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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最后一天，来自川渝两地的川剧
演员齐聚成都锦江剧场，为庆祝《四川省
川剧保护传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的实施，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川剧大
戏。在历史长河中，川剧以其独特的艺
术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块瑰宝。然而随着时代的变
迁，川剧艺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川剧人才培养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随着《条例》等法规政策的出台，川剧传
承工作被赋予新的历史意义。迎着机遇
与挑战，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戏剧影视学
院将在9月9日正式成立，将有效填补我
省川剧本科层次教育的空白，写下川剧
传承卷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将为
川剧艺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开启文化
传承与艺术繁荣的新篇章。

填补川剧本科教育空白
描绘川剧保护传承新蓝图

川剧，作为四川的地方戏曲剧种，以
其变脸、吐火表演等经典剧目而闻名遐
迩。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川
剧艺术面临着观众流失、传承人才短缺
等严峻挑战，使川剧艺术的生存空间日
益狭窄。

“传统戏曲传承的师徒制模式面临
着现代教育体系的冲击，我们急需培养
新时代的高素质川剧人才。”四川省川剧
理论研究会会长杜建华表示。

9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为川剧艺
术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和政策支持。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路
口，川剧艺术的发展需要有一座教育的
高地，举起非遗传承的鲜明旗帜，为川剧
艺术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作为全国首批15所职业本科试点大学
之一的成都艺术职业大学，秉持“办一所艺
术大学，把艺术还给人民”的初心使命，将
在9月9日成立戏剧影视学院，将川剧专业
作为学院重点专业进行建设。这是全省范
围内首次开办川剧本科层次教育，有效填
补了我省川剧本科层次教育的空白。

名师大家“剧”力成长
创新培育输出高素质艺术人才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
成立，不仅是学校对川剧艺术保护与传
承工作的积极响应，更是人才培养模式
上的一次大胆创新。

《条例》第十四条指出，支持艺术类
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开设与川剧艺
术表演、艺术创作、艺术管理和技术保障
等相关的专业，完善川剧相关人才培养
体系。戏剧影视学院坚持“传承川剧艺
术，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的办学理念。

“学院致力于将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高
等教育相结合，打造一所课堂教学、艺术
创作、文化交流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戏剧
影视学院。”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戏剧影视
学院筹备组负责人徐亮介绍，学院有川
剧表演、川剧音乐、戏剧舞台美术等专业
方向，形成多层次、长短期相结合的育人
结构。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鼓励学生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为
川剧艺术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条例》第十六条，鼓励多渠道多种
方式引进吸纳川剧专业人才。为此，学
院引进了一批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
学者担任专任教师。其中，有四川省川
剧院院长陈智林，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创
始人、终身校长余开源，川剧史上第一位
女剧作家徐棻，曾上过三次春晚的国家

一级演员何洪庆等名师大家。
这些优秀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

和丰富教学经验，在他们的引领下，学生
们遨游在川剧艺术海洋中，探索新的艺
术境界。“怎样才能培养出川剧高素质人
才，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徐亮表示，
学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创新能力。学院既保留了川剧艺术的传
统课程如唱腔、身段、表演等，又增设了
现代戏剧影视理论、舞台美术设计等跨
学科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
学院还积极与企业、剧院等合作单位建
立实训基地和产学研平台，为学生提供
丰富的实践机会和就业岗位。通过创新
本科教育的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艺术人才。

持续打造教育改革创新标杆
再现“蜀戏冠天下”盛景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川剧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不仅关乎这
一艺术形式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更关乎
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延续和民族精神的
传承。学院以传承川剧为己任，它不仅
仅是教学机构，更是文化传承的摇篮，肩

负着将川剧艺术传递给下一代的使命。
《条例》第九条中，建设川剧博物馆、

艺术档案馆（室）被着重提出。“为更好地
实现非遗传承的目标，学院特别设置了非
遗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在学校二期建设
工程中，将建设数字化川剧博物馆，集结
了一批专注于川剧及其他地方戏曲研究
的专家学者。”徐亮介绍，持续打造教育
改革和创新标杆是学院坚定要走的路线，
将致力于挖掘川剧艺术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内涵，同时结合现代教育理念，开发出
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

为响应《条例》多条细则提出的人才
培养和动态传承，学院拟设一个招生30
人的公益性全免费“非遗传习班”，经过3
年中专加2年专科学习，再考入4年制川
剧本科，形成一个完整的培养路径。这
30人毕业后留校，将作为“四川省川剧实
验剧团”（筹建）的班底。除此外，还将开
设成人教育、社会培训等相关课程。一
系列打通川剧职业教育的课程，不仅涵
盖了川剧的基础技能，还深入探讨了川
剧的文化背景、历史变迁、美学特征以及
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之道。

此外，徐亮介绍，学院深入贯彻《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二十
条）》中推动校企全面深度合作条例，积

极推动校企合作和校地合作，通过设立
实习基地、举办戏曲文化节、开展公益演
出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传承
川剧艺术。《条例》鼓励川剧艺术与文化
产业的融合发展，学院将加强与地方政
府、文化企业、艺术院团的合作与交流，
共同推动四川文化艺术产业的繁荣发
展，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增长点，用经济
效益赋能非遗传承。

在未来，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戏剧影视
学院将吸引一大批热爱川剧艺术、具备良
好艺术素养的青年学子前来报考。他们
将在学院培养下逐渐成长为川剧艺术的
新一代领军人物，为川剧艺术的传承与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再现“蜀戏冠天下”盛景。

职业教育助燃川剧传承新动力
艺术文化发展谱写乐彩华章

2018年，经教育部批准，成都艺术
职业大学成为全国首批15所职业本科试
点大学之一，是四川第一所职业本科高
校。作为一所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的
高等学府，该校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为己
任。在戏剧影视学院的规划与建设中，
这一职业教育属性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
意义和更加具象的实践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将职
业教育定义为类型教育，它与普通教育
并驾齐驱，实行“两条腿走路”。成都艺
术职业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坚持职业教育
的独特定位，将实践教学放在与理论教
学同等重要位置。艺术教育不仅是知识
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更是对学生综合
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学院在
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动手和实际操作能
力的培养，努力让学生在毕业后能够迅
速适应工作岗位需求。

展望未来，学院将继续秉持职业教
育理念。深化三教改革，优化教学内容
和课程体系，加强“产学研训创”结合。
此外，学院还将努力打造成为文化新高
地，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汇聚和交流；同时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工作，为
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
成立是川剧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它不仅为川剧艺术的保护与传
承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更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与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体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一定能够谱写出更加辉煌
的新篇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瑞鹏
本版图据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培育川剧人才共谱文化新篇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即将正式成立

川剧《白
蛇传》进成
艺 校 园 剧
照。

川剧《梦
回东坡》进
成艺校园剧
照。

川剧《苏
母》进成艺
校园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