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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招生简章汇总武汉音乐学院是中南地区一所学科

门类齐全、办学特色突出的高等音乐学府。她座落在武昌最

繁华地段的解放路，东临辛亥首义纪念馆红楼，西濒扬子江

，北倚黄鹤楼和长江大桥。院内绿树成荫，湖面微风拂浪，

四处乐韵缭绕。学院历史悠久，校址即原武昌两湖书院旧址

。她的前身可上溯到创办于1920年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1949年成立中原大学文艺学院；1951年改名为中南音乐专

科学校；1958年换名为湖北艺术学院。1985年定名为武汉音

乐学院。学院1956年招收本科生，1979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1999年通过“法学”门类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并正式招生。学院学科专业

目录调整前有七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新的学科专业目录下达

后，对应调整为两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学院现有在职教职

工447人。其中，教师274 人。教师队伍中，现职教授22人，

副教授91人，共113人。学院现有作曲、音乐学、民族器乐、

钢琴、管弦、声乐、舞蹈等7个系，音乐教育学院以及研究生

部、社会科学部、成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附属小学、音

乐研究所、计算机音乐实验中心等教学科研单位；2003年6月

被定为湖北省“人文社科基地”之一。学院现有在校学

生2863人，其中研究生148人，本、专科生1604人，附中577人

，附小121人，成教学院本、专科生413人。学院有良好的教

学科研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九五”期间和“



十五”前两年的快速发展，固定资产大幅度增加。校园占地

面积已达183.2亩，校舍建筑面积9.2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

资产值1000万余元。图书馆藏书23万余册及唱片、音带、像

带5万多张（盒）。学院建有电化教学中心，计算机音乐实验

中心、音乐声学实验室、数码录音棚。学院还建有悬挂楚曾

百钟且具有一流音响效果的编钟音乐厅等。学院的教育质量

和办学效益日益提高，从195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79年开

始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至今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音

乐艺术人才。不少已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已成为音乐、

艺术院校的教授和副教授，文艺团体的一级或二级艺术家，

以及音乐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中坚力量。 学院在学科建设

中，始终围绕着“一个窗口”（学报《黄钟》，它以严肃的

思想性、深刻的理论性和高品位的学术性，继续成为全国8种

音乐类中文核心期刊之一，作为武汉音乐学院的一个学术窗

口，它已成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之

一，被《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

收录）、“两个拳头”（“东方交响乐团“、“中华编钟乐

团”）、“三个方向”（计算机音乐理论、作曲技术理论、

民族音乐理论）、“四个重点”（作曲、民乐、音乐学、钢

琴四个重点学科）、“六个中心”（计算机音乐实验中心、

许忠钢琴艺术中心、中国音乐考古中心、林耀基小提琴艺术

中心、中国道教音乐研究培训中心、音乐声学实验室）这种

学科建设上的布局开展工作，使学院学科建设在上质量、显

特色、创品牌、出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学院

省级重点“音乐学”学科，立足于音乐基础课理论研究，注

重音乐与科技联姻，传统与现代结合，使多个研究方向相互



支撑，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科研成果向教学转化，促进学科

建设的健康发展，使这个学科不仅在湖北省而且在全国同类

学科中居于领先地位。学院在科研工作中承担并完成了一批

国家级和省部级的重点项目，如编撰《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

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部分条目；《聂

耳全集》和《洗星海全集》部分作品定谱录音的工作、《全

国中、小学生音乐欣赏曲库》音带32盒及《曲库欣赏指南》2

册等。目前，我院在计算机与作曲、演奏的结合，多媒体音

、像、谱的自动生成、转换，作曲技术理论课程计算机辅助

教学软件的开发，作曲技术理论学术数据库、民族音乐文化

与宗教音乐的研究方向，已出版专著12部，在国内外有影响

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其中，曾侯乙编钟乐学、

律学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同行专家誉为“重大发现”和“

有新的突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菲德迈致公

函明确提出：这些成果是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新曙光，归根

结底对世界音乐史的研究有重大影响。我院的道教音乐方面

的研究成果，除在内地，还在我国香港地区及日本、法国学

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学院还依靠自身的学术实力，主办

了两届“武汉国际编钟研究学术会议”、两届“全国和声学

学术报告会”、两届“全国中、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和

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的视唱练耳、长号、圆号、单簧管

学术会议。学院的教师经常出席国际国内各种学术会议，提

交、发表的论文受到与会专家的极大关注。 学院广泛开展国

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已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

兰、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乌克兰、白俄罗斯

等国家的音乐艺术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相互间的往来



、讲学、演出交流活动不断，每年学院派出一些师生出国留

学进修、访问讲学、演出比赛。学院重视师生的艺术实践活

动，成立东方交响乐团、中华编钟乐团、民族室内乐团、合

唱团和附中艺术团、附小艺术团，其中中华编钟乐团与国际

著名音乐家谭盾、马友友合作，曾在美国、英国、法国以及

香港、北京、上海等地演出；东方交响乐团先后在我国北京

、上海、安徽、湖南、大连等演出；2002年，还承担了在湖

北省人民政府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中国新春音乐会”

，先后在德国法兰克福“世纪大厅”和奥地利维也纳“金色

大厅”上成功演出，展示了中国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展示

了中国作曲家在交响音乐创作领域的成果，展示了中国优秀

青年歌家、演奏家的风采，均获得各界人士的好评。学院十

分重视师生员工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开展以“爱国守法、明

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重点的基本道

德规范教育。以师生艺术实践为特色，开展多项校园文化活

动，经常组织师生深入省、市、工厂、大专院校、社区、以

及劳动教养管理单位参加演出。积极开展“文明系、处”和

“文明教研室”的评比表彰活动，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深

入发展。自1999年至今，连续两届获得“省级文明单位荣誉

称号”。查看招生目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