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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概述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公办艺术类高等职业学院，隶属于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学院的前身是由梅兰芳先生等京剧前辈创建于1952年的北京市私立艺培戏曲学校。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马连良、孙毓敏等曾担任学校校长。2002年12月，学院正式举

办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学院面向全国招生，开设戏曲表演、戏曲音乐、舞蹈表演、音乐表

演、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曲艺表演和戏剧影视表演7个专业14个专业方向，全日制高职普

通在校生453人。学院目前正式在编教职工355人，专任教师161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42人；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名师4人，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7人，北京市专业带头人1人。

经过几代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学院培养了10000余名艺术人才。几代艺术名家和艺

术教育家从这里走出，如孙毓敏、张学津、赵葆秀、谷文月等，其中有22人荣获中国戏剧表

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目前，我院毕业生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各大院团中发挥重要作用，

学院被誉为艺术人才培养的摇篮。学院多次被评为首都文明先进单位。2011年，学院被北京

市教育委员会评为“北京市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7年，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

会评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2019年，学院成为 “北京市特色高

水平职业院校建设单位”。



二、企业概况：

北京京剧院是我国规模最大、艺术底蕴最为深厚的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由京剧发祥地

——北京地区原有的京剧班社及后来的流派剧团于1979年汇聚而成。剧院现有三个演出团、

一个演出培训中心、一个舞美中心以及杜镇杰、张慧芳工作室。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前辈

艺术家作为北京京剧院的奠基人，为剧院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艺术乃至精神财富，他们的舞台

风范、艺术成就、流派风格，成为剧院的鲜明旗帜、渊源界碑。

北京京剧院名家荟萃，人才济济，除前辈大师外，剧院还拥有吴素秋、李万春、李多奎、

赵荣琛、李宗义、李慧芳、马富禄、姜妙香、李元春、王吟秋、周和桐、刘雪涛、梅葆玖、

谭元寿、马长礼、梅葆玥、张学津、李玉芙、李崇善、陈志清、杨少春、谭孝曾、赵葆秀、

阎桂祥、王玉珍、黄德华、叶金援、王树芳等众多京剧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表演艺术家。

北京京剧院立足传统，以演出传统经典京剧剧目见长。同时，亦不断创作新剧目，推出

既不脱离京剧本体又有当代意识的新编剧目。几十年来，北京京剧院上演、创作的传统京剧、

现代京剧、新编历史京剧、小剧场京剧达数百部。北京京剧院秉承历史，开创未来，把建设

世界驰名剧院作为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愿景，剧院在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的前提下进

行管理、经营和人才培养，并为京剧艺术未来的发展储备了极大的潜力。

剧院积极探索能够充分调动广大演职员积极性、符合艺术生产规律的管理方法。近年来，

剧院调整了生产经营的责任体系，实行了按项目对剧院的演出经营、艺术生产以及基础管理

和保障工作进行管理的“项目制”。“项目制”管理，责任明确，程序严格，提高了效率，

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剧院以树立品牌剧目品牌活动为战略，陆续推出了“唱响之旅”、“传

承之旅”、“发展之旅”、“每周一星”、“双甲之约”、“魅力春天”、“寻梦･承泽”

等品牌活动，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以此树立了剧院的品牌形象。

剧院积极为各个层面的人才提供发展和展示机会，包括为名家策划扩大影响的活动、量

身打造新剧目；为中年演员提供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给青年领军更多的学习、创作和演出机

会。一年一度的“青年演员擂台赛”、“青年演员对抗赛”活动，更成为激励青年演员成长

进步、走向成熟的舞台。这些举措，使各年龄层的演员相互激励、共同进步成长，剧院的社

会影响力也因此逐渐增强增大。

北京京剧院扎根本土创作演出，以雄厚的实力、高效的管理以及高水准的剧目作品，荣

获了各种奖项和荣誉：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北京市年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奖、首都维护国

家安全先进单位、首都文明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等。

北京京剧院多次将代表中国文化的京剧艺术带出国门，使之走向世界，所到之处几乎都

掀起了当地的京剧热潮和中国文化热潮，把中国传统艺术的火种洒向全世界，足迹几乎遍布

世界各地，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智利、摩那哥、德国、新加坡、意

大利、芬兰、巴西、匈牙利、日本、荷兰、瑞士、奥地利、卢森堡、越南、挪威、南非、毛

里求斯、阿联酋、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剧院曾应邀赴美国

林肯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歌剧院等著名艺术殿堂演出，把京剧

艺术的魅力成功带给了世界各地的观众。



三、参与办学

北京京剧院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历史渊源悠长，现如今活跃在北京京剧舞台上的演

员大多数毕业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改革

部署，围绕产教融合制度和模式创新，推进人才培养改革、创新重大平台载体建设、探索体

制机制创新等任务，北京京剧院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双方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2020年，

经双方协商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书》《联合办学协议书》。双方根据院团需求和自身特点，

开展联合办学、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课程体系建设、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人才双向交流等方面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需求的

精准对接。

四、企业参与学院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及内容

1、招生就业

学院在北京京剧院挂牌设立“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实习实训基地”，北京京剧院在北

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挂牌设立“北京京剧院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定期开展招生、培训、实

习、就业合作。

2、创作演出

双方大力开展传统和现代剧目研究，构建创编排演平台，共同提高人才培养、艺术创作、

艺术实践演出、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职业教育研究等工作水平，强化双方服务社会的文化职

能。开展了多次创作合作，包括北戏创作京剧《芦荡火种》，特邀京剧院知名演员杨少彭等

参与创作；北戏师生参与北京京剧院《纪念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系列展演》，

演出少儿京剧《少年马连良》及《纪念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演唱会》等演出；协助北京

京剧院创排现代京剧《许云峰》，由北戏京剧系主任李青担任导演等。

3、人才交流

双方定期互派师资进行交流，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可派优秀教师参与北京京剧院的演

出活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聘用北京京剧院演职人员为校外专家或专业兼职教师，承担

相应教学任务。

五、企业参与教学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舞台美术专业自建校伊始便存在，该专业先后培养了京剧舞美

技师、戏剧舞美技师、戏剧影视灯光技师等若干届舞台美术技术专业人才。现舞台美术系于

2008年正式建立，目前系部开设高职戏剧影视人物造型、戏剧影视灯光与音响两个专业方向。

2014年秋季，舞美系设立了第三个专业方向高职戏曲表演（舞美技师班），为剧院团戏曲类

舞美技师人才匮乏的现状培养后继人才。



2020年，学院受北京京剧院的委托，为北京京剧院定向培养戏曲表演（戏曲舞美技术）

专业高职学生，在学院2020年度招生计划编制内，招收戏曲表演（戏曲舞美技术）学生4名，

学生毕业后，由北京京剧择优录取工作。

1、双方共同制定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双方按照该剧种艺术规律和戏曲人才培养规律，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共同制定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以文件形式，双方进行确定。

戏曲表演（戏曲舞美技术）专业教学中的课程设置、艺术实习实训等教学环节均按人才培养

方案执行。

2、实践教学。按照国家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相关文件要求，双方将进一步深化产教

融合，加大该班学生艺术实习和实践教学，全面提升戏曲表演（戏曲舞美技术）专业学生培

养质量。双方协议约定：在前五学期的学习中，学生的艺术实习和实践在乙方进行；第六学

期学生到甲方进行顶岗实习和实践，从而更好地让该专业学生培养契合甲方用人需要。学生

到甲方实习期间，由甲方全面负责该班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管理，并全面负责学生安全及全部

实习所产生的费用。



舞美技师学生在课堂

3、企业经费支持联合办学。艺术实习和实践教学是艺术表演人才培养的重要方法和途

径，为了更好完成戏曲表演（戏曲舞美技术）专业学生艺术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北京京剧

院每年将为该专业学生创造并提供大量实习实践机会，学院配套相应教学经费，北京京剧院

按每年每个学生6000元（陆仟元整）标准向学院提供教学经费，从2020年9月开始，每学年

度开学前向乙方支付当年的管理费（即教学经费），专门用于戏曲表演（戏曲舞美技术）专

业学生专业教学实践、聘请教师等教学相关经费的支出。

六、展望未来

在未来的校企合作过程中，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在更深的层次上推进校区合作，建立长

效机制实现企业和学院双方的可持续发展。按照政府主导、校企共建、行业指导的原则，学

院将北京京剧院的用人需求目标和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统一起来，共同制定完善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创排剧目演出、互派师资交流，使学院专业教学更加贴近企业

实际需求，努力把学院京剧表演办成特色高水平专业，为首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