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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在音乐和舞蹈学领域中从事教学、科研与编创的高级专门人才，硕士学位获得者

应具备以下条件： 

1.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具有集体主义观念；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身

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较系统地掌握所从事的研究方

向的专业内容，具有独立完成较高水平学术论文的科学研究能力，并能胜任高等音乐舞蹈院校的

教学与科研工作、表演团体的艺术监制工作。 

二、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3 年。在规定基本年限内，未达培养要求的，可以申

请延长学习年限，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延长期满仍未完成学业者，按退学处理。延长学习

年限的学生须按学年交纳延长期学费。 

三、研究方向 

1.中国音乐史论与民族音乐学研究 

对中国古代至现当代的音乐艺术进行深入的史论研究，以山西音乐艺术文化、民间音乐艺术

研究为特色，探索我国音乐艺术发展与民间音乐传承的规律，并为建设山西文化大省服务。 

2.音乐心理学与音乐美学研究 

对音乐创作、表演以及接受的个体或社会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探索音乐现象的心理规律；

同时对音乐现象整体展开美学理论研究，探究音乐评论的理论前提。 



3.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 

    对中外现当代音乐作品的形态以及视唱练耳、和声、曲式教学进行深入研究，并紧密结合具

有我省三晋文化特征的音乐创作，探索将世界前沿的作曲技术理论与我国、我省民族风格的音乐

相结合的新路。 

4.音乐表演与理论研究 

对声乐、器乐艺术的表演理论与教学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重点为我省培养高级的音乐教学

和舞台编创人才。 

5.山西民间舞蹈研究 

在对我国民间音乐舞蹈进行整体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索山西地方舞蹈艺术的特征与规律，

为建设山西文化大省提供舞蹈科研与编创人才。 

6.舞蹈编导研究 

对舞蹈艺术的创作、表演理论与教学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重点为我省培养高级的舞蹈教师

与舞蹈编创人才。 

四、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参见附表“教学进度表”） 

2.补修课程 

以同等学力入学和跨专业考入的音乐类硕士研究生，必须补修本科阶段的视唱练耳、和声、

曲式三课程，舞蹈类硕士研究生，必须补修西方舞蹈史、中国舞蹈史、民族民间舞三门课程。 

五、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 

（一）科研实践 

时间：第二学年内 

要求：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可与学位论文写作内容相结合，也可参加导师或导师指定的课题

组的科研项目，并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科研实践结束后要写出总结报告，教师予以评阅考核。

考核合格记 1 学分。也可以通过举办音乐会的方式（需向老师提交音乐会排演报告）替代科研实



践。 

（二）教学实践 

时间：第三学年内。 

要求：组织研究生为本科生教授音乐或舞蹈学专业课程的部分章节，或辅导本科生的实习、

实践等，总时数不少于 18 课时。采取分散安排的方式。研究生的教学实践活动纳入教研室教学工

作，在教研室统筹安排和导师指导下进行。教学实践结束后要写出教学总结报告，交导师评阅考

核。考核合格记 1 分。 

（三）学术活动 

时间：第二、三学年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 10 次以上（其中 2 次为跨二级学科）的学术活动，其中,校外学术活

动至少 1 次。要求每次活动须写出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学术活动包括参加音乐比赛、参与舞台

监制、举办个人学术报告、文献报告，参加学术报告会、学术前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

暑期学校等。需填写“硕士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申请答辩前交所在院

系研究生管理部门记载成绩。学术活动达到规定要求的记 2 学分。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开题 

时间：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末公开完成。 

要求：本专业所有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先由研究生报告学位论文设想（见山西大学硕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再由导师（组）提出修正完善意见。最后填表，并连同开题报告会议记录

（复印件）报研究生处备案。开题报告的审查应重点考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

研究设计能力。 

（二）预答辩 

时间：第三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一个月内 

要求：预答辩是对硕士生学位论文提交正式审核之前，所在培养单位和导师对即将毕业硕士

生的学位论文所做的最后一次自我把关。其主要目的是对该学位论文是否已经达到本学科对硕士



学位论文的水平要求进行自我诊断，尤其是对该学位论文的论据的真伪、可靠性等进行甄别和把

关。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应由导师主持，指导小组成员和本学科专家参加，也可根据需要邀请校

内外其他专家参加。 

（三）论文评阅 

培养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人员对本单位硕士学位论文进行评阅，学校随机抽取部分论

文外审盲评。论文评阅有关规定详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四）论文答辩 

一般在最后一个学期末进行。有关要求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七、必读书目和主要学术期刊 

威廉·弗莱明【美】：《艺术与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 

田本相:《世界艺术史》,东方出版社 

陆弘石等:《中国艺术简史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 

杨荫浏：《杨荫浏全集》，江苏文艺出版社 

黄翔鹏：《黄翔鹏文存》，山东文艺出版社 

彭吉象等：《中国艺术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上海音乐学院 

钟子林:《二十世纪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 

约翰·怀特著，张洪岛译：《音乐分析》，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前：《音乐表演艺术论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林惠详：《文化人类学》， 商务印书馆 

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彭  锋：《美学的意蕴》，中国人民大学音乐出版社 

蒋  菁：《中国戏曲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 

袁静芳:《民族器乐》          



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 

吕艺生：《舞蹈学导论》，上海音乐出版社 

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 

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青弋：《西方舞蹈史纲》，上海音乐出版社 

牛宏宝：《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青弋：《中外舞蹈作品赏析》， 上海音乐出版社 

隆荫培  徐尔充：《舞蹈艺术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 

彭吉象：《艺术概论》，人民出版社 

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 

资华筠、王宁:《舞蹈生态学》，文化艺术出版社 

章建刚、王亮等：《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期刊文献 

《音乐研究》        中国音乐家协会 

《中国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音乐艺术》        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学院学报 

《天籁》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黄钟》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音乐探索》        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交响》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