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与影视学 

代码  1303 

 

一、 培养目标 

本学科以戏剧和电影、电视的创作与研究为主导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够从事

戏剧与影视的创作、教学与研究，广播电视艺术事业的节目制作、管理、新闻、出版、文化交流

等相关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电视台、电影制片厂、文艺团体、文化管理机构、

报刊杂志社、高等院校及相关单位从事戏剧影视创作、编辑、管理、教学以及理论研究工作。具

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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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掌握一门外国语； 

4、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5、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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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影视创作与研究 

在同类型教育中，本学科方向的特点是：研究与创作并举，注重戏剧影视在当今文化氛

围中之生态学研究，研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与规律，重视扎实的基础和开阔的视野。具

有戏剧影视创作经验的教师团队作为教学科研支撑力量。戏剧影视叙事学研究、戏剧影视剧

创作研究是本学科方向的主要优势。 



 

 

2、传统文化与影视艺术 

本学科方向坚持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为基础性依托，立足于山西大学文学院百

余年来的历史文化积淀，在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影视产品生产的重要价值的同时，将

影视艺术教育与传播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视学生人文精神的提升。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研究生培养模式。 

3、电影美学 

研究影视艺术基本规律和特性问题，注重影视特征与欣赏规律的美学审视，追求文学

与影视之间的双向对流，探索具有文本阐释的批评方法，以介入中外影视与之进行艺术和思

想的对话，注重培养学生艺术理论素质。本专业以电影、电视为考察对象，研究影视艺术发

展变化的规律，旨在繁荣当代戏剧影视创作与评论。 

四、 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参见附表 “教学进度表”） 

   2、补修课程：中外电影史、中国戏曲史 

五、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 

专业实践：戏剧与影视学的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通过专业实践环节。专业实践经考核

合格者，取得相应的学分。专业实践内容包括戏剧与影视创作、电影、广播电视艺术的编导与

制作等，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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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

可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的参加。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科研实践与“三助”（助教、助研、助管）

工作相结合，根据戏剧与影视学的学科的特点和硕士研究生的情况，确定采取的形式，并根据

有关规定具体负责安排、检查、指导和考核。 

学术活动：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为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创造条件，积

极开展内部定期学术交流。学术活动包括举办个人学术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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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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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达到规定要求的记 2 学分。要求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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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调查：本学科注重田野调查，引导硕士生切实掌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训

练其田野作业技能，使其学会将文献、文物、田野调查结合以相互参证的“三重证据法”，提

高其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2）论文在理论上应有一定新见解，或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意义和价值；  

（3）为了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论文工作必须有一定的工作量，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一般不少

于一学年；  

（4）论文工作期间，导师要全面掌握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进度，加强指导、督促和检查；  

（5）硕士学位论文的其它要求参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一）论文开题：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尽早确定

论文选题范围，并在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应由培养单位组织公开进行。  

（二）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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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实验、计算、模拟等结果及有关引

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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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评阅，研究生学院随机抽

取部分论文外审盲评。论文评阅的有关规定详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中学位论文

评阅部分。 

（四）论文答辩： 

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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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书目与主要学术期刊： 



 

 

必读书目： 

1、《中国戏曲通论》 张庚、郭汉城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2、《戏剧艺术通论》 周安华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3、《戏曲剧本写作教程》郝荫柏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年版 

4、《影视艺术概论》 袁玉琴、谢柏梁主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年版 

5、《当代广播电视概论》 陆晔、赵明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6、《中国影视艺术简史》 谢柏梁、袁玉琴主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年版 

7、《西方先锋派电影史论》 华明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年版 

8、《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 沈国芳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年版  

9、《节目主持艺术学》 魏南江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年版 

10、《当代港台电影研究》 孙慰川著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 年版  

11、《戏剧学研究导引》吕效平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2、《20 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 解玉峰著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13、《中国戏剧史新论》周华斌著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14、《中国电视戏曲研究》  杨燕著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5、《元人杂剧选》  顾颉刚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6、《曹禺经典戏剧选集：纪念曹禺先生诞辰百年》 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 

17、《宋元戏曲史》王国维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18、《唐戏弄》任半塘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19、《傩戏艺术源流》  康保成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20、《宋金杂剧考》胡忌著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21、《影视美学》彭吉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2、《电影美学导论》金丹元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23、《电视艺术美学》高鑫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年 

24、《影视编导教程》桂青山著 黄会林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5、《影视制片管理教程》李稚田著 黄会林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6、《影视语言教程》李稚田著 黄会林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7、《影视美学教程》史可扬著 黄会林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8、《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学术期刊： 

1、《当代电影》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2、《电影艺术》    中国电影家协会 

3、《舞台艺术》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 

4、《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5、《文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 

6、《戏剧》        中央戏剧学院 

7、《戏剧艺术》    上海戏剧学院 

8、《中国戏剧》     中国戏剧协会 

9、《中华戏曲》     山西师范学院戏曲研究所 

考核方式：要求硕士生定期提交书面的文献阅读报告，并检查读书笔记；至少撰写专业文献综述

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