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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们纷纷读博，艺术专业博士是什么？

今年9月，多则明星与知名主持
人重返校园深造、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的新闻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密切关
注。其中，演员林更新和杨皓宇成功
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表演创
作”专业博士录取，演员靳东则被中
央戏剧学院“戏剧影视”专业博士录
取，央视知名主持人龙洋、刘阳、靳强
也纷纷回到中国传媒大学继续攻读

“戏剧影视（播音主持）”博士专业。
不少网友提出疑问，今年明星

和“名嘴”们怎么都“卷”起来去读博
士了呢？据悉，他们今年攻读的都是
艺术类专业博士。艺术门类的专业
博士在我国今年是首次招生，属于一
门高端艺术人才培养的新模式。那
么，艺术类专业博士和学术型博士在
培养和录取上有什么区别？院校在
培养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艺术专业博士培养重“应用”
个性化培养模式尤为重要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教育部公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
业目录（2022年）》。新版目录对艺
术学进行了较大调整：原艺术学门
类下的一级学科由5个合并为1个，
即艺术学；专业学位类别由1个调
整为6个，分别为音乐、舞蹈、戏剧
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
设计，并升级至博士层次。艺术“专
博”已于今年完成第一次招生。

与学术博士学位相比，专业博
士学位更多地关注于实践和应用，
是为那些希望在特定领域中从事
高级职业实践的人设计的。因而
艺术专业型博士培养的是应用型
的艺术人才，要求学生不仅要懂理
论、懂创作、了解前沿知识，还需要
相应的授课能力。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国
内拥有艺术“专博”学位研究生培
养资格的院校并不多，以戏剧与影
视专业为例，2024年全国仅有中央
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
剧学院等12所院校拥有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格。

目前广东省内拥有艺术“专博”
培养资格的院校有广州美术学院，
专业为“美术与书法”，2024年首年
招生，实际录取人数为11人。

李同学今年9月刚刚录取某院
校的“戏剧与影视”专业博士，开学

已有一个多月。她向记者透露：
“目前学校的课程设置通常包括两
个主要方面：实践课程和理论课
程。实践课程会和自己的专业相
关，一般为导师的小课。部分理论
课程则会和学术型博士生们一起
在课堂学习。”

据悉，艺术专业博士学费也会
比学术型博士更高，如上海戏剧学院
和中央戏剧学院博士学位研究生学
费标准为每学年10000元，专业型博
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则为每学年
30000元，中国美术学院全日制学术
型博士研究生为每学年10000元，专
业型博士研究生为每学年24000元。

艺术专业博士作为我国新开
设的一个学位类型，对各院校也提
出了挑战。记者了解到，艺术类院
校普遍更适应转型“专博”，而综合
性高校相对来说有更多困惑与担
忧。专业型师资队伍不足，是各高
校公认需要补短板的一环。去年
11 月，厦门大学宣布聘请著名导
演、编剧、制片人黄建新担任该校
电影学院院长。近半年来，厦门大
学电影学院已聘任5位电影与戏曲
领域的业界老师。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教授张金尧曾表示，艺术类专业博
士的设置，带来了“如何建设中国
式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新挑战。比
如说，学术博士与专业博士毕业要
求如何做到差异化、学术博导与专
业博导任职资格是否可以“跨界”
等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回答。由
此可见，针对专业学位博士生，制
定并优化更加契合其培养目标的
培养方案与教学体系显得尤为重
要。与学术型博士生相比，专业学
位博士生处于不同的“发展路径”，
因而需要采取个性化的培养模式。

录取考核重“实践”
平衡好艺与术是一道“难题”

演员林更新今年以第二名的成
绩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表演
创作”专业录取，位列第一的杨皓宇
也是一位演员，今年该校该专业共
录取四人。不少网友质疑：“明星又
没有论文，学术水平也不得而知，他
们是怎么考上的？”记者了解到，专
业博士的录取考核方式和学术型专

业博士存在很大的区别。
以上海戏剧学院为例，艺术专

业博士的录取方式仅为“申请考
核”。在业务课一的考核中，考生
需提交“创作实践计划书及个人艺
术实践成果”；业务课二的考试方
式则为专业知识考核。业务课一
对考生的艺术实践要求较高，以

“戏剧影视表演创作”专业为例，实
践相关的考核包括：“提交作为主
要演员参与社会公演的舞台剧或
影视作品共3部的相关证明，包括
演出节目单及完整视频资料”以及

“提交作为主要演员获得省部级及
以上或行业内重要奖项，或国（境）
外相当等级奖项的电子版证明材
料”。学术型博士的录取方式则分
为“申请考核”和“普通招考”两种，
其中“申请考核”的业务课主要考核
方式为“课题申请书+论文”，主要考
查考生的学术能力和论文质量。

央视主持人龙洋考取的中国
传媒大学戏剧影视（播音主持艺
术）博士专业，对实践也有相关要
求，即“具有播音主持及相关专业、
领域的学习基础，并有3年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以及“具有相关领域
创作实践经验，有公开播出的播音
主持作品，或在业界公认的播音主
持评奖活动中获奖”。由此可见，
艺术专业博士对考生的相关艺术
专业实践要求很高。除了专业实
践考核，考生还需要通过专业课的
测试，并非部分网友所认为的只需
花钱就能读的“水博”。

艺术专业博士在考核和培养
上更重“实践”，针对院校在学生培
养过程中，艺与术、理论与实践的平
衡问题，就艺术类专业博士点的设
置，也有专家提出了担忧。四川美术
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
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黄宗坚提出：“艺
术专业博士点的设置绝不是削弱学
生艺术理论建构能力的理由。艺术
专业博士设置后，有可能使得理论与
实践脱节、艺与术分离变得堂而皇
之。事实上，现有的艺术类博士点的
博士研究生培养中，本身就存在学术
含量不高、理论创新能力不强、研究
能力薄弱的问题，如果不以完善的机
制对这些问题加以防范，专业博士研
究生研究能力的下滑，就有可能不
再是个别现象。” (据新华网)

我家孩子今年上四年级，平时做事总是拖
拖拉拉，缺少时间观念。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
但效果不明显。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才
能科学指导孩子提高学习效率，戒掉拖拖拉拉
的习惯？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四年级年
级组长、北京市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教师朱亚
梅：无论孩子处于哪个学龄阶段，“拖延”这一难
题总是让家长们感到束手无策。小学生在日常
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拖拉、磨蹭、懒散等行为，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乏有效的时间管理能力。
而掌握时间管理技巧，不仅能够帮助孩子们提高
学习效率，还能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

据统计，超过90%的家长反映孩子存在时间
管理上的不足，表现为行动迟缓、缺乏明确的时
间观念。然而，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这并非全
然由于孩子自身缺乏时间意识，而是由于时间
的抽象性和难以直观感受的特性，导致孩子难
以准确把握。在多数情况下，孩子的拖延行为
并非出于贪玩，而是由于他们对时间长度的预
估能力不足所致。

认知心理学认为，每个人的时间观念与自
身的时间知觉密切相关，它并非天生存在，而是
随着孩子生活经验的累积而发展。那么，在日
常生活中，家长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提高孩子的
时间知觉力呢？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
和认知规律，分阶段指导时间管理的技巧。

2到7岁属于好奇与模仿的年龄段。这个阶
段，孩子们的“自控小马达”还没全开，所以特别
需要家长们的“启动仪式”。一开始，我们要手
拉手，像探险一样制定一天的日程表，同时也要
对相关活动提出挑战小要求：早晨的阳光里，我
们设定个“起床小闹钟”，看看谁能最快变成小
勇士，自己穿衣还整理床铺；午餐时间，咱们来
个“专心吃饭大赛”，看谁能不溜号，吃得又快又
干净；到了玩耍时刻，更是要展现“小小计划师”
的本领，合理安排时间，让学习和游戏都精彩不
断！这样的冒险旅程，从孩子开始懂事就启程，
一直到小学低年级都满满是乐趣。目标就是让
孩子在欢笑中学会时间魔法，感受到时间管理
的超级力量。

7至10岁属于参与阶段，孩子已经对时间管
理有了一定的认知基础和实践经验，因此，我们
可以积极鼓励他们参与到安排每项活动的时间
规划中。具体而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预估完
成每项作业所需的时间，并在实际完成时进行
记录与评价，同时，给予他们必要的鼓励和奖
励，并留出充裕的自主安排时间。家长和孩子
通过预估时间，我们旨在培养孩子的整体时间
规划意识，让他们学会将自己的业余时间有意
识地划分成不同的板块，以便更好地掌握任务
的完成情况。这样的参与和引导方式，不仅能
够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与管理能力，还能够显
著提升他们做事的效率。

11岁至12岁以后进入自主阶段。这个阶段
的孩子已展现出显著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家长
可充分尊重并鼓励他们独立进行时间管理。这
意味着让孩子自主规划每日的作息时间，包括
起床、用餐、作业、运动、娱乐及睡眠等各个环
节，赋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与决策权。

与此同时，家长的角色需适时转变，从传统
的指导者逐渐过渡到鼓励者与支持者的身份。
家长应更多地关注与陪伴孩子，通过协商、沟通
以及持续地尊重，来营造一个积极、和谐的家庭
氛围。这样的转变旨在激励孩子进一步强化其
时间管理意识，不断提升时间管理的能力，从而
助力他们更加健康、快速地成长。

(据新华网)

如何培养孩子
成为时间管理“小能手”

（（网络图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