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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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帮助学生具备扎实的艺术学理论功底、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较高

的专业研究和创作能力，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成为能够独立从事专业研究，以

及艺术作品创作、生产、宣发等相关工作，具有高层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1 戏剧与影视学方向  

研究内容：影视美学、中外电影史、中外戏剧史、广播电视艺术史、广播电视文艺、戏剧

与影视学专题研究、戏剧与影视理论专题研究、中外影视剧研究、类型电影研究、影视产业研

究。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戏剧与影视理论研究，拥有国内一流的师资队伍，其中 22位教授；

35位副教授。团队教师在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和艺术创作中均取得丰硕成果。承担完成多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及国家艺术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等一大批重要科研项目；多次获得国际和

国家级重要创作奖项；拥有三位北京市教学名师并获多项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文艺美学、电影美学、中外电影史、电影学研究方法、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史专题研究、

电影理论专题研究、中外戏剧史、戏剧学导论、导表演艺术、影视剧作研究、导演创作研究、

电视文艺策划、数字影像制作、最新电影研究、类型电影研究。 

 

2.科研平台 

本专业承担的主要项目有：  

党的创新理论引领贯穿戏剧与影视学知识体系研究 

中国电影文化竞争力与海外市场动态数据库建设 

中国现代戏剧批评话语体系形成史 

中国电视剧改编史研究（1958-2018） 

当代中国电视文艺学研究  

社会主义网络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  

中国学院派影像创新实践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的卫视内容创新空间与受众策略研究  

数字创意与技术呈现研究  

未来影像理论与创作研究  

媒介融合业态下电视剧网络剧内容原创力的现状分析与提升策略研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旋律电视剧精品创作导向研究  

中国当代电影摄影师研究  

记忆永恒--青海工业遗产影像纪实研究  

全国二三线卫视现状及发展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我国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  

北京工业遗产影像研究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主办、合办《现代传播》《当代电影》《中国电视》等一流学术期刊，出版《大戏剧论坛》，

主办中国大学生电视节、齐越朗诵艺术节、亚洲大学生电影展、“一带一路” 国际大学生电

影展，推动成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15 家专业委员会、18 个创研中心。 

4.学术交流  

国家一级学会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创始单位和秘书处单位， 积极引领戏剧与影视学学

科高质量发展，并依托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平台，提升学科整体水平， 促进专业标准建设。

主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传播论坛”“中国影视高层论坛”“中国高校戏剧影视教育高

峰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影视教育高峰论坛”“艺术与传媒论坛”，积极搭建国家级学术

交流平台，构筑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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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广播电视台、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影视

制作公司、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政府部门、企业宣传部门等单位，也有部分毕业生担任与专

业相关的其他工作，为传媒艺术行业中坚力量。 

 

 

 

 

 

 

 

 

 

 

  



戏剧与影视（135400）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介绍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科为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学科，也是最早开设电影、广播

电视专业硕士的招生单位，在专业建设中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本专业以整合现有实践经验，

丰富文化底蕴、扩展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为教学理念，力求毕业生具有深厚的艺术修

养、合理的知识结构、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戏剧与影视创作视野，技艺精湛，能够独立创

作或带领团队完成优秀的戏剧影视作品。 

在坚实的科研平台及优质的教师团队的支撑下，本专业坚持高质量创新性发展，发挥我校

与业界紧密关联的天然优势，通过有效的案例教学等方法，力求为学生提供充分的、优质的前

沿性实践教学内容，专业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已为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网络媒

体、各类影视制作、演出单位及宣发公司、政府及企业宣传部门、高校、文化企业培养了大批

戏剧与影视领域的高级骨干人才。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帮助学生具备一定的艺术理论功底、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较高的

专业调研和创作能力，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成为能够独立从事艺术创作、研发、

宣发等相关工作，具有高层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3 电影创作方向  

本方向以电影为核心、传媒为导向，立德树人，培养党和国家所需、能够应对未来电影的

挑战、适应国际竞争的高端电影及新媒体作品的创作人才，使之不但能够胜任传统影视业中导

演、编剧、制片人等职位，更能够顺应新媒体的发展变化，为党和国家的影视传媒事业，以及

经济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04 编剧方向  



本方向培养有较高人文素养、较强创新能力的影视剧编剧人才，以影视理论、编剧技巧、

类型流派为主要研究对象，培养学生感悟生活，探索、发现并诠释人类的生存空间和叙事空间，

以适应不断产业化发展的影视剧创作之需求，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实践机会和创作指导，切实提

高学生的创作与创新能力。通过两年在校学习和大量的实践创作，本方向的研究生应具备较高

的剧本创作实践能力。 

 

05 戏剧创作方向  

本专业重在培养系统掌握戏剧专业和相关传媒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能够运用专业

理论知识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具备高水平专业技能、艺术创新、项目组织和管理能力

的人才，顺应传媒时代对戏剧创作复合型传媒戏剧人才的需求，在戏剧制作人、编剧、导演、

表演、舞台监督、舞美/灯光/服装/造型设计、项目管理与运营实务等传媒戏剧专业人才的培

养上注重艺术与技术、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成果相结合。 

 

06 广播艺术创作方向  

本方向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了解广播艺术作品创作和制作流程中多领域、

多环节、多岗位的工作内容，能够运用技术，艺术地表达思想和情 感、清晰地完成广播剧（节

目）的方案内容。本方向要求学生掌握声音制作手段，关注新技术新技能，把握广播艺术作品

制作技术的发展趋势，研究新技巧，探索新内容、创造新形态，制作出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作

品，努力探索广播、网络新媒体节目的创新之路。 

 

07 综艺节目策划与创作方向  

综艺节目策划与创作培养学生了解综艺节目创作和制作全流程中的工作内容，并由此提出

新项目的建设性创新方案。其中包括创意与选题方案、节目形态方案、现场拍摄及后期制作流

程方案、节目宣发方案等，在方案的基础上通过摄影、剪辑、特效、节目包装、美术、照明、

录音等多个环节，将方案内容完整呈现。本方向要求学生掌握多种电视节目制作手段，关注新

技术新技能，把握广播影视制作技术的发展趋势，研究新技巧，探索新内容、创造新形态，制

作出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作品，努力探索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节目的创新之路。 

 

08 视听创作方向  



本方向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对光影变化、对镜头语言有敏锐的感受能力和

独特的观察捕捉能力，能够运用技术，艺术地表达思想和情感、清晰地完成叙事任务的影视拍

摄与制作高级创作人才。本方向通过摄影技术、画面构图、运动造型、照明艺术、多讯道拍摄、

纪实摄影、艺术摄影、虚拟影像等不同层次的课程，在风格、样式、理念的学习中，理论教学

与实践练习相结合，力争在创作中提升专业技能、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具备从事戏剧与影视各领域丰富的实践经验，拥有国内一流的师资队伍，其中

32位教授；45位副教授。团队教师在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和艺术创作中均取得丰硕成果，在

培养过程中综合考虑专业学位硕士专业型、应用型的培养需求，合理规划导师规模，为学生一

对一配备专硕导师组，由学硕导师、专硕导师与业界导师联合培养，充分挖掘校友资源，聘请

了一大批在传媒业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人作为业界导师，导师队伍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视听语言、戏剧导论、导表演艺术、影视剧作研究、导演创作研究、电视文艺策划、专业

创作基础，电影大师工作坊等。 

 

2.科研平台 

承办中国大学生电视节、亚洲大学生电影节、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节大学生单元等，与国

内外一流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协同进行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为学生搭建众多校外实习

基地，包括中国网络电视台新媒体实习基地、新华社实践实习基地、“美丽乡村”新媒体平台、

中传视友新媒体联合实习基地等。立足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融媒体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积极联动各大主流媒体、新闻行业协会、数字网络公司，开展丰富多样

的艺术伦理教育实践活动。师生主创作品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金鸡奖、

金鹰奖、戛纳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诸多荣誉。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主办、合办《现代传播》《当代电影》《中国电视》等一流学术期刊，出版《大戏剧论坛》，

主办中国大学生电视节、齐越朗诵艺术节、亚洲大学生电影展、“一带一路” 国际大学生电

影展，推动成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15 家专业委员会、18 个创研中心。 

 

4.学术交流  

国家一级学会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创始单位和秘书处单位， 积极引领戏剧与影视学学

科高质量发展，并依托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平台，提升学科整体水平， 促进专业标准建设。

主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传播论坛”“中国影视高层论坛”“中国高校戏剧影视教育高

峰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影视教育高峰论坛”“艺术与传媒论坛”，积极搭建国家级学术

交流平台，构筑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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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广播电视台、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影视

制作公司、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政府部门、企业宣传部门等单位，也有部分毕业生担任与专

业相关的其他工作，为传媒艺术行业中坚力量。 

  



美术与书法（135600）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美术与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是在本校美术学科的基础上，依托于本校艺术类学科及专

业背景而开设的专业，近年来本专业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主持大型演出项目、公

共艺术创作项目多项，研究项目丰富，经费充足。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戏剧、电视、电影、新

媒体、虚拟空间等多个艺术领域从事高端美术设计与创作，或成为艺术市场、美术教育、文化

艺术机构和公共美术创作设计等领域的高级实用性、创作型人才。  

 

2.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既具备现代视觉艺术观念和理论基础，又熟练掌握演出美术设计创作方法和新兴

媒体技术表现手段，具备艺术创新能力，能运用新的理念、方法和新媒材新技术手段进行艺术

创作的高级创作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1 演出美术创作  

本方向致力于运用场景设计、舞台设计、人物造型设计、视觉特效设计等方面的设计学、

历史学、技术学的专业知识，对演出美术设计的技巧与方法、设计史论、设计美学等进行全面

深入的研究。研究生通过学习和研究实践，具备扎实的演出美术设计的有关理论方法和创作设

计能力，能胜任影视美术、舞台美术等方面的研究、创作、设计、教学、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02 综合绘画创作 

本方向致力于架上绘画、综合材料、传统书画艺术的当代转换等美术领域的研究和创作。

在继承绘画艺术的优良传统，探索新材料新语言及有关绘画创作形式的同时，更关注现当代美

术和新兴绘画艺术的创作和发展。本方向注重结合社会实践和专业实践来进行专业能力的训

练，旨在培养一批既有较强的创作能力，又具备娴熟的专业技术，且有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的，

能从事艺术创作、教学和理论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03 传媒美术创作 

本方向致力于在传媒及媒介相关领域进行艺术实践。包括跨媒体艺术、互动艺术、科技

艺术、影像艺术、互联网美术、数字绘画、虚拟空间艺术、光环境艺术等。本方向强调现代

视觉观念及其理论基础，以传媒及媒介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传媒各领域视觉造型方法和媒体

技术的理论实践为特色，注重传统美术观念的当代转换，与科技艺术、当代艺术、媒体科技

和各种新艺术形式积极交叉融合。研究生应具有扎实美术基础和深厚文化底蕴、宽阔的专业

视野和良好的创作水平，具备在传媒、影视、教育、文化等领域从事创作、设计和管理的能

力。 

 

三、师资队伍  

本领域现有教授 8人，副教授 7人以及多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突出研究能力的中级职称

教师。教师们主要从事美术历史理论、绘画书法雕塑创作、新媒体艺术、影视美术、舞台美术、

服饰文化传播、网络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和创作，其成果获得各类奖项，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本专业先开设的主要课程有：造型艺术形式语言研究、中国画创作、视觉效果、新媒体艺

术研究、动态造型语言基础、舞台美术创作与实践、影视美术创作与实践、影视概念设计、综

合材料绘画、展演美术设计基本理论、艺术考察、戏剧服装创作、中西服饰比较研究等。 

 

2.项目平台 

本领域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及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8 项，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以及大量的

创作设计项目，项目充足，具有良好的研究平台和条件。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等 

本领域师生近年来在创作方面获得各类高级别奖项数十项，其中师生参与创作的《流浪地

球》等作品获五个一工程奖，师生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等展览并获奖。

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等本领域高级别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优秀优秀论文，出版著作数十

部。 

 



4.学术交流 

专业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国内校院系建立了

广泛密切的联系，共同组织学术活动和讲座平台。与国际著名美术和戏剧影视院校建立有长期

的合作关系，实行互相参访学校并组织学术交流论坛等。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本专业历年毕业生主要在各大影视剧组、剧团、设计公司、艺术品拍卖公司、电视台、网

络媒体、美术馆、艺术机构、美术创作与教学单位等担任有关的工作和职务。 

 

 

 

 

 

 

  



设计（135700）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介绍 

光环境艺术专业是以“光”作为底层介质，广泛参与以影像、屏显等为主要载体的媒介传

播中，并进一步向城市界面、文旅展演、日常生活领域拓展这一新的趋势而设立的，在中国传

媒大学戏剧影视艺术、传播学、新媒体技术等相关优势学科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与整合校内外

设计学、心理学、建筑学、光学等教学科研资源，集中优势力量 打造的艺术与科学融合的新

型交叉融合专业。 

在坚实的科研平台及优质的教师团队的支撑下，本专业坚持高质量创新性发展，发挥我校

与业界紧密关联的天然优势，通过有效的案例教学等方法，力求为学生提供充分的、优质的前

沿性实践教学内容，专业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已为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网络媒

体、各类影视制作、演出单位及宣发公司、政府及企业宣传部门、高校、文化企业培养了大批

戏剧与影视领域的高级骨干人才。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帮助学生具备一定的艺术理论功底、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较高的

专业调研和创作能力，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成为能够从事城市夜形象规划和文

旅夜游、大型展演、建筑景观、虚拟空间光环境艺术设计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01 光影空间设计 

本专业以研究“光”及衍生技术为主，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辅助

下，进行现实和虚拟环境设计的理论和规律。在理论层面，探索以“光”为媒介构建信息传播、

艺术传达和文化承载情境的理论体系，实现国际视野下专业理论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在应用层

面，以设计项目为依托，以先导性研究为着力点，探索“艺术+ 人文+科技+生态+价值”五位

一体的设计理念和方式在设计实践中的应用和转化，进而为构建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新艺术、新

传播样态提供理论支撑。 



 

三、师资队伍 

在环境设计系师资的基础上，专业不断培养和引进人才，建设复合交叉学科需要的专业师

资队伍。专业由 6 名硕士生导师构成，其中，兼职教授 3 人、在职副教授 3 人、博士学位 5 

人，从事城市传播、展演艺术、虚拟显示技术、视觉心理学、城市光环境规划、景观规划等专

业研究。除了硕士导师外，师资队伍整合校内外的师资力量，覆盖了本专业方向所应包含的城

市研究、智能媒体研究、数字艺术文化学等专业。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虚实共构空间的光环境艺术与游戏设计、环境戏剧、声音环境设计与理论、光环境艺术与

城市传播等。 

 

2.科研平台 

基于产学研平台“中国传媒大学光环境设计联合应用中心”，联合“中传清华同衡光环境 

联合实践中心”、“中传笔克展演实践研究中心和“良业光智慧馆智慧教学空间”开设戏剧光

环境、景观规划、室内光环境、文旅光环境等方向的教师工作室或工作坊，根据学生条件和兴

趣进入工作室，订制培养策略，做到因材施教。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曾获国际照明设计奖师学会 IALD、北美照明设计工程学会(IES)、教育部、科技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艺术基金、北京市艺术基金、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照明学会、

北京照明协会等国内外、省部级各项大奖。有 30余人次在国内外专业赛事中斩获高级别奖项，

设计作品受邀参加高级别专业展览。在国内核心期刊《当代电影》、《装饰》、《戏剧》和国

外杂志 Culture-oriented Science & Technology 中发表多篇论文。 

 

4. 学术交流 



本专业不仅重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交流，重视跨校之间的专业联合如中央美术美术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等，还重视与国际上知名院校、研究机构和不同协会间如德国维斯玛大学、国际

人机交互学术委员会等保持更多的学术交流。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者外，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为四大领域:其一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的运营策划等相关部门；其二是文旅公司，地产公司，各类设计院；其三是新兴的各

类传媒公司、创意公司、数字媒体艺术公司；另外还有一些毕业生通过公务员考试后在相关政

府职能部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