有高级职称 60多名。先后聘请周小燕、姜若瑜、

梁伯龙、朴东升、余秋雨、彭家鹏、袁运生、宋飞、徐昌俊、徐

淑英、王中山、崔新琴、马梅、焦小健、李文、解晓东、吴亚玲、

黄新德等 40余名专家学者为学院客座教授。 

春风化雨，桃李芬芳。在 60年的办学过程中，学院为社会培

养了众多优秀的艺术人才，许多人已成为国家和省内外文艺单位

的艺术骨干和颇有成就的艺术家。先后涌现出我国第一位琵琶女

博士李景侠，第一位扬琴女硕士李玲玲，第一位唢呐硕士隋景山，

著名作曲家、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徐昌俊，著名民族管乐演奏家、

教育家吴安明，著名歌唱演员马梅、迟黎明、张燕、王莉，著名

歌星解晓东；黄梅戏“五朵金花”马兰、吴琼、杨俊、袁玫、吴

亚玲，梅花奖得主黄新德、李龙斌、蒋建国、李文等；中国舞蹈

家协会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刘敏，中国舞蹈家协

会副秘书长、青年舞蹈家夏小虎，北京舞蹈学院艺术实践中心主

任、青年舞蹈家胡淮北，中央芭蕾舞团首席编导费波；画家朱松

发、徐德隆、葛新民等一大批知名人士。 

近年来，学院坚持以人为本，以质立校，求实创新，严抓管

理，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走出了一条面向社会需要，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具有鲜明办学特色和艺术专业优势的办学新路。学院

先后与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安徽大学等院校联合开展

艺术成人本科教育。2008 年学院成立国际艺术学院，先后与澳大

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中央昆士兰大学联合开办艺术类“3+1”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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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连读、“3+1+1”本硕连读校际交流项目。学院注重学生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连续冲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

部文华艺术院校奖 “桃李杯”舞蹈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国校园戏剧节、“荷花奖” 全国舞蹈比赛、“戏剧小梅

花”、“CCTV 杯”舞蹈比赛、全国美展等一系列国内重大艺术赛

事，并不断摘金夺银挂铜。先后组织学生参加安徽省 11届运动会

开闭幕式文艺演出、全国第四届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文艺演出、

中博会文艺演出、铜陵市建市 50周年演出、奥运会开幕式的暖场

演出、建国 60周年花车巡游、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农民歌会、花

鼓灯会、上海世博会安徽活动周演出等，承办安徽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安徽省文化厅主办的“校园大舞台—徽风皖韵进高

校”系列大型文艺演出。学院多次代表国家和安徽省组团出访法

国、德国、韩国、乌克兰、波兰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

加强了国际间及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60 年来，学院汇集了安徽文艺界的精英，积淀了厚重的人文

底蕴和艺术氛围，培育了 “勤奋、感悟、励志、创新”的学院精

神。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学院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建设“国内一流艺术职业院校”为目标，提升内涵与拓展外延并

举，不断提高学院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在稳定中发展，在

创新中前进。  

 

二、2016届毕业生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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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毕业生情况 

2016年，我院有音乐表演（含戏曲音乐）、艺术设计、平面设

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影视动画、美术、人物形象设计、主持

与播音、编导、影视表演、戏曲表演、舞蹈表演、空中乘务、文

化市场与管理、表演艺术、摄影摄像技术等 16个专业学生毕业，

毕业生 916人，其中，美术系 364人，音乐系 117人，戏剧系 84

人，舞蹈系 78人，综艺系 227（含滁州分校表演艺术专业 19人），

国际艺术学院 31人，戏曲系 15人。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2016届各专业系毕业生图示 

 

2.2毕业生就业情况 

在 916名毕业生中，就业 776人，升学 60人，创业 10人，

出国 11人，入伍 3人，共计 860人，毕业生就业率 93.9%。分专

业毕业生就业率见下表。 
 

2016届毕业生各专业系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表 

系别 专业 毕业生 就业 升学 创业 出国 入伍 就业率 

舞蹈系 舞蹈表演 78 63 4 4 1 3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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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院 
音乐表演 16 10 3 0 3 0 100% 

多媒体 15 8 1 2 4 0 100% 

戏曲系 
戏曲表演 10 3 7 0 0 0 100% 

戏曲音乐 5 3 1 0 0 0 80% 

音乐系 音乐表演 117 104 12 0 1 0 100% 

戏剧系 

主持与播音 35 26 1 1 0 0 80% 

影视表演 15 8 5 0 0 0 86.7% 

人物形象设计 27 26 1 0 0 0 100% 

编导 7 4 1 0 0 0 71.4% 

综艺系 

文化市场管理 48 44 1 0 0 0 93.8% 

摄影摄像 33 33 0 0 0 0 100% 

空中乘务 75 67 0 1 0 0 90.7% 

表演艺术 52 50 0 1 0 0 98.1% 

美术系 

多媒体设计 72 63 5 1 0 0 88.9% 

影视动画 69 61 2 0 0 0 91.3% 

公共艺术设计 68 55 5 0 1 0 95.8% 

美术 21 18 0 0 1 0 90.5% 

平面设计 134 113 11 0 0 0 92.5% 

滁州分校 表演艺术 19 17 0 0 0 0 89.5% 

合计 916 776 60 10 11 3 93.9% 

 

 

三、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要特点 

3.1学院领导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 

学院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成立了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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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长，各专

业系党总支书记和分管学生工作主任、学生处、教务处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的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领导。领导小组定期召开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研究毕

业生就业创业形势，查找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部署下一步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各专业系成立相应组织，负责

具体实施。在就业创业工作中，学院积极落实人员、经费到位，

保障就业创业各项工作的开展；每年均拨出专项经费用于举办就

业市场的工作，多途径、多渠道吸纳用人单位前来毕业生就业市

场选拔毕业生，为毕业生就业搭建平台。 

3.2  落实毕业生就业创业规定 

学院严格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精神，加强就业创业指导人员队伍建

设，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配备 2 名人员专职从事毕业生就业指

导工作。就业指导人员积极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各种就业创业培

训，及时制定全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计划，传达上级关于毕业

生就业创业会议、文件精神，指导各专业系按照上级的要求开展

毕业生就业创业。各专业系也都根据本毕业生情况，安排班主任

辅导员对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指导进行指导，保证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有人抓，把各项规定、政策落到实处。 

3.3  积极开展就业创业教育 

我们把《职业生涯规划》课和《就业创业指导》课作为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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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课时量，落实人员开展教学。坚持

从新生进校开始，对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我们以重人的个

性、重人的发展为根本，教育学生把职业发展看作一个长期的、

连续的过程，贯穿大学教育阶段甚至贯穿人的一生，帮助学生自

觉地围绕就业有目的地进行学习与实践。大三开设就业创业指导

课程，同时配合开展就业形势分析、就业政策分析、求职技巧等

教育课程，将就业指导课和社会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帮助学

生正确地把握社会就业形势和国家有关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树

立正确的择业、就业、创业观念和就业取向，以保证顺利就业和

创业。我们还开展了“用人单位调查问卷”、“大学生就业意向

问卷调查”活动，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学生的就业意向，有针

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 

3.4  加大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建设 

我院从实际出发，主动适应高职教育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

需要，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建立毕业生实习基地。以实训基地

为依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组织学生实习基地各工作岗位

开展就业顶岗实习活动。通过实习，一方面，使毕业生能够理论

联系实际，积累工作经验，适应实际工作，提高从业能力；另一

方面，使用人单位深入了解考察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扩大选人视

野，建立较为稳定的人才输送渠道，为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和人

才资源优化配置创造条件，促使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方共赢。2016

年，我们在已经建立的 30多个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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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苏州市歌舞剧院、张家港市文化馆、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

视城艺术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建立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 

3.5  继续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寻求“订单式”教育的长效机

制建设，使“订单式”教育成为学院艺术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方

式。几年来，学院先后为蚌埠市泗洲戏剧院、黄山市文化局、安

徽省徽京剧院、合肥市庐剧院、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亳州市委宣

传部、江西鹜源县文化局培养了泗洲戏专业、黄梅戏专业、庐剧

专业、徽剧专业、京剧专业、戏曲音乐专业二夹弦专业等多个专

业的学生。这一培养模式既解决了学生就业，又推动了地方文化

事业的发展，也是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最好支持。2016

年，我院又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进行合作，签订了招生协议并进

行定向招生。还为厦门航空公司招收、培养 60名定向生，凡经选

拔符合厦门航空公司用人标准的考生，在完成规定的学业和业务

考核后，将直接被厦门航空公司录用。“订单式”培养艺术人才，

解除了毕业生就业的后顾之忧。 

3.6  加强学生的艺术实践工作 

学院努力推进教学、科研、实践一体化，实行课堂教学与舞

台实践、社会实践相结合，以艺术实践为突破口，促进教学、编

创的跟进和提高。一是积极参加艺术比赛，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相继参加了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2016 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表演、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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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艺术专业技能大赛(戏曲表演)”、 2016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决赛（安徽赛区）、第五届中国校园戏剧节

等等一系列国内重大艺术赛事，并不断摘金夺银挂铜。二是参加

重要的演出活动，先后组织学生参加了学院 2016年招生专场演出、

纪念“五四”运动 97周年演出、2016届毕业典礼演出、“校园大

舞台——徽风皖韵进高校”合肥幼儿师范专科学校专场演出、纪

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5周年专场演出、2016级新生开学典礼文艺演

出和 2017届安徽省艺术类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演出。三是在校内

定期开展“励志杯”专业比赛。这些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

学生的舞台实践，为毕业生成功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学院坚定地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培养市场需要的实用型、应

用型人才为目标，在使学生真正地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的同时，

大力开展职业资格培训，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学院依托承担的

文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积极开展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训和鉴

定，使毕业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又可获得国家认可的职业

资格证书，大大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 

3.7  强化就业文化建设 

积极开展各种就业活动，促进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和学院学生

社团的发展。学院除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

职业素质教育外，以就业为主线广泛开展科技、文化、社会实践

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成立动漫社、爱心社、街舞

社等学生社团，开展“三走”等系列体育文娱活动，培育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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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3.8  组织举办毕业生就业市场 

学院大力培育毕业生就业市场，搭建多功能平台，拓展毕业

生就业渠道。在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指导下，从

2002 年开始，学院承担起举办全省艺术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工作任

务，以后坚持每年定期召开全省艺术类毕业生就业市场，通过承

担全省艺术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工作，不断总结经验，丰富展示内

容，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建立和完善以学校为主，各级地方用人

单位为辅，“市场引导、学院搭台、各系唱戏”的毕业生就业市

场模式，充分调动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就业结构，

实现了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的“无缝对接”。2015年 12月中旬，学

院举办了“2016 届安徽省艺术类毕业生就业市场暨安徽艺术职业

学院毕业生供需见面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文工团、专业艺术

院团、文化传媒公司、艺术培训机构、大中型企业等 150 余家用

人单位参会，为毕业生提供岗位 1000余个。此外，各专业系结合

本系毕业生专业情况，有针对性的组织相关用人单位来校开展专

场招聘，有力地促进了毕业生学生充分就业。 

3.9  加强就业创业理论研究 

2016年 5月我们成功申请了《2016年全国高校就业创业指导

课程特色教材课题》，课题目前已经完成，等待结项，同时我们从

艺术类高职院校的特点出发，进行量身定制，编写一本针对艺术

类高职院校毕业生创业特色的，针对性、时效性更强的教材《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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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类大学生创业指导课程》，从理论上系统的对学生创业进行指

导，加强国家积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政策的宣传力度和优秀校

友自主创业案例进行启发引导，本教材现已交给光明日报出版社

印制之中，从下学期开始正式投入使用，这对缓解我院毕业生就

业形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毕业生就业相关分析 

4.1  毕业生生源地情况 

2016 届毕业生由安徽、河南、福建、山东、湖南、山西等六

省生源组成，其中，安徽籍毕业生 889 人，河南籍毕业生 8 人，

福建籍毕业生 4人，山东籍毕业生 5人，湖南籍毕业生 3人，山

西籍毕业生 7人。 
 

2016届毕业生源地情况表 

安徽省 河南省 福建省 山东省 湖南省 山西省 

889 8 4 5 3 7 

 

 

4.2  毕业生男女生情况 

2016届毕业生中，男生 355人，女生 561人；男生已就业的

有 334人，女生已就业的有 526人；未就业的男生有 21人，女生

有 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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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届毕业生男女生情况及就业情况 

男  生 女  生 

已就业人数 未就业人数 已就业人数 未就业人数 

334 21 526 35 

 

 

4.3  毕业生就业区域情况 

2016届已经就业的 776名毕业生中（不含升学、创业、出国

和入伍毕业生，下同），在省外就业的人数为 112人，占 14.4%；

在本省其它地市就业的人数为 127人，占 16.4%；在合肥市当地就

业的人数为 537人，占 69.2%。 
 

2016届毕业生就业区域图示 

 
4.4  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 

2016 年，我院毕业生就业主要分布在文艺团体、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教育培训、部队、交通运输、航空运输、企业等行业。 
 

2016届毕业生就业流向表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 国家机关 文艺院团 事业单位 民营企业 小型企业 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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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9 8 30 17 418 78 171 

 

4.5  毕业生就业形式情况 

2016年，我院 776名毕业生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有 530人，

占就业人数的 68.3%；签订就业协议的有 243 人，占就业人数的

31.3%；出具就业证明的有 3人，占就业人数的 0.4%。 
 

2016届毕业生就业形式表 

签订劳动合同 签订就业协议 出具就业证明 

530 243 3 

 

4.6  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度 

根据毕业生就业岗位，我们将与学生所学专业与从事的工作

分为相关和不相关两个层级，2016 届我院毕业生专业相关人数为

519人，占就业人数的 66.9%；不相关人数为 257人，占就业人数

的 33.1%。 

2016届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度图示 

       
4.7  毕业生就业渠道情况 

根据就业工作实际情况，我们将毕业生就业分为、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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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直接向用人单位推荐、网上招聘、社会关系介绍其它等五

个渠道，2016届我院毕业生就业为直接向用人单位推荐的 246人，

占 31.7%；网上招聘的 150人 19.3%；社会关系介绍的 201人，占

25.9%；就业市场招聘的 144人，占 18.6%；其它 35人，占 4.5%。 

2016届毕业生就业渠道图示 

     
4.8  毕业生月收入情况 

我们将毕业生月收入分为 1000 元—2000 元、2001 元—3000

元、3001元—4000元、4001元—5000元和 5001元以上五个档次，

根据毕业生的反馈情况，我院 2016届毕业生收入在 1000元—2000

元之间的有 149人，占 19.2%；在 2001元—3000元之间的有 346

人，占 44.6%；在 3001元—4000元之间的有 189人，占 24.4%；

在 4001元—5000元之间的有 44人，占 5.6%；在 5001元以上的

有 48人，占 6.2%。 
 

2016届毕业生月收入情况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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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毕业生未就业情况 

在 916名毕业生中，有 56人还未就业，其中，无就业意愿的

28人，准备专升本的 19人，就业困难或正在求职的 9人。 
 

2016届毕业生未就业情况表 

无就业意愿 专升本 就业困难 

28 19 9 

 

4.10 毕业生满意度情况 

我们就毕业生对目前就业岗位满意度、学院课程设置满意、

对学院的满意度等方面，向毕业生发放跟踪调查问卷。按照毕业

生 10%的比例，共发放调查问卷 100份，收回 92份，综合毕业生

反馈情况，毕业生对学院的满意度为 96.7%。具体情况见下表。 
 

2016届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问卷情况 

毕业生对现在的工作 

很满意 37% 

满意 58.7% 

不满意 4.3% 

毕业生选择现在的工作 待遇好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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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对口 12 % 

发展前景好 59.7% 

认为学院课程设置 

合理 83.7% 

不合理 3.3% 

尚需要调整 13% 

对学院的满意度 

满意 88% 

基本满意 8.7% 

不满意 3.3% 

 

4.11  用人单位满意度情况 

为真实了解学院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的情况，进一步提高毕业

生就业质量，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办学水平，我们按毕业生

的 10%比例向用人单位发放《用人单位对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2016

届毕业生满意度调查表》，共发放 100 份，收回 96 份，用人单位

对学院毕业生的满意度为 98%。 
 

用人单位对 2016届毕业生满意度情况表 

项    目 满意 基本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思想道德品质 99% 1%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93.8% 4.2% 2%  

团队合作精神 91.7% 6.3% 2%  

专业知识结构 98% 2%   

敬业精神 93.8% 5.2% 1%  

在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90.6% 9.4%   

学习和创新能力 92.7% 7.3%   

对单位的贡献 88.5% 8.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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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能力 94.8% 4.2% 1%  

动手能力和吃苦精神 86.5% 9.4% 4.1%  

是否胜任现在的工作 97.9% 2.1%   

贵单位总体上对我院毕业生感到 96.9% 3.1%   

 

 

五、对毕业生就业的趋势性研判 

2016 年，受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用人单位岗位需求减少等影

响，特别是专业艺术院团人才需求的下降，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与

去年相比有所降低。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 795万

人，此外，还有往届未就业的毕业生和海外留学生归国，毕业生

就业将面临空前的压力。但是，只要学院根据市场需求，加大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力度，一是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大力推进毕业

生到基层就业，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拓就业岗位，扎实做好

大学生征兵工作，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二是推进大学生自主创

业。要将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融入到人才

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完善细化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弹性学

制管理、保留学籍休学创业等政策，做好创业指导服务；三是提

高就业指导水平和服务能力。要建立毕业生求职意愿信息数据库

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数据库，加强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和学科

建设，对困难群体毕业生实行“一生一策”动态帮扶，配齐配强专

兼职就业指导教师。四是支持和鼓励毕业生专升本。对那些家庭

经济条件较好、不急于就业，希望取得较高学历后再就业的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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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帮助他们专升本继续深造，我们相信 2017年我院毕业生仍将

保持较高的就业率。 

 

六、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是在保证专业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加大对文化课的教学力

度。近年来，随着经济下滑的影响，毕业生就业压力加大，加上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学历的要求，致使我院一部分毕业生选择专升

本学习。这就要求学院对文化课教学进行改革，加强文化课教学，

使这些选择专升本学习的毕业生升学有望。 

二是进一步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教育，特别是大力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依据职业目标

规划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并为获得理想的职业做好积极准备；转变

学生就业观念，使广大树立大众创业、万从创新的就业观和“先

就业、后择业、再创业”职业选择策略；加大创新创业教育，建

立院、系两级创新教育平台，加强学院创意园建设，让更多学生

进创新课堂，进创新平台，进创意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