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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首届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郭金龙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湖南省首届戏剧与影视学
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召开，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 １２
所高校的５０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
学者围绕戏剧与影视学学科规划、硕士点建设、实

践教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　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修订的《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１年）》中，艺术学成为
第１３个学科门类，戏剧与影视学（１３０３）成为艺术学
门类下设的５个一级学科之一。学科的升级，为我
省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影视

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制播分离模式的产生，为其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湖南电视业的高速

发展为其提供了优质的平台。中央财经大学谭云明

教授认为，湖南省完全有条件有实力也应该有信心

搭建全国性戏剧与影视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平台。

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认为艺术学门类的确立

对于戏剧与影视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他指出：在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戏剧与影视学的学科教育取得

了不小的成绩，但与传统学科相比还存在不少差

距。戏剧与影视学在构造一级学科格局过程中，如

何从文学研究延伸到戏剧与影视研究中来，如何确

定与之相对应的专业基础课程，如何进行新的学科

规划，如何将现有学科格局与新的门类设立进行衔

接，都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

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带头人湖南工业大学郑坚

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肖燕雄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刘

奇玉教授各自就本校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

点申报与建设情况作了介绍。

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湖南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春

耕教授指出：当前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建设有亮点，

但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如硕士点的戏剧影视音乐、

电影学等专业建设比较宽泛，专业定位不够明晰。

长沙学院舒欣博士、衡阳师院蒋芳教授、湖南

师大肖燕雄教授、湖南大学周清平博士都提到专业

教师的缺乏是目前各高校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建设

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应花大力气加快人才的引进

和培养。

关于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学生的招生就业问题，

刘奇玉教授认为除了少数几所重点大学之外，大多

数学校的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缺少专

业实践的机会，专业素养不足，动手能力较差。虽

然目前招生生源不错，但几年后的就业问题比较令

人担心。蒋芳教授认为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招

生类别影响生源问题，以往按普通文科招生，生源

少而且不稳定；现在转而按艺术类招生，考虑了学

生自己的志愿与兴趣，也有利于稳定生源。

吉首大学田茂军教授与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杨振邦谈到研究生学习

与生活中存在的心理压力问题，都强调要加强对研

究生学习、就业、情感和经济等方面情况的关注。

　　二　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在戏剧与影视

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的情势下，应该明确学科建设的

目标与理念，认识学科建设的规律与通则，规划学

科建设的领域与步骤，这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的共

识，大家就学科建设规划、学科发展方向、学科教育

的理念与课程及考评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季水河教授认为戏剧与影视学研究大有可为，

各学科点要凝练学术方向，根据学科特点及国际国

内做法进行前瞻性设置，既要突出自身特点，又要

兼顾学科要求，注重学科带头人的培养，重视重大

科研成果的突破，争创省级重点学科，全面推进我

省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发展。

何春耕教授指出戏剧与影视学成为艺术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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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级学科后，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规划应依照国

家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指标体系，找到学科的突破

点，注重自身特色，突出本地优势。

中南大学刘泽民教授提到近期新闻报道的文

科专业就业不理想的情况，认为戏剧与影视学作为

人文专业学科，其学科建设发展不能走工科和理科

的发展道路，应加强自身与业界的联系沟通，不断

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准确定位专业方向，注重成果

展示、专业基地建设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

长沙理工大学罗教授则认为在学科建设方

面，要更好地发挥学科带头人的领头雁作用，对学

科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亲力亲为，敢想敢干；要善

于与学校领导和有关方面协调沟通，取得学校信任

和支持。

肖燕雄教授提到：目前我省戏剧与影视学一级

学科硕士点都为学术型，其申报与培养应该注意与

专业型硕士点的申报与培养有所不同。戏剧与影

视学学科应该借力于中国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借力于本科专业，借力于电影学、电视学成果，借力

于“电视湘军”，走产学研发展之路，服务于湖南文

化产业的发展。

湖南工业大学阳海洪副教授从网络媒体作为

影视传播的载体出发，认为应对传统精英化、学术

化的研究生教育进行反思，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

应该整合新闻传播学资源，培养适应新媒体时代的

戏剧与影视专业人才，建立新的人才评价体系，注

重学生传媒能力、策划能力的培养。

　　三　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应用

戏剧与影视学升格为一级学科既与学科自身

的特点有关，也是艺术、技术与文化产业迅猛发展

的结果。高校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的关键是与

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实践教学问题。与会代表特

别重视专业实习、毕业设计、实习基地建设、与业界

联系等问题，有的代表还提出了以高校为依托直接

成立制作公司的建议。

罗教授介绍了自己所在的长沙理工大学新

闻和中文专业的特色建设经验，该校的新闻专业

“国际化”、中文专业“应用化”的思路与举措，引起

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大家认为值得我省戏

剧与影视学专业建设的学习和借鉴。

刘奇玉教授介绍自己所在的湖南科技大学戏

剧与影视学专业学生实践教学的情况：一年级主要

进行基础学科的学习，二年级进行相关专业的实践

教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深入到地州市文化

群和非遗址中心进行考察、研究和创作。周清平博

士认为学科建设的培养方案中应注明学生实践能

力应达到的预期成果；专业实训方面，学生应该完

成相应作品。他介绍了自己所在的湖南大学戏剧

与影视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情况：学校经常组织学生

到湖南广电中心、无锡影视城等地方参观学习，定

期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湖南大学廖艳君副教授指出：戏剧与影视学在

教学过程中应该贯穿“大传播”的理念，注重学生的

动手实践能力，当前社会中企业注重员工的动手能

力。舒欣博士指出技术、艺术、文学如何结合在一

起，是未来将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他说目前长沙市

政府很支持长沙学院实习基地的建设，长沙学院与

长沙电视台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现在已合作拍摄

１００多小时的《韵味长沙》。阳海洪副教授提出要
保证实践教学的比例分配，完善校内实践内容，对

实践教学进行有效管理和监控。湖南一师龙永干

副教授建议有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点的学校与

省文化厅戏剧研究所合作，并利用当地的剧院、影

院资源。有业界背景的谢杰老师与欧阳世芬老师，

认为以高校为依托成立制作公司很有前景，制作一

个节目，研究一个好的模式，很有前途。

湖南师范大学肖燕雄教授作总结发言，认为戏

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要为学界与业界的交流搭建桥

梁，要深入了解业界对人才的需求状况。他对培养

既有学术理论修养又有创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寄予

厚望，提出在该学科建设上将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

合，搭建学科建设平台，加强与各方面的合作，实现

定期交流研讨。同时，他还指出戏剧与影视学专业

学科建设应该把握学科前沿及发展趋势，以学科建

设为龙头，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关健，以提升科学研究

水平为重点，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走产学研发展之路，瞄准国家和地方经济

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服务于湖南文化产业

的发展，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最后，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

长甘智钢教授对与会代表的发言作了简洁精当的

点评，并代表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

各地专家学者的与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省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建设如何国际化，

如何产业化，如何引进师资，如何培养学生，都值得

大家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湖南省首届戏剧与影视学

学科建设会议在湖南工业大学的成功召开，为未来

的发展建设开了一个好头，具有非常积极的助推作

用和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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