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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所院校的教学计划看我国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本文从武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三所院校的音乐传播学专业的不同特

点着眼，谈音乐传播学的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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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音乐传播教育源起与现状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一个新型的应用学科悄然兴起。 

  1993年初，以《中国音乐》杂志为阵地，发起了第一轮关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专题研讨，先后登载

了关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音乐传播与音乐教育、音乐传播学方式方法研究的论文（详见薛良、宋莉莉、

修海林等六人关于音乐传播学的论文，发表于《中国音乐》93年第一、二期上)，表明专业音乐学者开始关

注并思考这个新领域。尤其是修海林先生的《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一文，对于音乐传播音乐传播

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与理论模式、音乐的传通符号、音乐传播方式与媒介、音乐传播的接受与选择等一系

列问题的理性思索，代表了当时对于该门学科建设系统研究的深度，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1994年，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开设了一门新的专业课——“大众音乐传播学”。授课教师是从事艺

术哲学、音乐美学研究的宋祥瑞副教授，据其所撰《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一文介绍，当时，只

有他一位教师和一位1991级的专业课学生，1998年之前一直作为专业个别课（1998年以后，又开设了

公共课），并且，每一届选此课的学生人数几乎占到该届总数的一半。从1994年---2002年培养了六届十

二位该专业的本科生。目前，该专业有专业教师三名（宋祥瑞副教授、汪森讲师、孙凡讲师），三名在读

本科生和一名硕士生。 

  1997年秋天，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宗晓军先生获得美国迈阿密大学音乐商业与娱乐工业管理硕士学位

后归国，旋即在《音乐生活报》、《中国文化报》、《人民音乐》、《中国演出家》主持有关文化产业专

栏，发表相关文章，并深入商业运作实践。2000年春季，应中央音乐学院邀请创建并教授《音乐商业与艺

术管理》专业课程；并任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专业客座教授。 

2001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将音乐传播与管理专业纳入招生计划，并招收了8名本科新生。目前，该

专业有专业指导教师二人（宗晓军、沈鹏），学生8名。 

  2000年初，北京广播学院录音艺术学院谢涛讲师提出了增设音乐传播专业的设想，并得到艺术学院院

长曾原纪、音乐研究所所长曾田力教授的全面支持和鼓励。  

  2002年，经过近两年在教学计划、师资配备、教学设施等方面的准备后，北京广播学院音乐学专业音

乐传播方向正式招生。目前，有专业教师五人（谢涛讲师（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曾田力教授、曾

遂今研究员、赵志安博士、刘聪明讲师（硕士）），在校本科生23人。 

  近年来，与音乐传播相关的艺术类专业教育在我国已经形成勃兴之势。除上述三个学院外，目前，我

国至少有包括北京大学（艺术管理专业）、中央戏剧学院 （艺术管理专业）、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

流专业）、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天津音乐学院 （艺术管理）、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管理）、星海

音乐学院（社会音乐管理）在内的近20所专业院校开设了与音乐传播与产业管理相关的专业，中国艺术研

究院音乐研究所还于2003年率先开设了音乐传播硕士学位课程（指导教师：曾遂今）。（详见附件1《音

乐传播相关艺术类专业目录》）。 

二、音乐传播专业学科定位 

 

  各院校都根据自身的定位和优势，尤其是主要策划人的认识来界定这个新型的专业，从而在学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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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现出较大的反差。 

  就武汉音乐学院而言，由于主创者认为“现代流行音乐与大众传媒技术之间具有一种非常内在的关

系，那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演变就成为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且为任何其他学科所不可取代的途径或方法论”。并且把它作为开设这门课程的初衷，因此，“根

据上述考虑，我当时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历史的梳理上。”提出了“大众音乐传播学，

是将大众传播学与音乐学(包括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作品分析等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当代流行音乐的一门新

学科”的学科定位。 

  以此为基础，在研究内容上提出了以媒介为中心的四大主题论：即“1）关于流行音乐本身即传播信息

的“生发研究”，它包括音乐和歌词的创作与演唱；2)关于媒介即信息制作方式的“制作研究”，它是流

行音乐作为媒介而形成并面市的技术基础；3)中间环节的“操作研究”，它一方面是指各大媒体的编辑和

传播操作，另一方面指经纪人作为中间环节与音像的制作发行公司之间的操作，歌手通过他们的“包装”

而走向市场；4)传播媒介的“影响研究”，即流行音乐所产生的社会心理效应”。 

  武汉音乐学院所采取的这种取向，强调音乐传播流程中各种具体信息的梳理与研究，体现出浓厚的社

会文化哲学的思考，具有较强的思辩特点。 

  中央音乐学院在该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中明确提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素养和系统的专业基本知识，具备一定音乐实践技能和教学能力，能在高、中等专业或普通院校、社会文

艺团体、艺术研究单位和文化机关、特别是出版及广播、影视部门、音乐演出场所等从事教学、研究、编

辑、评论、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并且具体规定了毕业生应该获得包括音乐学、音乐管理学、音乐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内的九个

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甚至规定了毕业生要“掌握录音录像的基本技术”（详见附件2《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传

播与管理专业教学计划》）。 

可以看出，中央音乐学院的专业定位无疑较为宽泛。这与音乐学专业一贯的培养模式分不开，体现出“厚

基础，宽口径，重实践”的特点。 

  北京广播学院的音乐传播专业，则立足于广播学院在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介教育领域的优势，将

音乐传播专业定位为“以音乐学为基础，以传播学为依托，以音乐在现代传媒中的多元组合方式和传播管

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将音乐策划、音乐制作、音乐传播、音乐产品营销等新型音乐应用门类作为主要的研

究、教学手段，是跨学科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 

（详见附件3《北京广播学院音乐传播专业教学计划》） 

  该专业要求学生掌握音乐学、传播学、现代管理学等基础理论，对现代传媒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具

备信息的采集、分析、处理的能力，具备音乐艺术的基本表达能力，掌握音乐项目策划、市场营销、统计

管理、节目制作与编辑的一般规律及其应用方法，具有组织、协调、项目运作、受众研究等方面的专门工

作能力。 

  这个专业定位，突出强调了音乐传播学术研究与音乐在传播媒介中的应用实践相联系，强调音乐传播

教学与鲜活的社会音乐生活紧密联系，体现出鲜明的应用型、实践型的特点。   

  就其他多数学院而言，课程设置上偏重音乐商业管理，着重发展学生在音乐产业中获得成功的技能，

培养学生在当今专业音乐商务中处理法律、经融、艺术、民俗等事务的能力。这些方面，或多或少都直接

借鉴了国外音乐商业管理专业的模式。（参见附件4《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音乐商业管理专业简介》） 

三、教学内容的比较 

  由于专业定位上的差异，三所院校在音乐传播专业具体教学内容设置上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下面以专业课与专业基础课的设置为例来考察三所院校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上的差异。 



  材料来源： 

  1、《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 宋祥瑞（见参会论文集  第9—10页） 

  2、《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管理与传播专业本科教学计划》（转载自中央音乐学院网站）  

  3、 《北京广播学院音乐学专业音乐传播方向教学计划》（2002年5月修订版）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各个学院具体课程的设置与其专业定位是一致的。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都包含

有实践性强的课程，如武汉音乐学院的传播学课程中包含的音乐制作和音乐编辑，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音

乐市场管理、音乐媒体技术、电脑音乐、音乐节目策划与制作等课程，但对于实践课程的重视程度是很不

一样的；在北京广播学院设置的专业课程中，除“音乐传播学”外，其余所有的专业课程都是实践性极强

的课程。反过来看，音乐学院的教学内容则具有稍微多一些的人文社会学关怀。  

  对比中体现出来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北京广播学院教学计划中体现出对于传播学、管理学及节目

制作课程设置方面的重视和强调，反映出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优势，而两所专业音乐学院在这些方面则表现

得较为薄弱。 

四、关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音乐传播纳入专业音乐教育体系，已有近十年的历史；然而，相对于音乐活动的

社会性展开，专业音乐传播教育的发展是滞后的；同时，不同地域不同学院之间对于音乐传播学科的理解

还很不一致，音乐传播还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学科规范和共识。 

问题于是被提出来，那就是：音乐传播是否需要统一的学科规范？专业音乐学院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模式

进行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综合性大学又该发挥怎样的优势建设这门学科？ 

附件： 

音乐传播相关艺术类专业目录 

中央音乐学院 03904 音乐学 

上海音乐学院 04902 音乐学（艺术管理） 



武汉音乐学院 050401音乐学（大众音乐传播） 

天津音乐学院 05005 音乐学（艺术管理） 

中国音乐学院 04001 音乐学 

沈阳音乐学院 08201 音乐学 

星海音乐学院 08510 音乐学（社会音乐管理、通俗） 

四川音乐学院 096  音乐学  

 西安音乐学院 09801 音乐学 

北京广播学院 11819 音乐学（音乐传播），11813 公共事业管理（电视制片管理） 

北京电影学院 04110 公共事业管理 

中央戏剧学院 04209 公共事业管理（艺术管理） 

中国戏曲学院 04313 戏剧影视文学（国际文化交流） 

解放军艺术学院 054 文化管理  

南京艺术学院 08106 作曲（音乐传播），08121 音乐学（艺术管理） （国有民办） 

北京大学           艺术管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音乐社会学与音乐传播硕士学位课程   

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     音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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