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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 2025 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

各系部研究方向介绍、考试科目说明

一、表演系

1.研究方向介绍

（01）戏剧（影视）表演理论研究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旨在深入学习和掌握现实主义表演创作方法及演员训练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关注与研究不同

风格流派的表演创作方法及演员训练方法的规律特征；启发学生进行创造性、探索性的艺术实践

活动。使学生能够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戏剧表演艺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不仅就表演

艺术自身而论，也能站在世界和本民族戏剧文化的角度观照表演艺术，并且能够横向联系文学、

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多维度探寻表演艺术的创作规律和发展空间。培养

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能理论结合实践，具有高水平创作实践能力的表演艺

术人才。

主要包括表演创作实践、表演基础理论研究、演员训练⽅法研究、表演艺术发展历史与现状

批评研究四个方面。

（02） 戏剧（影视）表演理论研究（台词）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旨在深入学习和掌握现实主义表演创作方法及演员训练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关注与研究不同

风格流派的表演创作方法及演员训练方法的规律特征；启发学生进行创造性、探索性的艺术实践

活动。使学生能够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戏剧表演艺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不仅就表演

艺术自身而论，也能站在世界和本民族戏剧文化的角度观照表演艺术，并且能够横向联系文学、

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类学等相关学科，多维度探寻表演艺术的创作规律和发展空间。培养

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能理论结合实践，具有高水平创作实践能力的表演艺

术人才。

研究探索当代戏剧创作和表演、台词的实践，以及相关的文化历史和传统知识。研究戏剧和

表演本身、表演和台词本身以及与其它学科的相互关系。进行多种台词训练法横向比较研究，以

及对台词发展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22） 戏剧（影视）表演（表演）

专业类别： 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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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演创作实践为主，以实践带动理论研究与开发。旨在提升有创作实践经历的演员的创作

素质、表演技巧和文化艺术修养。以“名家名剧”、“经典戏剧人物”为创作素材，训练演员对

于戏剧作品的理解力和创作“复杂人物形象”的能力。

开拓演员的表演创作思维、创作视野及创作观念。鼓励尝试不同风格流派戏剧的表演创作实

践，了解喜剧，悲剧、正剧、荒诞派戏剧、形体戏剧、独角戏、哑剧等诸多风格化表演创作的艺

术规律特征。培养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文化艺术修养和生活底蕴，掌握娴熟的表演创作技巧，

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民族文化修养的优秀表演艺术人才。

（23） 戏剧（影视）表演（台词）

专业类别： 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以台词创作实践为主，以实践带动理论研究与开发。研究探索当代戏剧创作和表演、台词的

实践，以及相关的文化历史和传统知识。研究戏剧和表演本身、表演和台词本身以及与其它学科

的相互关系。进行多种台词训练法横向比较研究，以及对台词发展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24） 戏剧（影视）表演（形体）

专业类别： 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包括形体表演、形体创作实践、表演基础理论研究、演员形体训练方法研究、演员形体创作

⽅法研究等五个方面。该研究方向旨在指导学生深入学习和掌握表演创作中演员形体训练方法与

创作运用的理论与实践；关注与研究不同风格流派的形体表演创作方法及演员形体训练方法的规

律特征。

（25） 戏剧（影视）表演（声乐）

专业类别： 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学生掌握表演中声乐方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对西方歌剧和中国新民

族唱法歌曲风格理论知识的掌握和演唱能力，同时在中国诗词演唱上进行深入研究，训练中国诗

词新唱方法。

（26） 偶剧表演与设计

专业类别： 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学生掌握偶剧基础理论、了解偶剧创作规律，关注当代偶剧艺术创作的进展与动向，

具备一定的偶剧导、表演创作技巧和偶剧制作能力，逐步养成偶剧艺术创作思维。

（27） 相声创作表演

专业类别： 戏曲与曲艺(专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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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声表演创作实践为主，以实践带动理论研究与开发。旨在提升有相声创作实践经历的演

员的创作素质、表演技巧和文化艺术修养。以“经典曲目”、“表演流派”为基础，结合现实生

活为创作素材，训练演员对于曲艺相声作品的理解力和创作表演的能力。

开拓相声演员的创作表演思维、创作视野及创作观念。故事尝试不同的艺术的创作表演实践，

了解曲艺的其他类型，不同的姊妹艺术：戏剧、戏曲、影视等的表演特点和表演艺术规律。培养

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文化艺术修养和生活底蕴，掌握娴熟的曲艺相声创作表演技巧，具有国际

化视野和民族文化修养的优秀曲艺相声创作表演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戏剧（影视）表演理论（业务课二）：考查考生对表演艺术基础理论知识的运用，主

要包括对考生演出创作实践活动的分析、对观摩活动的分析、对于戏剧及表演艺术发展现状的思

考、对于表演艺术理论中的重要核心问题的辨析与阐释等。

（2）偶剧表演与设计理论(业务课二）：考查考生对偶剧表演与设计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

度与运用，对中外偶剧发展史的准确掌握，主要包括对考生偶剧相关演出创作实践活动经历的了

解和理论总结、对偶剧演出传统剧目和当代演剧的观摩、分析和思考，对偶剧史论和创作理论重

点问题的阐释。

（3）相声创作表演理论(业务课二）：考查考生对于曲艺相声创作表演的基础理论和历史知

识的掌握程度与运用，对中国传统曲艺相声的创作表演的发展及现代流变有准确的掌握，主要包

括对考生曲艺·相声相关创作演出的实践活动经历的了解和理论总结、对曲艺·相声的传统曲目

和当代曲目的观摩、分析和思考，对曲艺相声创作表演的史论和重点问题的阐释。

3.部分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演员自我修养》（一、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3）《演员创造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4）《戏剧表演基础》,梁伯龙、李月主编

（5）《表演考学教学问答》,张仁里著

（6）《舞台语言基本技巧》,中央戏剧学院编

（7）《中国傀儡戏史》，叶明生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8）《傀儡戏考原》， 孙楷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9）《杖头木偶制作技艺与传承研究》，封保义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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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曲艺概论》，侯宝林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11）《相声艺术漫谈》，马季，广东人民出版社

（12）《中国相声史》，倪钟之，武汉大学出版社

二、导演系

1.研究方向介绍

（03）戏剧导演理论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导演专业学术型硕士（戏剧导演理论）。培养掌握坚实的戏剧基础理论并熟悉创作规律，了

解当代戏剧创作的进展与动向，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具有较全面的文史哲相关知识，能从事导

演史论研究、导演创作相关理论研究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进一步强化专业基

础理论，增强对具有学术意义的课题的兴趣，在对所选课题的研究中形成较新颖、独特观点，在

三年的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为独立开展导演艺术研究做好全面准备。

（28）戏剧导演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导演专业艺术硕士（戏剧导演）。培养掌握坚实的戏剧基础理论与创作规律，了解当代戏剧

创作的进展与动向，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具备熟练的导演创作技巧、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较

强的实践能力，能从事戏剧导演创作、研究及教学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进一

步强化专业基础理论，掌握戏剧导演、表演的基本理论与艺术技巧，掌握导演创作规律，具备独

立进行导演创作的能力，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养成导演创作思维，为从事导演创作做好全

面准备。

（29）民族化演剧导演创作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导演专业艺术硕士（民族化演剧导演创作）。培养掌握熟练的戏剧导演创作技巧，熟知戏剧

导演创作原理与戏剧理论知识，具有较为宽广的艺术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较强的实践能

力，能从事戏剧导演创作、研究及教学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深入研究民族戏

剧导演、戏剧表演及相关理论、技巧；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历史与传统，坚持艺术

创作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时代性有机统一，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全面掌握舞台艺术

创作技巧，钻研高峰艺术作品的创作途径，完善演剧艺术的创作思维，充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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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戏曲表演等的深入学习和研究，通过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更好地把握中国戏剧

的精髓和特色。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2.考试科目说明

（1）导演构思（业务课二）：根据提供剧本中所指定的片断：①结合全剧对主要人物进行

分析。②结合全剧对片断进行导演构思。

3.部分参考书目

（1）黄佐临 《导演的话》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

（2）焦菊隐 《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

（3）《〈茶馆〉的舞台艺术》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0 年

（4）张骏祥 《导演术基础》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3 年

（5）苏民等 《论焦菊隐导演学派》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 年

（6）《〈龙须沟〉的舞台艺术》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7 年

（7）焦菊隐 《焦菊隐文集》一、二、三、四、五、六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年

（8）黄佐临 《我与写意戏剧观》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年

（9）杜定宇 《西方名导演论导演与表演》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 年

（10）于是之等 《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北京出版社 1995 年

（11）徐晓钟 《向表现美学拓宽的导演艺术》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6 年

（12）鲍黔明等 《导演学基础教程》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年

（13）杨硕等 《中国当代戏剧演出作品分析教程》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20 年

三、舞台美术系

1.研究方向介绍

（04）舞台美术史论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一定的理论研究能力、较强创造性思维，能够独立完成舞

台美术史论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0）舞台美术(舞台设计)

https://changping.zhongxi.cn/opac/openlink.php?author=%E5%BC%A0%E9%AA%8F%E7%A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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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舞台设计相关工作的高

层次专门人才。

（31）舞台美术(灯光设计)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舞台灯光设计相关工作

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2）舞台美术(灯光与影像)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造性思维，能够独立完成灯光与多媒体整体视觉设

计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3）舞台美术(舞台造型体现)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舞台造型体现相关工作

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4）舞台美术(人物造型)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人物造型设计相关工作

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5）舞台美术(舞台技术)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舞台技术相关工作的高

层次专门人才。

（36）舞台美术(演艺影像设计)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演艺影像设计相关工作

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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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舞台美术(演艺声音设计)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造性思维，能够独立完成演艺声音设计相关工作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舞台美术理论（业务课二）：主要考查学生对于专业创作实践的思考以及理论上的总

结和论文写作等能力。

（2）声音艺术理论（业务课二）：主要考查学生对专业创作实践的思考以及理论上的总结

和论文写作等能力。

3.部分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版

（2）《美术辞林•舞台美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版

（3）《舞台美术史概要》上卷，[苏]阿•维•雷诃夫著，中央戏剧学院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版

（4）《西方演剧艺术》，[瑞士]阿庇亚等著，吴光耀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版

（5）《充满符号的戏剧空间》胡妙胜著，知识出版社，1985 版

（6）《舞台设计创作论》徐翔著，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 版

（7）《舞台美术设计基础》，孙大庆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 版

（8）《音乐剧调音—百老汇戏剧音响技术指南（第 2 版）》，[美]香农·斯莱顿，杜思亮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 版

（9）《扩声手册（第 2版）》[美]加里·戴维斯，冀翔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版

（10）《沉浸式声音：双耳声和多声道音频的艺术与科学》，[美]阿格妮丝卡·罗金丝卡、

[美]保罗·格 冀翔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版

（11）《视听：幻觉的构建》，[法]米歇尔·希翁，黄英侠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版

（12）《声音设计理论与实践》，[澳]利奥·默里，黄英侠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 版

（13）《音响系统设计与优化》，[美]鲍勃·麦卡锡，朱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版

四、戏剧文学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F%E3%C5%A9%A1%A4%CB%B9%C0%B3%B6%D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C%D3%C0%EF%A1%A4%B4%F7%CE%AC%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0%A2%B8%F1%C4%DD%CB%BF%BF%A8%A1%A4%C2%DE%BD%F0%CB%BF%BF%A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A3%C2%DE%A1%A4%B8%F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FB%B0%C2%A1%A4%C4%AC%C0%E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AB%B2%AA%A1%A4%C2%F3%BF%A8%CE%F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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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向介绍

（05）戏剧学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该方向开设相关戏剧理论研读、戏剧批评实践课程。从具体的戏剧作品入手，引导学生分析

戏剧的流变以及相关的戏剧流派及其特点，戏剧流变与整体艺术理论转换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

对整体的理论发展历史尤其是对现代戏剧理论和批评、戏剧学有相对清晰的了解，并对其中的部

分内容、相关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能运用史论知识从事相应的戏剧实践工作。

（06）戏剧理论与批评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旨在培养具备整体把握戏剧史和戏剧理论能力、具有一定艺术鉴赏和理论批评能力的人才。

需要具备古、今、中、外戏剧史论和批评的基础知识，把握戏剧发生、源起、内涵以及史论和批

评概念。同时具有一定作品阅读和鉴赏的能力，熟悉中外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

感受力。尤其是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西戏剧史论与批评的发展需要有深入的了解。

（07）中国戏曲史论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该方向旨在培养对中国戏曲有浓厚兴趣、并立志在此领域进行进一步学习和较深入的探索与

研究的青年学子、为与此领域相关的单位和部门培养最基础的工作者，为我国戏曲领域的建设与

发展输送人才。戏曲史论方向要求学生热爱戏曲，专注力高、定力强，对学生的古典文学、历史、

哲学与艺术素养等都有较高的要求。

（08）中国话剧史论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了解中外戏剧史基本框架，尤其是中国话剧史的发端、发展、普及和当代演进过程，话剧形

式、内容演变的基本规律，话剧史各大转折点的重要事件、重要作家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提

出个人见解。具备较高剧本研读能力，对剧目有个人判断和见解，能够理解剧目传达意图，理解

背后深层次含义，并能够准确、清楚地表达自己对剧本，对剧目的认识和理解。

（09）中国话剧演出史论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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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院学科建设不断深化，中国话剧研究已经向综合、全面的思路上发展提升。在我院中

标的国家级项目中，已将“话剧作品”打包成一个整体，涉及编剧、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等各

子门类，要求有“一棵菜”的统领，在研究历史发展的中国话剧艺术时，注重了作品在所有戏剧

元素下的综合考量，把“演出史”作为了一个显明的基础研究方向。

考生除了具备比较了解中国话剧史之外，有中国话剧创作实践的经历为优先。

（38）戏剧编剧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该方向旨在为国家培养戏剧影视创作型人才，通过对于经典戏剧影视作品及理论等方面的研

究，在编剧创作实践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并依照训练和要求的不断深入，逐步完成

相应阶段的学习，掌握戏剧影视编剧技巧，提高创作实践能力，最终能够独立完成舞台剧剧本或

电影剧本的创作。

（39）电视剧编剧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该方向旨在为国家培养掌握影视创作基本规律、通悉相关理论知识、适应市场需要的影视创

作型人才。通过对国内外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优秀电视剧、电影作品的学习研究，结合经典编剧

理论的讲授，在编剧创作实践中结合理论研究，逐步掌握编剧技巧，提升实践能力，最终能够独

立完成电视剧剧本或电影剧本创作。

2.考试科目说明

（1）戏剧理论（业务课二）：具有扎实的戏剧学基础知识，掌握戏剧的发生、源起、内涵

及戏剧理论的基本概念；熟悉中西方戏剧发展的历史概貌；对戏剧艺术史上主要的戏剧思潮、戏

剧流派、戏剧现象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戏剧理论家及其理论主张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对它们的基

本特征及其相互关联有个人的判断和见解，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有相对深入的思考；熟悉中外具有

代表性的戏剧家及其戏剧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受力，对某些剧作家和作品有相对深入的了解

和把握，对戏剧作品的鉴赏和批评有个人较为独特的见解，能理论联系实际，把对戏剧理论知识

的理解判断与对戏剧作品的鉴赏、批评有效地结合。有一定的戏剧作品的阅读量；熟练掌握一门

外语；对中西方戏剧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

（2）戏曲史论（业务课二）：该科目主要考查各阶段戏曲史（从戏曲的起源至今）、作家

作品（主要集中在元明清三代，包括元杂剧、明清杂剧、明清传奇作品）。考查学生掌握戏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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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以及对各个时代作家作品（特别是重点作家作品）的

研读和对作品的全方位理解和较深入的分析能力。

（3）中国话剧（业务课二）：该科目主要考查中国戏剧史基本框架、基本规律、重要事实、

重要作家作品。考查考生对戏剧作品的鉴赏力、剧作分析能力和演出艺术的理解力。

（4）戏剧创作（业务课二）：该科目考查考生对于原著剧本具备基本的判断和解析能力，

对于情境的把控能力。善于运用已有的素材表达对于名剧的正确解读，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能

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考题所给出的情境限定、人物限定、字数限定等，按要求完成人物定位

准确、情节相对完整、场面设计合理的戏剧性场面。

（5）电视剧编剧理论（业务课二）：该科目考查学生对提炼主题、塑造人物以及在分场大

纲和剧本场面上的写作能力。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能够根据所提供的故事素材，构架出比较完整

的情境和结构，最终完成结构清晰的分场大纲和生动的戏剧性场面。

3.部分参考书目

戏剧理论

（1）《世界戏剧史》第九版，布罗凯特、希尔蒂著

（2）《西方戏剧演出史稿》吴光耀著

（3）《现代欧美戏剧史》陈世雄著

（4）《西方戏剧-剧场史》李道增著

（5）《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斯泰恩（英文版）

（6）《荒诞派戏剧》马丁.艾斯林

（7）《诗学》亚里士多德

（8）《诗艺》贺拉斯

（9）《汉堡剧评》莱辛

（10）《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阿尔托

（11）《现代戏剧理论》 斯从狄

（12）《布莱希特论戏剧》格洛托夫斯基

（13）《迈向质朴戏剧》格洛托夫斯基

（14）《戏剧符号学》于贝斯菲尔德

（15）《环境戏剧》谢克纳

（16）《形体戏剧简介》西蒙.穆雷

（17）《行为表演美学—关于演出的理论》费舍尔-李希特

（18）《后戏剧剧场》汉斯.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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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史论

（1）《中国戏曲发展史》（1-4 册），廖奔、刘彦君著，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2）《中国戏曲通论》，张庚、郭汉城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 年

（3）《全元戏曲》，王季思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

（4）《六十种曲评注》，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5）《中国戏曲经典》（1-5 卷）郭汉城总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6）《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10 册），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

中国话剧

（1）田本相主编：《中国话剧艺术史》，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

（2）郭富民：《中国现代话剧教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年版。

（3）张殷、牛根富：《中国话剧艺术剧场演出史（1907-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

戏剧创作

（1）（英）威廉·阿契尔：《剧作法》

（2）（美）乔治·贝克：《戏剧技巧》

（3）（美）J．H．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

（4）（美）罗伯特·麦基：《故事》

（5）（德）莱辛：《汉堡剧评》

（6）（英）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戏剧剖析》

（7）（美）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

（8）（美）阿瑟·米勒：《阿瑟·米勒论剧散文》

（9）《西方文论》（上）（下）

（10）《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下）

（11）谭霈生：《论戏剧性》《戏剧艺术的特性》《世界名剧赏析》

（12）祝肇年：《古典戏剧编剧六论》

（13）廖可兑：《西欧戏剧史》（上、下）

电视剧编剧理论

（1）（美）阿瑟•米勒，阿瑟•米勒论剧散文 北京：三联书店，1987

（2）谭霈生，论戏剧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谭霈生，戏剧本体论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4）（美）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

（5）（英）威廉•阿契尔，剧作法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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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廖可兑，西欧戏剧史（上、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7）（美）乔治•贝克，戏剧技巧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8）（美）波布克，电影的元素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9）（德）莱辛，汉堡剧评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0）（美）理查德•布鲁姆，电视与银幕写作——从创意到签约，华夏出版社，2003

（11）（匈）拉约什•埃格里，编剧的艺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12）（美）尼尔•D•克思，编剧的核心技巧，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13）（美）迈克尔•豪格，编剧有章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

（14）雪莉•艾利斯，劳丽•拉姆森，开始写吧——影视剧本创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5）（美）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五、音乐剧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0）音乐剧表演理论研究

专业类别： 艺术学（学术型）

本研究方向旨在培养掌握音乐剧表演和戏剧表演的理论体系，具备将理论应用于创作实践及

理论研究的能力。学生将在学习音乐剧表演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戏剧表演方法及其理论框架，

能够胜任音乐剧及戏剧表演研究等综合性工作，成为具备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40）音乐剧表演

专业类别： 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本方向着重培养学生在音乐剧表演中的专业创造力与综合艺术素养。通过对戏剧与音乐剧表

演理论的熟练掌握及实践演出，学生将能够在音乐剧舞台表演中成功塑造角色形象，具备独立完

成音乐剧表演任务的高素质艺术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戏剧（音乐剧）表演理论（业务课二）：戏剧理论是戏剧及相关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

基础核心内容。在音乐剧表演的研究中，深入理解戏剧表演理论至关重要。只有牢固掌握戏剧表

演的基本原理，才能有效结合音乐剧特有的创作特征，探讨音乐剧表演的创作任务、创作规律及

其独特艺术形式。音乐剧表演作为一种兼具综合性与戏剧性的表演艺术形式，其核心特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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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通过多元化的艺术手段塑造角色。音乐剧表演的显著特点在于歌唱、舞蹈和台词三者在情境

中的有机融合，形成独特的叙事结构与表现手段。

音乐剧表演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如何通过多样化的舞台艺术表现手法，塑造具有鲜明性

格和艺术生命力的舞台角色。因此，考试将侧重考察考生对戏剧表演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以及

相关领域的综合运用能力，特别是对音乐剧表演艺术的深度认知与理解。考生应具备扎实的戏剧

理论基础，良好的音乐素养，并需具备一定程度的音乐剧表演技能。此外，要求考生对音乐剧的

历史发展、经典作品及其代表性人物有深入的了解。

3.部分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年版

（2）《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版

（3）《戏剧表演艺术》梁伯龙、李月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版

（4）《演员艺术语言基本技巧》封锡钧等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年版

（5）《演员创作素质训练》关赢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年版

（6）《音乐剧创作论》廖向红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 年版

（7）《音乐剧演员的培养》刘红梅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8）《音乐剧之旅》周小川、肖梦著，新世界出版社 1998 年版

（9）《音乐剧概论》黄定宇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年版

（10）《百老汇音乐剧》慕羽著，海南出版社 2002 年版

（11）《演员自我修养》（第一、第二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郑雪来译

（12）《演员创造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郑雪来译

（13）《音乐剧表演教程》刘红梅、李雅菂、范卫华、陈宁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六、京剧系

1.研究方向介绍

（41）京剧表演

专业类别： 戏曲与曲艺（专业型）

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京剧专业水平和功底，熟练运用京剧表演理论，具有京剧创作实践能力，

能够完成京剧舞台人物创作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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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科目说明

（1）京剧表演理论（业务课二）：主要考查掌握京剧表演理论知识和京剧表演创作规律的

情况，以及针对京剧的创作特点运用京剧表演规律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能力。

3.部分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中国戏曲通论》张庚、郭汉城，中国戏剧出版社

（4）《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刘彦君，山西教育出版社

（5）《中国京剧史（1790-1949）》苏移，中国戏剧出版社

（6）《戏曲美学范畴论》安葵，文化艺术出版社

（7）《中国京剧表演教学研究论纲》郭跃进、戴谨忆、付桂生，中国戏剧出版社

（8）《戏曲角色创造教程》赵景勃，文化艺术出版社

七、歌剧系

1.研究方向介绍

（42）歌剧表演

专业类别： 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旨在结合歌剧专业（含西洋歌剧、民族歌剧）的舞台实践与理论，综合研究歌剧演唱与歌剧

表演的创作规律与方法，培养符合国际歌剧专业标准的专门型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戏剧（歌剧）表演理论（业务课二）：从世界著名古典及近现代歌剧代表作品及相关

作曲家创作风格与创作手法、艺术特点与诠释技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全面考查考生的综合

理论水平。

3.部分参考书目

（1）《歌剧概论》钱苑、林华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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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著，2022 年修订版，上海音乐出版社

（3）《西方歌剧辞典》 沈旋主编，2011 年出版，上海音乐出版社

八、舞剧系

1.研究方向介绍

（43）舞剧表演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本研究方向旨在满足专业演出团体对舞剧表演专业精英人才的需求，通过深入的理论性研究

与实践，致力于提升舞剧表演领域的专业化水平。我们专注于如何优化当前舞剧表演领域的非专

业化现象，以及如何强化舞剧表演硕士在表演技法掌握、专业领域研究和实践方面的深度与广度。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具备卓越舞剧表演技法、艺术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研究与实践创作能力的精英

人才，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并在美育教育和社会影响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本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备坚实的舞剧表演基础和实践能力，同时具备一定的编创能力和舞剧

表演技法理论研究能力。学生应了解舞剧表演的发展动态，具备高水准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力，

以及丰富的舞剧表演实践经验。我们致力于扩展和提升本学科相关专业的学科组织建设，以促进

并深化舞剧表演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2.考试科目说明

（1）戏剧（舞剧）表演理论（业务课二）：本科目要求考生以舞剧表演的理论与实践知识

为题，撰写关于舞剧表演与角色塑造、舞剧叙事与舞剧编创等方面的分析文章。

通过这些考试科目，我们旨在评估考生在舞剧表演领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储备，以及

他们对舞剧表演艺术的审美和创新能力。

九、戏剧教育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1）戏剧教育理论研究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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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戏剧与影视学科下戏剧和教育发展状况与新时期动向，培养学生具备较为扎实的学

科研究能力、艺术创作能力、掌握戏剧教育教学的规律和方法、掌握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知识，

具备深厚的戏剧艺术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培养方式将围绕戏剧教育教学体系展开理论研究、

实践教学，通过对表导演理论与创作能力的夯实与提升，掌握以戏剧艺术研究与创作能力为基础、

能够实施戏剧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方式，并因此深入了解戏剧蕴含的教化作用对实施、开展戏剧

教育活动的作用，以及教育本身的规律性，能够制定有实效的戏剧课程的教学计划，具备组织戏

剧课程教学和戏剧活动的能力，以及在戏剧教育的分支领域展开独立研究和实践的能力。

（44）戏剧教育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深入了解戏剧与影视学科下戏剧和教育发展状况与新时期动向，培养学生具备较为扎实的艺

术创作能力、掌握戏剧教育教学的规律和方法、掌握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知识，具备深厚的戏剧

艺术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培养方式将围绕戏剧教育教学体系展开教学，通过对艺术创作能

力的夯实与提升，掌握实施戏剧教育教学活动的方式方法，深入了解戏剧蕴含的教化作用，和教

育本身规律，对实施、开展戏剧教育活动的双重作用，能够制定戏剧课程的教学计划，具备组织

戏剧课程教学和戏剧活动的能力，以及为戏剧教育的分支领域提供有效的独立研究。

2.考试科目说明

（1）戏剧教育理论（业务课二）：考生掌握基本的戏剧教育、美育理论知识，以丰富的教

学实践，不限于编排故事、戏剧课程设计、戏剧活动开展等形式，客观真实地在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下阐释戏剧教育的育人形式、教学内容、功能价值、实现途径等方面。

3.部分参考书目

（1）《戏剧表演基础》梁伯龙、李月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年

（2）《导演学基础教程》鲍黔明等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年

（3）《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4）《当代教育心理学》陈琦、刘儒德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教育戏剧跨学科教学》张晓华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6）《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

十、戏剧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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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向介绍

（12）艺术管理理论研究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有较为扎实的艺术管理基础理论，了解艺术学和管理学的最新前沿动

态，具备跨学科学习的能力，具备较强的理论梳理、总结能力，同时具备一定的理论创新能力。

戏剧管理系学术硕士旨在为艺术院团、剧院、院校、文化馆站、文艺研究单位、媒体、政府等部

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掌握艺术管理相关学科等发展规律和专业知识的高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

（45）戏剧管理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该方向要求学生应具有较高的戏剧艺术素养，掌握艺术学和管理学的最新前沿动态，具备自

主研习的能力，具备该专业方向所需的策划能力，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以及与表演艺术活动从

业人员协同创新的能力，具备较强的艺术与商业判断力和学术鉴别力。戏剧管理系专业硕士旨在

为艺术院团、剧院、院校、文化馆站、文艺研究单位、媒体、政府等相关部门培养从事戏剧管理

相关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管理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艺术管理理论（业务课二）：从名词解释、简答和问答三种题型来考查学生对专业基

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内容涵盖艺术管理所涉及的艺术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相关

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2）戏剧管理理论（业务课二）：从名词解释、简答和问答三种题型来考查学生对专业基

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内容涵盖戏剧管理所涉及的演出制作、市场营销、投融资、演出

经纪、艺术法规等内容。

3.部分参考书目

（1）《艺术与文化市场概论》，[法] 多米尼克·布尔琼-雷诺，[法] 斯丹芬妮·德本纳迪，

[法] 安娜·贡博尔特，[法] 克莉丝汀·佩特尔著，周晨欣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 年 1

月版

（2）《经济学原理（第 7 版）》，[美] N.格力高里.曼昆著，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5 年 5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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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策划与组织》，[美]乔·戈德布拉特著，罗秋菊、钟迪茜、郑丹妮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月第 1版

（4）《项目管理》，许鑫、姚占雷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 3 月版

（5）《戏剧制作管理》，马述智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 年 11 月版

（6）《舞台管理》，马述智、李茜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7）《演出市场营销基础》，马臻邾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24 年 2 月版

十一、电影电视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3）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培养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

好，学风严谨，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具有系统、扎实的广

播电视艺术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动态，能独立从事本

专业理论研究以及教学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进一步强化专业基础理论，

增强对具有学术意义的课题的兴趣，在对所选课题的研究中形成较新颖、独特观点，在三年的学

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为独立进行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做好全面准备。

主要研究范围：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理论研究、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

电视传播史研究、吐字发声及口语表达研究。

（46）电影创作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旨在培养具有良好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具有合理的知识体系和科学的、系统的创作方法，

能够在电影领域某一方面进行独立创作或组织创作实践，同时对电影历史、电影理论和批评方法

具有一定研究的高层次创作人才。该研究方向以电影创作实践和电影理论研究为教学核心，涵盖

电影创作理论、电影创作批评方法、电影历史研究等内容。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

道德修养、良好的艺术修养、端正的创作态度和研究精神、良好的合作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具有

较为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和一定的电影理论基础储备。

（47）电影创作（剧集策划）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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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策划专业是基于剧集剧本的创作规律与实践性理论，结合流媒体的传播与接受特性及剧

集制作与宣发的具体流程，培养了解剧集生产现状、熟悉剧集制作全流程、熟悉剧本创作艺术规

律的剧集策划高级人才。

（48）电影制作技术(录音)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培养掌握扎实的影视录音技术及创作方法，了解当下电影创作特别是电影声音创作的发展与

前沿技术，具有良好电影美学修养，较高艺术鉴赏能力、较强实践能力，能从事电影、电视、游

戏声音创作、研究及教学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进一步强化电影声音创作的基

础理论和观念，掌握声音制作技术与技巧，具备一定影视声音制作前沿技术研究的能力，能独立

进行影视声音创作。通过实践教学和学术研究，用探讨、实验的方式针对录音技术、声音创作等

与录音艺术相关的技术及相关艺术领域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难点问题进行研究。

（49）电影制作技术（虚拟制作）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培养掌握扎实的电影数字虚拟制作方法，了解当下电影制作前沿技术，具有良好电影美学修

养，较高艺术鉴赏能力、实践能力，能从事电影、电视虚拟拍摄和制作技术以及辅助前沿技术研

究和教学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进一步强化电影数字制作特别是影响制作的基

础理论与技术，掌握影像虚拟制作流程与技术，具备一定的电影虚拟制作在未来高质量影像方面

的技术研究能力，能进行影视作品数字高质量影像的设计、虚拟拍摄与制作，暨全流程制作。

主要研究范围：电影数字化创作，高质量数字影像全流程研究，虚拟拍摄与制作，电影视效，

人工智能图形技术等。

（50）电影投资与发行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电影投资与发行研究方向专注于培养具备综合性、前瞻性思维的高端专业人才，能够在全球

化背景下掌控影视产业的运作与市场布局。该方向系统地讲授影视项目的投融资模式、风险评估、

预算管理与财务分析，深入探讨国际国内影视市场的发行策略、版权交易及收益分配机制。学生

将通过案例研究与实战项目，掌握从前期融资、拍摄管理到后期发行、市场推广的全流程操作技

能。同时，课程设置涵盖了行业法规、知识产权保护及国际合作等法律与政策框架，培养学生在

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制定科学决策与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

（51）影视制片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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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制片”（艺术硕士）硕士研究生，旨在培养具备较高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影视

制片人才。该专业结合影视行业的前沿动态，深入探讨影视项目的开发、策划、制片、发行等各

个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内容涉及文学策划、剧本制片、影视投融资、项目（剧组）管理、发

行营销及相关技术、艺术、管理学科。学生将学习到如何统筹影视制作资源、协调各类团队并有

效控制影视项目进度与质量，确保影视项目从创意到成品的顺利推进。通过案例分析、实地调研

及行业导师指导，学生将学习并掌握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推动影视项目成功的策略与方法，成为

具备国际视野的专业制片人才。

（52）影视制片（创意制片与制作）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创意制片与制作”旨在培养具备较高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影视制片创意及制作人才。

该专业结合影视行业的前沿动态，深入探讨影视项目的创意开发与策划、制片实务及制作等各个

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内容涉及影视项目创意开发、叙事结构与形式、剧本制片分析、影视制

作、虚拟制作及制片、项目制片管理 、影视项目创意营销、文案创意写作 、数字媒体研究、电

影美学与风格研究、电影观众研究、电影物料创意营销等。学生将基于数字媒体制作及传播语境，

学习如何针对影视市场的细分化观众需求，拓展创意思维，开发高品质垂类影视项目；针对水平

市场，开发符合最大公约数观众审美需求的商业影视项目；充分统筹影视制作资源、深度参与影

视全产业链工业制作各环节，协调各工种制作团队有效合作，控制影视项目整体进度与品质，确

保影视项目从创意到制作的高效推进及风控。通过对各类赛道影视项目案例创意的深度分析、实

地调研及行业导师指导，学生将掌握在复杂市场环境下推动影视创意项目落地及获取回报的有效

策略及方法，成为具备现代媒介营销意识、创意思维及国际视野的专业制片及制作人才。

（53）播音与主持艺术创作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培养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

好，学风严谨，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具有系统、扎实的广

播现实节目学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专业创作前沿动态，能独立从事且具有相应的广播电视节

目创作、编导、制作等实践能力并对前沿媒介技术有一定了解的播音主持高层次专门人才。

主要研究范围：新闻类节目创作；媒介规范原理原则；各形态节目研究；跨媒介语体研究；

主持创作实践。

2.考试科目说明



21

（1）播音理论基础（业务课二）：播音与主持创作基础理论相关名词解释；播音发声基本

创作方法技巧简述；具体影像节目中播音、主持创作方法分析与鉴赏；对现实传媒现象的分析与

理解。

（2）影视创作与策划（业务课二）：主要考查考生的创作能力，对国内外剧集类型形态及

各大流媒体平台的了解程度，对剧作基本概念及剧集类型基本特征的掌握程度。考试内容：根据

命题完成短片剧本构思、部分剧本写作、导演构思阐述或针对某一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践的论述。

要求故事主题明确，具有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合理。

（3）电影制作（业务课二）：根据题目要求对声学、音频技术的基本概念，电影声音创作

中的观念流派、录音工艺概念等进行简要阐述，并简要论述其在电影创作中的作用。根据提供的

电影片目或影片片段，按照题目要求分析其声音风格，声音设计，制作技巧等。

根据题目要求，结合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阐述电影数字制作的工艺流程、拍摄及影像制作

技巧，以及所采用的技术与创作的关系。

（4）经济管理理论（业务课二）：经济管理理论考试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学生对经济学和管

理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考试内容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的基本概念

与原理，旨在评估学生对市场运行、企业管理、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是否具备扎实的

理解。同时，该考试也考核学生是否能够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一些基础的经济与管理现象。

通过考试，可以了解学生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的深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5）影视制片与创意制作（业务课二）：旨在考察学生对影视创作、制作、管理等方面基

础理论及实践能力的掌握情况；对影视项目创意、制作、数字媒体营销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及实践

能力的掌握情况。通过该科目考试，考察学生专业情况：影视制作管理的基础理论、行业现状了

解程度、创作与制作能力、制作观念或创意思维能力、数字媒体营销思维、专业潜质；创意制片

方向还需掌握一定的虚拟制片及制作的基础知识，考生须具有较好的综合人文素养。考试力图在

三个面向上挖掘优秀人才：具有影视项目开发策划的专业素养与创意思维、学理化写作与学科建

设能力的理论型人才；具有良好社会品行与前沿行业资源的管理型人才。

3.部分参考书目

播音理论基础

（1）《影视美学》彭吉象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3 月修订版

（2）《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3）《电视传播史》郭镇之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 1版

（4）《主持艺术概论》（新）刘云丹编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2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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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播音创作基础》张颂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第 3版

（6）《朗读学》张颂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 月第 3版

（7）《朗读美学》张颂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 月第 2版

（8）《实用播音教程》（四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9）《电视文化概论》王强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7 年版

（10）《新媒体概论》宫承波著，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21 年 8 月第 9 版

（11）《新中国播音创作简史》喻梅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1 版

影视创作与策划

（1）《中国美学史大纲》叶朗，上海人民出版社

（2）《文艺心理学》朱光潜，中国文史出版社

（3）《西方美学史》朱光潜，商务印书馆

（4）《影视美学》彭吉象，北京大学出版社

（5）《传媒艺术导论》胡智锋、刘俊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6）《电影理论基础》陈晓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7）《中国京剧史》北京市/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年版

（8）《数字化生存》（美）尼葛洛·庞帝

（9）《流媒体时代——新媒体与娱乐行业的未来》（美）迈克尔·D·史密斯

（10）《理解媒介》（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11）《众生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胡泳

（12）《救猫咪——电影编剧指南》（美）布莱克·斯奈德

（13）《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美）罗伯特·麦基

（14）《电影剧本写作基础》（美）悉德·菲尔德

（15）《电视剧编剧教程》张巍、洪帆

（16）《美剧编剧入行手册》（美）埃伦·桑德勒

（17）《爆款故事的诞生》（韩）金泰源

电影制作

（1）《实用录音技术》（第 7 版）布鲁斯·巴特利特、珍妮·巴特利特著，朱慰中译，人

民邮电出版社，2022 年 9 月版

（2）《多声道环绕声技术》（第二版）汤姆林森·霍尔曼著，王珏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 年 4月版

（3）《电影声音制作实用技巧》（第 4 版）大卫·路易斯·耶德尔著，黄英侠译，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8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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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声音设计——电影中语言、音乐和音响的表现力》大卫·索纳斯蔡恩著，王旭峰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2 月版

（5）《电影制作技术手册》李念芦、刘戈三主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年 12 月版

（6）《中国电影数字制作规范》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 2023 年 7

月版

（7）《影视画面造型》高雄杰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年 2 月版

（8）《电影虚拟化制作》陈军、赵建军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 年 8 月版

经济管理理论

（1）曼昆：《经济学原理》（宏微观两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出版

（2）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出版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出版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出版

（5）尼克尔森，《微观经济理论基本原理与扩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出版

（6）周三多等，《管理学一原理与方法》，复日大学出版社，2018 年出版。

（7）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出版

影视制片与创意制作

（1）《美国独立电影制作——低成本影片的视觉叙事艺术》，（加）张晓凌，詹姆斯·季

南著，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2）《世界电影鉴赏辞典》（1-4 卷），郑雪来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3、2013

（3）《电影理论读本》杨远婴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4）《好莱坞模式》陈焱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

（5）《中国电影产业交易运作指南：规则、合同与案例》王冬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好莱坞电影产业运营模式》代璐遥编，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1

（7）《构建华莱坞 21 世纪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研究》周根红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9

（8）《产业进阶与融合文化：新媒体语境下的中国电影研究》齐伟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

版 2020

（9）《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 许南明、富澜、崔君衍著

（10）《影视工业化体系研究》 司若著

（11）《制片之道 影视制片专业案例研究》 陶涛、曹敏珏、仝斯宇著

（12）《编剧心理学：在剧本中建构冲突》（美）威廉·伊迪克著；井迎兆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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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视效制片人 影视、游戏、广告的 VFX 制作全流程》（美）查尔斯·菲南斯、苏珊·兹

威尔曼著，雷丹雯、范亚辉译

（14）《新媒体的语言》（俄）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 著；车琳译

十二、戏剧学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4）表导演理论研究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该方向以表导演理论研究为核心，培养专注戏剧本体，坚守审美体验，注重跨界融合，关注

学术前沿，具有健全的知识结构、开阔的学术视野、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力，能担任

专业研究和教学的高素质、高能力的戏剧基础理论人才。要求学生参与学院有组织的科研项目的

学术研究。以戏剧演剧全过程中包蕴的表演、导演、戏剧文学、舞台美术等舞台演出中相关要素

为有机整体，立足中外经典剧目舞台演剧，在对中外戏剧演剧的表导演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系统把

握基础上，关注中国演剧现状和问题，针对问题，深入研究，探析规律，努力创新，不断拓展中

国演剧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

（15）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演剧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该方向以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演剧的影响研究为核心，培养立足戏剧本体，坚守审美体验，

熟悉中国传统哲学，并能把中国传统哲学精髓有机融入中国演剧全过程、全要素，具有健全的知

识结构、开阔的学术视野、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力，能担任专业研究和教学的高素质、

高能力的戏剧基础理论人才。要求学生参与学院有组织的科研项目的学术研究。以戏剧演剧全过

程中包蕴的表演、导演、戏剧文学、舞台美术等舞台演剧的相关要素为有机整体，立足中外经典

剧目舞台演剧，系统了解中外戏剧演剧的历史流变，把握戏剧演剧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专注中国

传统的哲学精髓探研，聚焦中国演发展的现状及问题，针对问题，守正创新，融通古今，聚合中

西，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中国演剧立根铸魂，不断深化中国演剧体系的理论内涵。

（16）中国演剧与演艺科技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该方向以演艺科技助力中国演剧发展研究为核心，培养专注戏剧本体，坚守审美体验，熟悉

演艺科技，把握演艺科技赋能舞台演剧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具有健全的知识结构、开阔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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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视野、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力，能担任专业研究和教学的高素质、高能力的戏剧基

础理论人才。要求学生参与学院有组织的科研项目的学术研究。以戏剧演剧全过程中包蕴的表演、

导演、戏剧文学、舞台美术等舞台演出中相关要素为有机整体，立足中外经典剧目的舞台演剧，

系统了解中外戏剧演剧的历史流变，把握演艺科技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聚焦演艺科技助力中

国演剧艺术发展的现状和问题，针对问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丰富中国演剧体系的理论

内涵。

（17）戏剧美育研究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该方向以戏剧的审美教育研究为核心，培养专注戏剧本体，坚守审美体验，熟悉戏剧教育，

把握戏剧美学基础理论融入戏剧教育实践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具有健全的知识结构、开阔的

学术视野、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力，能担任专业研究和教学的高素质、高能力的戏剧

基础理论人才。要求学生参与学院有组织的科研项目的学术研究。以戏剧演剧全过程中包蕴的表

演、导演、戏剧文学、舞台美术等舞台演出中相关要素为有机整体，立足中外经典剧目的舞台演

剧，把握戏剧艺术的审美特点，系统了解中外戏剧教育发展的历史流变及规律，聚焦中国戏剧美

育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发现问题，开拓创新，探索把中华传统美学及美育精神融入戏剧教育的基

本路径和方法，充分发挥戏剧美育在立德树人中的强大功能，不断延展中国演剧体系的理论内涵

和实践路径。

（18）戏剧学基础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该方向以戏剧学基础理论和基本问题的研究为核心，培养专注戏剧本体，坚守审美体验，

注重跨界融合，关注学术前沿，具有健全的知识结构、开阔的学术视野、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

审美鉴赏力，能担任专业研究和教学的高素质、高能力的戏剧基础理论人才。要求学生参与学院

有组织的科研项目的学术研究。以戏剧演剧全过程中包蕴的表演、导演、戏剧文学、舞台美术等

舞台演出中相关要素为有机整体，立足中外经典剧目的舞台演剧，系统把握中外戏剧演剧历史、

演剧理论和批评实践的历史衍变轨迹，着重探析戏剧流派的演变规律及特点，把握戏剧理论与批

评的基本角度和方法，对戏剧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聚焦中国当代戏剧理论和批评实践发展的现

状和问题，针对问题、深入开掘、立足本体、跨界融合，不断夯实中国演剧体系的理论基础。

2.考试科目说明

（1）戏剧基础理论（业务课二）：考查学生对下列问题的论述能力及分析能力。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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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外经典剧作家及其作品的评鉴；二、对戏剧理论中基本概念、基本问题的解释和辨析；

三、对戏剧演剧全过程内蕴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四、对不同招生方向相关专业

知识的深入了解和把握。

3.部分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戏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谭霈生全集》之《论戏剧性》、《世界名剧欣赏》、《戏剧本体论》，谭霈生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年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之《演员自我修养》、《演员创造角色》，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12 年版

（4）《导演学基础教程》，鲍黔明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年版

（5）《西方演剧艺术》， 阿庇亚等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2 版

（6）《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7）《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8）《审美教育书简》，席勒著，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

十三、数字戏剧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9）戏剧数字化研究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戏剧数字化研究方向针对戏剧的数据生产技术、方法开展理论研究，探索科技赋能下数字戏

剧的数据资源生产体系，旨在培育和孵化数字文化产业专门人才。

（54）戏剧数字化应用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戏剧数字化应用方向主要针对戏剧的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标注、数据表达等文化资源

数字化实践，从事数字科技研发和应用，培养具备实践能力的数字文化产业专门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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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戏剧数字化基础（业务课二）：戏剧数字化基础包括戏剧、数字媒体、信息科学与技

术、智能科学与技术基础知识，具备戏剧与影视学专业能力，具有数字媒体创作基础，了解虚拟

现实和人工智能原理和技术及戏剧数字化发展现状和案例，具备将人工智能、信息科技和戏剧艺

术相结合进行综合性分析的跨学科思维方式和研究能力。

3.部分参考书目

（1） 谭霈生.戏剧本体论[M]（修订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3.

（2） 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M]. 李亦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亚力克斯·奥里斯祖斯基等.剧场数字媒体设计与技术实践指南[M].张宜春译, 知识

产权出版社, 2023.

（4） 徐立萍等.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M].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3.

（5）Robert Myles and Valerie Clayman Pye. Innovation & Digital Theatremaking:

Rethinking Theatre with "The Show Must Go Online"[M]. Routledge, 2023.

（6）钟义信.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21.

十四、人文学部

1.研究方向介绍

（20）戏剧文化研究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戏剧文化研究方向研究的是戏剧艺术及其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文献研

究、实地调查、比较研究或跨学科研究的方式，阐释戏剧艺术的发展规律，探讨戏剧与社会、历

史、文化的复杂互动，为戏剧创作、表演、教育等领域提供理论支持，推动戏剧事业和戏剧文化

的繁荣发展。本专业方向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拥有广阔的戏剧历史视野以及敏锐

的学术问题意识，因此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掌握坚实的戏剧基础理论，熟悉戏剧

创作规律，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最终打造能从事戏剧文化研究、批评、创作及教学的专业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戏剧史论基础（业务课二）：掌握中西戏剧史论基础知识，对中西戏剧具有代表性的

作品和理论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对中西戏剧文化特征有个人的判断和见解，对其中代表性文化

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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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题型：包括简答题和论述题，全面考查考生的戏剧史论知识及理论分析能力。

3.部分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戏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戏曲发展简史》，廖奔、刘彦君著，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3）《中国京剧史》北京市/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年版

（4）《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年版

（5）《中国当代戏剧史稿》，董健、胡星亮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年版

（6）《西欧戏剧史》，廖可兑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年版

（7）《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J.L.斯泰恩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年版

（8）《西方演剧史论稿》，吴光耀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版

（9）《西方戏剧理论史》，周宁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10）《谭霈生文集》第一卷、第六卷，谭霈生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六、实验剧团

1.研究方向介绍

（21）戏剧文化政策与治理

专业类别：艺术学（学术型）

本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戏剧文化艺术在促进国家、社会、行业发展的作用和价值、相关政策、

以及制度安排的研究。

（55）剧院与剧团实践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本专业强调实践与理论并重，以提升学生戏剧行业认知能力、剧院与剧团实践操作能力为主

要目标，旨在培养能够较好完成剧院与剧团的剧目创作、制作和运营管理的专业型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戏剧文化政策与剧院团发展（业务课二）：本科目主要考核学生对于中外戏剧文化政

策的掌握和理解情况；我国剧院团的现状、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情况；戏剧文化政策对剧院团发

展的影响和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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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参考书目

（1）孙亮，《剧院团管理》，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 年

（2）张朝霞等著，《文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 版

（3）郑新文，《艺术管理概论》（修订版），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 年

（4）景小勇等著，《社会视角下的国家文化治理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版

十九、中国文旅演出研究中心

1.研究方向介绍

（56）演艺导演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专业型）

培养具备扎实演艺导演基础、实践创新思维及敏锐市场洞察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该研究方

向要求学生系统学习演艺导演、演出形态、剧场文化等核心内容，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将所学内容融入演艺项目的策划、创作、执行等全过程，掌握创制演艺项目的能力。通过三年的

学习与实践，培养学生成为推动旅游演艺项目创新发展，促进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力量。

2.考试科目说明

（1）导演构思（业务课二）：根据所提供主题，做简明扼要的导演构思。内容须包括：1、

整体概念设计；2、演出场地文化属性、物质环境分析；3、题材、体裁总体设计；4、平面示意

草图（可加注文字说明）。

3.部分参考书目

（1）杜定宇，《西方名导演论导演与表演》，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01 第 1 版

（2）（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翟白音译，《我的艺术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04

第 1 版

（3）（德国）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丁扬忠、李健鸣译，《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

出版社 1990-04 第 1 版

（4）（美国）理查德·谢克纳，曹路生译，《环境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05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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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世雄，《导演者：从梅宁根到巴尔巴》，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08 第 1 版

（6）吴光耀，《西方演剧史论稿》（上、下），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01 第 1 版

（7）（英）特里弗•R•格里菲斯著，孙大庆译，《舞台艺术》，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3 版

（8）孙大庆等，《戏剧视觉与当代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7 版

（9）（英国）斯泰恩，周诚（等）译，《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三卷），中国戏剧出

版社 1986-07 第 1 版

（10）（美国）威廉·阿契尔，吴钧燮、聂文杞译，《剧作法》，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03

第 1 版

（11）（美国）艾·威尔逊，李醒译，《论观众》，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6-11 第 1 版

（12）（美国）劳逊，齐宇、齐宙译，《戏剧与电影的创作理论与技巧》，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06 第 1 版

（13）（德）汉斯·蒂斯·雷曼，李亦男译，《后戏剧剧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第

1 版

（14）孙大庆，《舞台美术设计基础》，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0.8 版

（15）邓烛非，《蒙太奇原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8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