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名称（130100）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介绍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一级学科，是根据国务院学位办 2022 年颁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

目录》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在原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基础上，结合本校

相关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下设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学、艺术管理学、艺术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

传媒艺术学、数字艺术学等 7个方向。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帮助学生具备艺术学理论领域正确的历史观念、扎实的理论功底、较

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文字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成为能够独立从事艺术学理论专业相关领域教

学与研究，从事文化、宣传等相关工作的高层次、高素质的艺术文化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4 艺术史论方向  

艺术史论包括艺术史与艺术理论两个细分方向，以一般艺术史和一般艺术理论为主，涉及艺

术基础史论和美术、设计、音乐、戏剧等门类艺术史论。艺术史方向侧重从历史的维度来认知艺

术世界，分析艺术实践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艺术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和规律；艺术理论

方向侧重对艺术实践本体及其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对各种艺术实践的基本规律进行研究。艺

术史论方向的特色是突出针对中国本土艺术历史及理论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涉及哲学、

美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等学科方法。 

 

05 艺术批评学方向  

艺术批评是在艺术欣赏、体验基础上对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活动及艺术思潮作出的审

美价值判断。艺术批评学则是对艺术批评活动规律的科学把握。研究对象包括艺术批评的历史、

批评家、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观念等。本方向的特色是在对中西方艺术批评知识体系的



整体把握基础上，集中探索新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领域的艺术批评研究和

艺术批评实践。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涉及哲学、美学、文艺学、媒介学、传播学等学科方法。  

 

06 艺术传播学方向  

艺术传播学是艺术学与传播学相交叉的学科方向，一方面针对艺术传播现象研究艺术传播

行为自身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另一方面基于传播媒介发展的立场和视野重新审视艺术的历史与

现实，透过媒介传播把握和探究艺术的基本特征和规律问题。前者多把艺术传播行为作为一个

独立的现象进行研究，后者多利用媒介传播学的视角研究艺术的历史与理论，思考艺术的特征

和规律。本方向的特色是立足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整体学科优势，以艺术的普遍传播规律和音乐、

戏剧、影视、动漫等艺术的特殊传播规律研究相结合，培养人文功底扎实、视野开阔的艺术传

播理论研究人才和实践策划管理人才。 

 

07 传媒艺术学方向 

传媒艺术指自机械复制时代以来具有鲜明媒介与传播特性的艺术形式，主要包括摄影艺术、

广播艺术、电视艺术、新媒体网络文艺等。传媒艺术学研究传媒艺术各艺术样态“共同的”本

质、特性与规律，起源与发展，创作、作品与接受，生产、传播与审美，地位、价值与功用，

历史、社会与时代等一系列问题、原理与规律，它是以传媒视角对艺术进行考察与总结的科学。

中国传媒大学本方向依托传媒与艺术融合的优势，对传媒艺术进行学理化研究，包括整体规律

研究、具体形态研究、手段方法研究等。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艺术学研究，其中有 23位教授，11位副教授，所有教师均获得博士学

位。本专业老师近期承担的省部级以上项目如下： 

1、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研究 

2、中国文艺评论的理论基础和前沿问题研究  

3、晚清民国京剧现代化研究 

4、中华美学精神的影像表达 

5、元明清题画诗文图关系研究 



6、中国皮影艺术的造型与表演研究 

7、佛教水陆斋和道教黄箓斋仪式和图像研究 

8、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 

9、晚清民国时期北京民间艺人生活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10、北京地区当代音乐流行文化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11、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文化的创作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 

12、非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视传播路径研究 

13、新学科目录背景下艺术学专业型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困境与机遇研究 

14、中国精准扶贫题材电视剧高质量发展研究 

15、影视剧呈现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研究 

16、国家艺术基金 2020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 

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18、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以女书为例的实证研究 

19、习近平关于新闻传播重要论述研究 

20、网络文明建设研究（专题一）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中国艺术史、西方艺术史、艺术学方法与理论、学术论文写作 

 

2.科研平台 

艺术研究院是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基地、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

育中心阳明书院的合作建设单位。艺术研究院主办有重要学术期刊《艺术传播研究》、大型学

术集刊《中国文化传播》《艺术文化评论》《中国艺术史研究》，已成为集学术研究、人才培

养、学术交流、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研究机构。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近年获奖情况如下： 

（1）中国电视纪录片“长江叙事”谱系中的长江之恋 第六届星光电视文艺论文评选 二

等奖 

（2）《个人化、传奇化、情感化——互联网语境下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首届纪录片论文推选活动  部级奖 

（3）lunwen 《21 世纪以来日本电影学研究的传承与转向》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十五届“学会奖”学术论文类  成果奖 

（4）《日本电影美学（2020）》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十四届“学会奖”学术论文类三

等奖   成果奖 

（5）栉风沐雨  精神不竭 ——观新编历史剧《大舜》有感 

北京文艺评论 2021年度推优活动优秀文章奖  成果奖 

近年优秀论文如下： 

（1）钱学森的文艺观    新华文摘 

（2）艺术为乡村增添美丽风景     人民日报 

（2）《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触摸历史 浸润文化    光明日报 

（3）明代书画仿古模式     贵州大学学报 

（4）论争·启示·新维度 ——写在修订“艺术学门类学科简介”与“培养基本要求”之

际      艺术学理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5）让灿烂文明焕发出熠熠光彩——新时代以来文化类综艺节目探析  中国艺术报 

（6）即将无限意，寓此一炷烟” ——宋代香事中的文人意趣  光明日报 

（7）明清宗教道场画题材内容考析——兼谈道场画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  美术大观 

（8）超越“文字中心主义”——重估顾颉刚先生的民俗学方法论   文化遗产 

（9）本事、故事与叙事——唐传奇《柳毅传》的表演研究    民俗研究 

（10）媒体制造与欲望消费:“明星现象”的媒介审美文化批判  现代传播 

 

4.学术交流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高度重视国际交流，与英国剑桥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哈

佛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德州达拉斯大学、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德国海



德堡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等 20余所国际知名高校的教授均有合作与交流。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者外，本学科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单位，也有部分毕

业生担任国务院机关、地方政府公务人员以及国内各大名企的行业高管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