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原先在艺术学一级学科范围内，拥有电影学

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二级学科的硕士点，并在中国文学

一级学科范围内设立了影视文学博士点， 这些学科点自正

式被批准以来，对于艺术学相关学科产生了极大地推动作

用。

随着 2011 年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设立，原

有的学科方向得到了更好的整合，并进一步吸收原先影视

人类学、戏剧创意写作学的研究力量。具体而言，戏剧与

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由中文系、艺教中心、新闻学院等

单位共同建设，下设 3 个学科方向：戏剧学、电影学、广

播电视艺术学。现有研士生导师 15 人，2021 年招收硕士生

3 人，学位授予 3 人，毕业生主要去向为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质量颇具信誉。

戏剧影视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紧密结合，是提升艺

术学科研究能力的突破口。未来该方向将以“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为平台，围绕杨俊蕾老师主持的上海哲社一般课

题“电影与电子游戏融合发展及产业前景：游戏电影化和

电影游戏化研究”和国家广电社科研究项目“传统文化资

源激活中国电影供给侧创新研究”、梁燕丽老师关于台湾

话剧史的研究、孙晓虹老师主持的上海哲社一般课题“上

海电影中的‘四史’相关题材影片创作发展研究”以及杨



新宇老师关于现当代话剧、电影及新诗的研究成果，凝聚

中文系和艺教中心等从事影视艺术教育和研究的力量，积

极开展电影学的各项教学和研究活动。在不久的将来，拟

将戏剧影视学建成国内同类学科中具有特色特长的前沿学

科。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戏剧与影视学学科为保证生源质量，充分发挥复旦大

学综合性优势，采用多种形式吸引优秀生源。在招生过程

中，认真执行招生工作制度，规范招生工作流程，成立院

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复试小组，严格招生复试过程管理，

坚持择优录取、宁缺毋滥。

戏剧与影视学的研究士生导师，不仅学术活跃度高，

而且德才兼备、因材施教，强化岗位意识，保证学生培养

质量。研究生培养和学位申请的各个环节不断完善，从论

文开题、中期考核，到预答辩、论文盲审及答辩，由导师

组共同严格把关，整合和凝聚力量，抓实抓细学位论文质

量环节，确保扎实基础上的创新，促进高质量的创新人才

培养。今后将进一步发展学科特色、突破格局、融合创新，

使得培养研究生人才和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相辅相成。

本学科加强师生学术规范教育，严格按照《复旦大学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规范》、《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等文件精神开展论文写作和指导。所有学位论文须参

加硕士论文盲审抽检，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进

行分流退出，严格规范研究生学籍管理。推出论文质量与

导师招生资源挂钩联动机制，对学位论文的学术道德问题

实行一票否决。健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监督评价体系，

由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组对研究生培养各环节进行巡视抽

检，实现内涵式发展。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依托于中文系的建设，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点依靠中文、

戏剧、影视等深厚学术基础，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培养出艺术学高层次研究人才，其中导师作为“第一责任

人”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力量，肩负着培养专业高层次创

新人才的使命与重任。

戏剧与影视学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针对研究生教

育特点，加强导师团队建设，明确导师权责，要求导师正

确履行指导职责，支持导师严格学业管理，首要落实研究

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定期召开导师例会，经常组织师生

研讨会等。加强导师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

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结合专业特色，依托校内

外各类资源，以专题报告、走访参观、座谈交流等形式，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化思政育人内涵，强化“三全



育人”实效。

目前戏剧影视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共同组建基层党支部，戏剧与影视学的梁燕丽老师担

任该党支部书记，杨新宇老师担任支部组织委员，都能积

极履行党员义务，处处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自 2018 年

以来，戏剧与影视学学科所在党支部连续三年获得年度考

核优秀，2021 年获得复旦大学先进基层党支部的光荣称号。

本学科切实保障学生权益。针对研究生奖学金、优秀

毕业生等评审活动，成立专门的评审委员会，形成专门的

评审制度。配备有研究生专职管理人员，构建以师生为中

心的管理服务体系。注重加强研究生工作队伍建设，通过

专题学习培训等形式，加强研究生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

业务能力，为“双一流”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管理和服务保

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