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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依托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这个建设平台，整合艺术学、

美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资源，已经建成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在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1-2012 年研究生教育分专业排行榜中，我

校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名列全国第七，西部第一，是我校为数极少的排名进入

全国前十的学科。本专业凝练形成戏剧与影视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影视产业

与文化传播、电影美学与戏剧美学等三个学科方向。 

本学科学术实力雄厚，目前有教授 5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硕士生导师

6 人；教师队伍中，有 2 人是重庆市学术带头人（含后备人选），1 人是重庆

市文联副主席，1 人是首批重庆市青年文化人才（巴渝新秀），1 人是重庆市

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1 人是重庆市青年文化新人。 

本学科科研实力雄厚，成果丰富，近 5 年来，本学科团队共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艺术学项目 5 项（其中重点项目 1 项），省部级社科项目 8 项，

其他项目 10 项；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40 余篇发

表在《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电影艺术》等重要期刊和报

纸上，20 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出版学术专著 8 种、

译著 2 种，获得重庆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1 项。 

本学科教师长期同峨眉电影集团、上海电影集团、北京电视台、紫禁城

影业，以及重庆广电集团等单位保持合作关系，近年来承担了多部电影电视

剧和话剧的创作任务。其中电影《青苔》获巴蜀文艺奖，电视剧《红岩》和

《山青青水清清》分别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飞天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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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用范围 

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 

戏剧与影视学 

戏剧与影视创作理论 

戏剧与影视美学 

戏剧与影视产业研究 

三、培养目标 

1. 掌握坚实宽广的本学科基础理论，了解本学科历史与现状，了解本学

科学术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同时掌握一定的相关学科知识，学术视域开阔，

思维活跃，具有较强创造能力、思辨能力、表达能力，能独立地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高等教育工作和其他专门工作，能做出具有创意的成果，养成求实、

严谨的科学作风。 

2.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论文写

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能力。具有较强地运用网络技术进行信息

处理的能力。 

3. 具有健康的体魄与心理素质，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较强的应用意识

和实践能力。 

四、学习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 年，学习年限为

2-5 年。 

五、培养方式 

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全日制学习。在修完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鼓励跨

学科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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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必修环节 

（一）课程学习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含中英文）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 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1111000001001 第一外国语  1 90 3 考试  

1111000002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1 36 2 考试  

 1111000002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8 1 考试  

学

科

核

心

课 

1111130300020 艺术哲学 1 54 3 课程论文  

1111130300021 
中外主文献研读（含研究

生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1 36 2 课程论文  

1111130300022 剧作原理 3 36 2 课程论文  

1111130300023 电影史论 1 36 2 课程论文  

1111130300024 戏剧史论 1 36 2 课程论文  

专

业

课 

1111130300025 戏剧与影视产业导论 2 36 2 课程论文  

1111130300026 中国电影研究 3 27 2 课程论文  

选 

 

修 

 

课 

1111130300027 外国电影研究 2 36 2 课程论文  

1111130300028 外国戏剧研究 1 36 2 课程论文  

1111130300029 文化传播 1 36 2 课程论文  

1111130300030 电影大师研究 2 36 2 课程论文  

1111130300031 欧洲古典戏剧研究 3 36 2 课程论文  

至少选修一门跨学科课程和一门全校性创新创业在线课程。 

跨学

科或

同等

学力

考生

补修

课程 

至少三门    备注： 

 1110130300006 中国电影发展史  
不计

学分 

1110130300007 世界电影发展史  
不计

学分 

1110130300008 艺术经典  
不计

学分 

应修

学分

要求 

应修最低学分：  29    学分（具体由各学科自定） 

其中必修课程最低学分：  25   学分（含学术活动+实践训练 4 学分） 

备注 

1．“跨学科”指按照跨一级学科认定，如有特殊情况，在备注中予以说明。 

2．课程免修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3．全校各培养单位开设的所有研究生课程均可作为选修课。 
4．本表格可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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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活动 

本专业研究生须参加学术活动，具体而言包括参与学术讲座、学术论坛、

学术会议、文献研读和文献综述等。在学习期间，须参加学术活动不得少于

15 次，学术活动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报告，导

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记 2 学分。 

（三）实践训练  

本专业研究生需参加实践训练。实践训练包括专业实践、教学实践和社会

实践，硕士研究生须选其中一项实践。专业实践包括参与导师、导师组或本人

主持的科研项目的研究、科技扶贫、科技咨询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教学实践则

可以通过担任文艺学相关助教、试讲课程、指导实验与实习等形式进行。社会

实践包括深入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进行社会实践调查、业务实习、科技推广

等实际工作。 

专业实践由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教学实践担任助教应经历一个完整的

课程教学周期，试讲课程不少于 6 学时，指导实验与实习不少于 12 学时。入

学前有 2 年以上大学专科及以上高校教学实践经历者，可免去教学实践考核，

但须提供有关证明。教学实践由课程主讲教师进行考核；社会实践由社会实践

单位或导师、导师组进行考核。实践训练考核合格后，硕士记 2 学分。 

（四）学位论文  

1.开题条件 

原则上，在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之前，硕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 

2.选题要求  

选题要在学术上具备一定开拓性、创新性。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学术水

平或实用价值。题目大小适宜，难度得当，具有可操作性，能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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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形式要求 

通过三年的严格学术训练，本专业研究生应该建立起正确的学术思想和学

术立场，建立起正确的学术伦理和学术观念，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宁静恬淡，

准备着为祖国的学术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在此基础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专业国内外学术前沿动向，学会发现问题、研究问

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从而能够独立完成一篇中等篇幅论文（学位论文）

的写作。 

1.能够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观察，能够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问题，且此类问

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2.能够围绕所发现的问题，独立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且

寻找的论据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 

3.具备严谨的学风，能够驾驭严密的推理论说过程。 

4.思维清晰，语言顺畅，还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悟力。 

5.学位论文应由研究生在导师或导师组指导下独立完成。 

4.工作量要求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按培养方案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学分要求和必修环

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经审查合格者，准予毕业。 

5.学术规范要求 

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不相混淆，引用他人的观点、

材料、数据等注明来源；独立完成论文，在准备和撰写过程中接受导师指导、

采纳专家建议、获得他人帮助等应实事求是地表示感谢，但不能把未对论文提

供帮助的名人等列入致谢之列；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准确无

误，所用概念、术语、符号、公式等符合学术规范，没有严重错误或使用严重

错译的译文；对问题的论述完整、系统、逻辑严密，关键词得当；语言精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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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外文拚写错误、笔误和校对

错误等总计不超过论文的万分之三（按排版篇幅计）；论文文字重合率不超过

20%。 

按学校要求，在《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版权协议书》上签

名，并附在学位论文首页。 

6.格式要求 

按照《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及打印要求》执行。 

七、质量控制环节与要求 

（一）培养计划制定 

培养计划由学生和导师或导师组共同制定，并由导师或导师组进行审核，

应于入学 1 个月内完成。 

（二）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的方式可以是口试、笔试或课程论文等形式，由任课教师负责。

硕士生公共课采用考试方式；学科核心课程闭卷考试成绩占比不得低于 30%。

专业核心课程成绩及格线为 75 分，其他课程及格线为 60 分。各课程的考核方

式须在教学大纲中予以明确并严格执行。 

（三）学术活动考核 

学术活动结束后三个工作日之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报告，导师

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四）实践训练考核 

实践活动结束后一周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活动报告或总结，由

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五）中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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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单位研究生规模和学科点现状，按照学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

提出本单位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的具体时间和办法，中期考核一般安排在第四

学期初进行。 

A、考核在培养单位统一组织领导下，由各专业负责实施，组成包括培养

单位（学科）负责人、导师代表、班主任等在内的若干考核小组（每组成员

3-5 人）进行考核，同时较广泛地听取其他教师的意见。 

B、业务方面主要考核研究生课程学习是否达到规定要求，通过课程学习

反映出来的科研及思维能力；政治、思想、品德方面的考核由院学生工作组会

同有关人员进行。 

C、填写“西南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自我评估表”，对被考核研究生作出

结论性意见。 

D、经过中期考核的硕士研究生，按考核结果分 3 种流向： 

硕-博连读：具体要求见学校相关文件规定。 

进入硕士论文阶段：学习成绩良好，具有一定研究工作能力（以论文为主

要参照），可进入硕士论文阶段，继续完成硕士学业。 

中止学业：个别成绩较差，明显表现出缺乏科研能力，或因其他原因不宜

继续攻读学位者，要求限期改正，限期未改正者中止其学业，按学籍管理的有

关规定，发给相应证书。 

（六）学位论文 

资格要求：按时完成本方案规定的任务；  

内容要求：选题有学术和社会意义；能反映出作者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与论文相关的前沿研究动态；研究主题明确、问题集

中、论证严密可靠、有明显的专业特色、有新见解。 

技术规范要求：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不相混淆，

引用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注明来源；独立完成论文，在准备和撰写过程



8 

中接受导师指导、采纳专家建议、获得他人帮助等应实事求是地表示感谢，但

不能把未对论文提供帮助的名人等列入致谢之列；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引用的

资料和数据准确无误，所用概念、术语、符号、公式等符合学术规范，没有严

重错误或使用严重错译的译文；对问题的论述完整、系统、逻辑严密，关键词

得当；语言精练，语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外文拼写

错误、笔误和校对错误等总计不超过论文的万分之三（按排版篇幅计）; 论文

文字重合百分比不超过 20%；。 

按学校要求，在《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版权协议书》上签

名，并附在学位论文首页。 

（七）学术成果要求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按培养方案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学分要求和必修环

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学位论文以双盲方式进行，通过教

育部学位中心论文送审平台进行，交由 3 位专家评阅。采用“一票否决制”，

即一位专家不同意，则推迟举行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至少推迟半年，论文送

审合格后参加答辩，送审方式与第一次一致。 

八、关于港澳台研究生 

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研究生按照本培养方案执行。 

九、关于来华留学生 

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免除“思想政治理论”和“第一外国语”课程的学习

和考核，增设“中国概况”和“汉语”为必修课。其它要求按相应学科专业的

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有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学科需提供对应英文版培养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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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培养方案审核意见 

所在培养单位学术分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部学术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