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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前 言

兰州大学艺术学院成立于 2001年，为兰州大学重点建设的学院之一，

是一个专业起点高、充满艺术活力的学院。学院依托百年学府的深厚文化

积淀和学科优势，汲取地区深厚的传统文化，探索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新型艺术学院办学模式，培养专业过硬、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学养完善

的复合型、创新型高层次专业艺术人才。

艺术学院历年来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工作，通过与校外企事业单位之间

的合作交流，为学生搭建优质的实习实践平台；学院整体部署、深度挖掘、

全员参与，充分发挥和整合就业资源，为毕业生拓宽就业信息渠道，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根据就业新形势不断优化课业结构，切实提高毕业生的专

业素养，致力于培养一批专业素质硬、政治素养强、艺术品位高的优秀复

合型艺术人才。

学院自建院以来，毕业生广泛分布于国内高校、部队、专业院团、新

闻媒体、研究所及其他相关企事业单位，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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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生基本情况

1.1 学科建设基本情况介绍

学院设有美术与设计研究所、音乐研究所，下设视觉传达设计、环境

设计、音乐表演、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方向，拥有音乐、艺术设计专业学

位硕士点，音乐学学术学位硕士点，并建有视觉传达、环境艺术、音乐表

演、舞蹈表演的国内外艺术交流实践平台。

1.2 毕业生规模和结构基本情况

1.2.1 学历分布

2016届毕业生共 141人，其中本科生 137人，占毕业生总数 97.16%，

音乐学硕士研究生４人，占毕业生总数 2.84%。

1.2.2 性别分布

艺术学院 2016届本科毕业生中男生 54人，女生 83人，男女性别比为

1:1.54。其中，艺术设计专业男女性别比为 1:1.13，音乐表演专业男女性别

比为 1:2.5。2016届硕士毕业生中男生 1人，女生 3人。

表 1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性别结构

专业 男 女 合计

艺术设计 38 43 81

音乐表演 16 40 56

音乐学研究生 1 3 4

总计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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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民族分布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中，汉族有 133人，占 94.33%，少数民族有 8

人，占 5.67%。

表 2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民族统计表

民族 人数 民族 人数

汉族 133 满族 2

回族 1 壮族 1

藏族 1 蒙古族 3

1.2.4 生源地分布

2016届毕业生生源地中，华北（河北、内蒙、山西）36人，占总人数

25.5%，华中（湖南、河南）11人，占总人数 7.8%，西北地区（陕西、甘

肃、青海）46人，占总人数 32.6%，东北地区（辽宁）18人，占总人数 12.8%，

西南地区（四川、重庆）11人，占总人数 7.8%，华东地区（山东、安徽、

江苏）19人，占总人数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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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政治面貌情况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共有党员 31人，其中本科毕业生党员 28人，

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的 20.4%；硕士研究生党员 3人，占毕业研究生总人数

的 75%。

表 3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政治面貌统计表

学历层次 中共党员
中共

预备党员
共青团员 群众 合计

本科生 17 11 106 3 137

研究生 3 0 0 1 4

总计 20 11 106 4 141

2. 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2.1 毕业生整体就业情况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 141人，其中升学 30人，占 21.28%；出国（境）

深造 7人，占 4.96%；各类就业 98人，占 69.50%。

截至 2016年 12月 12日，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5.74%。

表 4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表

学历 专业 毕业人数 升学比例
出国（境）

比例
就业比例

总落实

比例

本科
音乐表演 56 32.14% 7.14% 57.14% 96.43%

艺术设计 81 14.81% 3.7% 76.54% 95.06%

硕士 音乐学 4 — — 100% 100%

合计 141 21.28% 4.96% 69.50% 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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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毕业生就业去向分析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中，有 69.50%选择了就业，共计 98人。其中，

签订就业协议的 62人，占 63.28%；签订劳务合同的 6人，占 6.12%；自主

创业和自由职业的 25人，占 25.51%；从事地方基层项目（大学生村官）2

人，占 2%；应征入伍的 2人，占 2%；其他形式的 1人，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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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结构统计表

就业类型/专业分类 音乐表演（本科） 艺术设计（本科） 音乐学（硕士）

签就业协议 21 41 -

签合同 2 2 2

自主创业&自由职业 7 17 1

地方基层项目 1 1 0

应征入伍 1 1 0

其他形式 - - 1

合计 32 62 4

2.2.1 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艺术学院 2016届已就业毕业生所选择就业单位的性质，涉及科研设计

单位、中初教育单位、其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各类其他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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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统计表

专业类别
科研

设计

中初

教育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其他

企业
部队 村镇 其他 合计

音乐表演（本科） - 5 - - 15 1 1 10 32

艺术设计（本科） 3 - - 1 36 1 1 20 62

音乐学（硕士） - 1 1 - 1 - - 1 4

总计 3 6 1 1 52 2 2 31 98

从总体上来看，民营企业以及各类艺术教育培训机构是艺术学院毕业

生就业的主要渠道，其中不乏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由大学

生自主创业所创办的琴行、画室、文化创意公司等；在全面加强和改进学

校美育工作的政策背景下，中初级教育单位也是我院毕业生就业时积极尝

试的方向之一；响应国家号召，鼓励大学生当村官、应征入伍，也是我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呈现多元化的一个表现。

2.2.2 就业单位区域分析

表 7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生源地和就业地域统计表

地区/专业 音乐表演 艺术设计 音乐学（硕士） 合计 所占比例

华东 7 8 - 15 15.31%

华南 1 2 - 3 3.06%

华北 4 12 1 17 17.35%

华中 - 3 - 3 3.06%

西南 1 6 - 7 7.14%

东北 6 2 - 8 8.16%

西北 13 29 3 45 45.92%

合计 32 62 4 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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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分析，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区域分布中，西北占 45.92%，

其次是华北、华东、东北、西南、华中、华南。该分布与学院的人才培养

定位和生源结构相符。坚持“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学校和

学院为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此外，灵活

就业的学生在毕业当年留在兰州本地工作的人数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由职业的学生在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后，会逐步离开兰州前往生源地或

其他城市就业。

2.3 毕业生升学深造情况分析

艺术学院 2016届本科毕业生中，共有 30名学生选择了升学深造，占

毕业生总人数的 21.28%，7名学生选了出国（境）深造，占毕业生总人数

的 4.96%。选择在国内深造的毕业生中，“985”高校占 70%；选择出国深造

的 7人中，音乐表演专业 4人，艺术设计专业 3人。硕士毕业生中，无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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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造学生。

表 8 艺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升学深造主要去向

兰州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中南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深圳大学 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理工大学

格林卡音乐学院 杜塞尔多夫大学

2.4 未就业毕业生情况

根据统计数据，截止到 12月 12日，我院 2016届本科生有 6名尚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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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就业。根据教育部“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的要求，学院重视离校时未

就业毕业生情况，持续关注这部分学生的动态。其未就业原因主要为继续

参加研究生考试和公职单位招考。学院与这部分学生建立了联系渠道，将

继续密切关注待就业毕业生的情况，为其提供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

3. 艺术学院促进学生就业工作主要举措

3.1 夯实专业教育，增强就业竞争力

学院不断完善教学条件、加强师资力量、优化课程结构，切实增强毕

业生市场竞争力。先后在甘肃歌舞剧院、敦煌职业技术学院、兰州创意文

化产业园、兰州市第十四中学等地建立就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搭建实习实

践平台，着力提升学生的艺术表现力和综合素质。

学院重视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举办院内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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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鼓励学生参加艺术实践和国际、国内权威专业比赛，坚持“以赛促教”，

提高师生艺术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增强了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3.2 强化全面育人，促进多元化就业

学院从新生入学起，及时跟进职业生涯教育，通过职规课程、专家讲

座、新老生交流、艺术实践等形式，帮助学生明确职业发展路径。在督促

学生加强专业学习的同时，鼓励学生参加校园活动、创新创业项目、社会

实践、担任学生干部等，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技能，锻炼其意志品质，为

学生适应就业多元化趋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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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整合就业资源，拓展就业渠道

学院充分发挥校友资源、教师资源、实习基地资源以及校内资源，搭

建就业信息平台，扩大就业信息数量，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平

台。学院派出专业老师、学工人员赴全国各地开拓就业市场，就业联络员

将招聘信息及时传达给毕业生，积极向合作单位推荐毕业生，配合用人单

位做好宣讲、面试等工作，达到校企双赢的成效。

3.4 端正就业期望，鼓励灵活就业、创业

学院引导毕业生积极转变就业观念，秉持先就业再择业的理念，鼓励毕

业生扩大就业选择面，参与就业竞争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避免好高骛远。

对于就业意愿不强、存在就业困难的学生，学院重点关注和帮扶，保障其

顺利就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背景下，选择自主创业、自由职

业也成为艺术类毕业生就业趋势之一。学院依托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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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兰州创意市集，为学生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拓宽就业渠道。

3.5 鼓励升学深造，巩固就业保障

学院积极指导推免生寻找深造机会和出路，鼓励未能获得普通推免资

格且符合其他条件的毕业生，积极尝试创新型人才推免、支教团选拔以及

辅导员选留等机会。学院为选择考研或出国深造的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备

考环境，专业老师、班主任、辅导员提供指导，同学之间相互扶持、鼓励。

每年考取研究生、出国（境）深造的毕业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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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来就业趋势和工作思考

第一，培养优秀复合型艺术人才。学院将进一步加大师资队伍建设

和经费投入，从文化课、专业课、课外生活、实习活动等多方面，提升

学生的专业能力、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夯实学生的综合素质，将学生

培养成为优秀的复合型艺术人才，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

第二，扩展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学院将狠抓教学实践环节，扩展实

习基地，将校外实习与校内学习紧密衔接，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通过校院两级结合，主动与校外资源牵头联系，为学生建立优质、

长效的教学实践基地。

第三，搭建校企双赢合作平台。学院将更加积极主动地与用人单位

建立联系，组织学生开展实习实践，整合各类资源，多渠道创造艺术相

关专业的就业机会。同时开展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满意度反馈调研，优

化培养模式，不断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第四，继续做好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从学生入学伊始，引导学生

树立职业生涯规划意识，注重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的双重

提升，帮助其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和技巧，使学生能够顺利地走向

社会，迈出成功的第一步。

兰州大学艺术学院

201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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