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135200）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介绍 

音乐（135200）专业凸显“传媒+”学科特色，在保持优势传统音乐学科方向发展的同时，

顺应传媒时代对音乐传播、音乐科技、音乐表演、音乐产业和录音艺术等复合型音乐与声音艺

术人才的需求，在音乐传播、电子音乐创作和制作、录音创作、声音制作与设计等音乐或声音

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注重艺术与技术、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成果相结合，人才培养体现出显

著的交叉性、创新性、实践性等特色，与中国传媒大学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

方向一致，是展现学校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窗口，同时为音乐或声音艺

术实践领域培养高层次应用类专业人才。 

 

2.培养目标 

音乐（135200）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系统掌握音乐学专业和相关传媒

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较强的音乐理解力与表现力，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艺

术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具备较强的音乐或声音创作和设计、艺术创新和文化创意、以及音乐或

声音项目组织和管理能力，能够在现代传媒和新媒体领域进行传媒音乐创作和声音创意设计的

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1 数字音乐创作方向  

研究内容：专注于电子音乐、流行音乐、多媒体交互音乐，以及影视、游戏配乐等全媒体

领域的数字音乐创作，培养具备扎实的人文功底，全面的理论知识，深厚的专业技能，能够把

握数字音乐的本体特征，探索数字音乐的创作规律和创作特征，能够运用前沿技术进行数字音

乐创作。 

 

02 音乐表演方向  

研究内容：专注适合于现代媒体的音乐表演艺术，培养具备全面艺术素养，扎实表演功底，

把握传媒艺术，掌握传播规律，能够适应技术驱动下的媒介变革，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



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能够在传媒舞台上探索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 

 

03 录音方向  

研究内容：专注于音乐、戏剧影视和新媒体等的声音创作和声音设计领域，培养具有深厚

的音乐艺术素养，扎实的声音技术理论，能够把握 VR、AI 等前沿技术在声音艺术创作和音乐

工程实践中的发展应用，能够运用现代艺术理论在声音艺术创作中探索新材料、新方法、新形

式，能够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声音创意、艺术创新，具备在音乐、戏剧影视和新媒体等媒介和其

它艺术形式中承担声音艺术创作与设计。 

 

04 音乐产业方向  

研究内容：专注于音乐产业中的音乐项目策划与管理领域，培养具有扎实的人文功底和较

高的音乐素养，熟悉国内音乐产业发展，掌握国际音乐产业动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能够运用

传播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等相关理论进行音乐项目策划、创意，能够运用现代运营管理方法推

动实施项目。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音乐学、声音科学与艺术领域研究，其中 17 位教授；18 位副教授。

自 2018 年以来，本专业导师团队及讲师团队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等纵向科研项目 24 项，项

目金额总计 568 余万元；承担横向科研项目 131 项，项目金额总计 3024 余万元；校级科研项

目 57项，项目金额总计 151余万元。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音乐学研究方法》《音乐传播专题研究》《经典音乐作品导赏》《新媒体音乐编辑与传

播》《音乐项目创意与策划》《论文写作》《流行音乐研究》《MV 及音乐专题片创作》《国

际音乐产业及其案例分析》《媒介声音研究》《电子音乐创作与分析》《音乐版权经纪与管理》

《音乐产业专题研究》《听觉心里实验设计与统计分析》《音乐录音创作》《影视声音创作》

《影视声音艺术设计》 

 



2.科研平台 

本专业拥有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创新研究院等校内科研创

新机构，并和字节跳动、华为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合作，建成了“人工智能数字音乐实验

室”、 “空间声渲染算法研发评测实验室”等前沿实验室，以专业前沿技术和产品项目研发

为抓手，以满足市场需求和复合型人才培养为导向，作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科研实习实践基地。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本专业研究生在读期间在《人民音乐》、《音乐传播》、《电声技术》、《演绎科技》、

《学术评论》、《当代电影》、《当代电视》等国内顶尖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同时积极

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或者在“丹尼奖”国际电子音乐制作比赛、

全国计算机设计大赛、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等国际国内重要专业赛事中取得佳绩；或在创新、

创业中取得显著成绩，如积极参与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并在北京赛区取得

佳绩。录音 专业学生创新实践氛围活跃，在国内外各类专业赛事、交流活动中屡获佳绩，包

括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主办的“声音学院奖”、中国音协录音艺

术与唱片学会举办的学生录音竞赛、全国计算机设计大赛、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等。 

 

4.学术交流  

本专业是中国高校影视学会音乐与声音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声音

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声音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在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上，与一批世界

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如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柏林音乐学院等 20 多

所海外院校开展项目合作；与麻省理工学院、纽约电影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开展全方位、高水平学术合作与交流。 

本专业还创办了《音乐与声音研究》辑刊、彻底改变了国内在听觉艺术领域缺乏核心期刊

的现状，在录音艺术、听觉文化、音乐产业和音乐科技等交叉领域建立了学术阵地，是音乐领

域学科建设成果的交流、展示平台。此外，每年还会举办音乐与声音学术周暨录音艺术大师班、

“音乐产业国际高端论坛”等丰富多彩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者外，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广播电视台、音乐科技有限公司、高等学校等



单位，也有部分毕业生担任音乐编辑、策划、配乐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