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首大学艺术硕士(音乐领域)学位
音乐会基本要求

吉首大学艺术硕士声乐演唱、器乐演奏和音乐创作专业方向研究生的学位音乐

会,是检验学生专业能力和学识水平的重要依据。学位音乐会须体现一定的历史意义

或现实意义,以及一定的创新性;应体现出申请人对本专业领域较为深广的认知和理

解;能反映出申请人良好的技术驾驭力、想象力和艺术诠释力;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功效

及社会影响。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的文件精神,对吉首大学艺术硕士(音乐领域)学位音乐会作以下规定与要求。
一、学位音乐会类型

(一)作品演奏(唱)音乐会

作品演奏(唱)音乐会是器乐演奏、声乐演唱方向艺术硕士研究生根据专业实训课

程设计的曲目内容,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呈现。
(二)原创作品音乐会

原创作品音乐会是音乐创作方向艺术硕士研究生根据专业课程要求的创作作品,

以音乐会或音频的形式呈现。
二、形式与内容要求

(一)作品演奏(唱)音乐会

器乐演奏、声乐演唱方向的艺术硕士研究生须在学校学习期间提供两场不同作品

的演奏(唱)音乐会,第一场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在第3-4学期内完成;第二场必须在

第6学期先于论文答辩前完成,每场音乐会个人纯演奏(唱)时间不少于40分钟(两场

音乐会累计时长不得少于80分钟)。

作品演奏(唱)音乐会以独奏(唱)、重奏(唱)或室内乐、协奏等表演形式完成。曲

目的风格应包括多个时期和多种流派,且至少有2首(部)20世纪以来的经典作品以及

1首(部)现当代的优秀作品。美声唱法曲目可在古典、浪漫、现代三个时期的作品中选

择(曲目须包含中国作品1-2首),外国作品必须用原文演唱。民族唱法曲目须包括

古曲、民族歌剧,其中必须有1-2首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声乐作品。
(二)原创作品音乐会

音乐创作方向的艺术硕士研究生原创作品音乐会提交的室内乐作品、声乐作品、

民族器乐作品必须以音乐会的形式呈现;大型管弦乐作品可提交纸质文稿和音频。两

场音乐会所创作作品表现时长总和不少于30分钟。创作作品须包含独立创作的室内

乐编制作品1至2部,大型管弦乐队作品1部,运用本土民族音乐创作的声乐作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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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以上作品中须包含对声乐和民族乐器的运用。

三、学位音乐会的质量要求

声乐演唱、器乐演奏、音乐创作方向艺术硕士研究生的学位音乐会曲目的选择与

设计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综合训练基本要求。根据学位音乐会的类型将从以下

三个方面对学位音乐会的质量进行综合考量。
(一)作品演奏(唱)音乐会

1.音乐会的设计与组织———要求设计书完整且具操作性;组织工作安排有序。

2.专业综合能力———音乐会必须体现表演者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表达作品较全

面的演奏(唱)技术技巧,同时具备良好的舞台表现能力。

3.音乐会效果———要求舞台表现效果好,表演者和现场观众有较好的沟通与交

流,具有较好的艺术价值,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
(二)原创作品音乐会

1.音乐会的设计与组织———要求设计书完整且具操作性;组织工作安排有序。

2.专业综合能力———音乐会必须体现个人较高的创作水准,能够运用所学的创作

理论和写作技巧知识对本人的创作作品进行理论阐述。

3.音乐会效果———要求舞台表现效果好,作品内容能够与现场观众产生共鸣,具
有较好的艺术价值,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

四、学位音乐会的评价

艺术硕士研究生的学位音乐会均采用毕业考核委员会现场评分制度,校内、外毕

业考核委员会成员总人数不低于5人,其中校外相关领域的专家人数不低于2人。评

价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五、学位音乐会的归档要求

学位音乐会需提交毕业音乐会设计书、申办登记表、任务书、中期检查表、毕业音

乐会记录、质量考核表、节目单、指导情况登记表以及音乐会视频光盘及音乐会现场照

片。原创作品音乐会还需提交作品的音频、纸质原稿及电子版(图片格式)。

六、器乐演奏、声乐演唱方向学位音乐会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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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音乐会
设计

与组织

15%

曲目的选择
与设计

1、音乐会表演形式包含以独奏(唱)、重奏(唱)或室内乐、
协奏等完成。
2、曲目的风格应包括多个时期和多种流派,且有2首
(部)20世纪以来的经典作品以及1首(部)现当代的优
秀作品。
3、美声唱法曲目设计必须有1-2中国作品,外国作品必
须用原文演唱。
4、民族唱法曲目设计必须有1-2首湘西地区少数民族
声乐作品。

10分

组织与安排
音乐会的宣传、礼仪、舞台工作人员、安保等方面安排落
实及工作职责明晰,组织工作安排有序。 5分

专业
能力

65%

专业技术能力

1、作品演奏(唱)的完整性、流畅性;
2、作品技术技巧掌握的熟练程度;
3、节奏与速度、力度与音色、音准与音质等方面的准确
把握。

25分

作品理解能力
1、准确地表达作品中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要求;
2、准确地诠释不同流派的音乐特点;
3、准确地把握作品的音乐风格,体现表演者的个性特点。

20分

舞台驾驭能力
1、有饱满的表演热情和精神风貌;
2、演出服装与音乐会主题相吻合;
3、具有良好的与观众交流能力。

20分

整体
效果

20%

音乐会形式
1、音乐会设计主题明确;
2、整体结构设计科学、合理; 5分

音乐会舞台效果
1、音乐会演出的舞台效果良好;
2、音乐会表演形式多样化。 5分

社会反响
社会、行业范围中有一定的反响,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
好评。 5分

实际价值
音乐会具有较好的艺术价值,对研究生的学习和实践具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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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创作方向学位音乐会评价指标体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音乐会
设计与
组织

15%

主题的创意与形式

1、独立创作的室内乐编制作品1至2部,大型管弦乐队
作品1部,运用本土民族音乐创作的声乐作品两首,以上
作品中须包含对声乐和民族乐器的运用。
2、主题旋律新颖,风格鲜明;
3、主题形式完整;

10分

组织与安排
音乐会的宣传、礼仪、舞台工作人员、安保等方面安排落
实及工作职责明晰,组织工作安排有序。 5分

专业
能力

65%

作品结构体裁规
范、旋法鲜明、布
局完善

1、作品体裁符合品种特征,如赋格、合唱、舞曲等;
2、乐句、乐段、节拍等具有传统技法或民族特色或创新元
素特征;
3、结构要素(呈示、发展、再现等)各部分段落清晰,布局
合理;

30分

作 品 创 作 手 法
运用

1、调性、节奏、和声体现传统原则或民族特征或创新;
2、配器色彩丰富,集合传统、民族、创新多种手法;
3、音乐主题发展构思新颖,旋律流畅。

35分

整体
效果

20%

音乐会形式
1、音乐会设计主题明确;
2、整体结构设计科学、合理; 5分

音乐会舞台效果
1、充分表现作品内涵与创作手法;
2、舞台效果显著,演唱(奏)体现作品一定难度。

5分

社会反响
社会、行业范围中有一定的反响,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
好评。 5分

实际价值
音乐会具有较好的艺术价值,对研究生的学习和实践具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5分

  注:音乐会评价采用百分制,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

总分≥90;良好:89≥总分≥85;合格:84≥总分≥80;不合格:总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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