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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荣芬稼
《域奶瓜她囤◎润醯骤勉逦卿◎曙似贼

中央音乐学院由1940年建立的国立音乐院等几所音乐教育机构于1949年合并组建而成，是一所培养高级专门

音乐人才的高等学府，先后被列为国家重点大学、 “21 1工程”建设院校、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校教学层次完整、音乐学科专业齐备。在“音乐与舞蹈学”重点学科下设有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

演、音乐学理论研究3个传统优势子学科和音乐教育、音乐与科技、音乐传播与艺术管理3个新兴子学科，共有20

个本科专业方向；为适应社会对音乐人才培养新需求，学校还将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作为高精尖专业重

点建设；形成了附小一附中一本科一硕士一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层次。学校拥有1 3个教学单位。3个重点研究基

地——音乐学研究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中国民族音乐)、 “一带一路”音乐交流发展研究中心。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近年来，新增国家“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

才、大国工匠、新世纪优秀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人民教师、教学名师、先进

工作者共28人，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近年来，师生在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克林

根塔尔国际手风琴比赛、意大利国际圆号比赛、德国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等国际重大比赛中屡拔头筹，荣获奥斯

卡奖、普利策奖、德国古典回声奖等国际大奖，国内“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金钟奖、金唱片奖、金鸡奖

等。2012年以来获得2600余个奖项，特别是在声乐、圆号、中提琴国际重大比赛中取得历史性突破。

学校拥有强大的音乐创作阵容，推出了数十部具有中国风范、面向新时代、面向世界的交响乐、歌剧等优秀

作品，在北美、欧洲等地首演或巡演，扩大了中国音乐艺术创作表演在世界的影响力。

新时期，学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人民艺术观，

发扬弘艺追j虱明德近道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高精尖、多样化、国际性的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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