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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与辩证思维下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观 徐小洲

·共同富裕与高等教育高质●}发展的多维思考(笔谈)·

共同富裕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 李立国

共同富裕背景下西部教师教育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李森

从帮扶到共赢：共同富裕视野下的东中西部高校学科协同发展 陈先哲

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 廖婧茜

基于共同富裕的职业教育治理：耦合机理与实践路径 田铁杰

·高校教师发晨·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作为伙伴参与教师发展活动现状探析 吴薇邱雯婕

迈向双重革新：高校教师教学实践性知识及其质变框架建构 于希嘉张国平

应用型大学“外聘教师”：“局外人”还是“相关者” 柳友荣

省域高等教育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以广东为例 陈伟

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谋划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目标任务，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

要论述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持续深入

学习贯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本期专题围绕“共同富裕与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组织笔谈，力图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共同富裕与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高校教师发展”专题中，有文章基于我国研究型

大学中本科生作为伙伴参与教师发展活动的现状调查，梳理大学生参与

教师发展的影响因素，对我国高校教师发展活动更好地引入学生参与提

供可行参考；有作者通过归纳高校教师教学实践性知识的特征，分析教

学实践性知识建构框架存在的问题，建构了教学实践性知识质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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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视角下大学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对学术产出的影响 毛建青陈文博郭蓉

大学信息的来源、水平及效用：基于华东地区“县中”学生的实地考察

汪卫平吴秋翔郑雅君

民办学校办学失信惩戒的行为认定与分类规范张敏

在中国式现代进程中展现文科实验室新作为

——数智时代我国文科实验室改革发展研讨会综述

教育部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

评《互联网+视域下思政课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 (封二)

评《思政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大学生思政教育互动研究》 (封三)

评<戏曲写作论》 (封四)

还有文章对应用型大学外聘教师所处的境况进行了探讨。

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内在

要求。本期“决策参考“栏目中，有学者深入梳理省域高等教育中国式

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支撑和智力

支持：还有论者基于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校际面板数据，分析大学

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对学术产出的影响，以及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之

间的弹性关系。

“视点”栏目中，有文章基于实证研究，分析高三学生对大学信息的

认知与掌握程度及其实际效果，试图为大学信息的理论系统化、中学一

大学衔接体系建设以及提升弱势学生大学准备的政策实践提供实证依

据；还有文章就民办学校办学失信惩戒的行为认定与分类规范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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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戏曲传播方式与艺术形态的演变
——评《戏曲写作论》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是由民间歌舞、滑稽戏、说唱等艺术表现形式组合而成，是中华

文化的瑰宝。从中国戏曲艺术诞生以来，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历史发展中戏曲传播方式、艺

术形态也在不断的演变。进一步分析中国戏曲传播方式，了解戏曲艺术形态演变过程，对于传承

好中国戏曲艺术与推动戏曲作品创新至关重要。《戏曲写作论》一书不仅对中国戏曲创作形式、

表演方法进行了分析，更指出了中国戏曲在各个历史阶段下的传播方式、艺术形态特征。本文围

绕着该书内容进行研读，浅析中国戏曲传播方式，分析戏曲艺术形态演变规律，为我国戏曲研究

与创作提供理论借鉴。

由百家出版社出版，宋光祖编写的《戏曲写作论》一书主要由上、中、下三篇组成。其中，上

篇为“戏曲写作的理论与技巧研究”，作者主要对中国戏曲人物、改编作品、新编曲目、小型戏曲

等创作特点进行了分析。同时，通过研究当代戏曲的写实倾向、史剧创作的意识、梅派剧本简洁

的范例、越剧剧作的特征等，阐释了中国戏曲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中国戏曲在每个历史阶段下

，≮◇

淤
曲苫。．：

幽L
的传播方式、艺术表现形态、表演特征。中篇为“戏曲写作的剧例研究”，作者主要对经典的戏曲作品《诈妮子调风月粼拜月粼十五

贯》、《宇宙锋》、《贵妃醉酒》、《珍珠衫》、《八品官》、《百岁挂帅》、《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等创作特点、表演传播形式、

文本思想、艺术形态表现、戏曲人物表达技巧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通过戏曲作品之间的比较，指出了中国戏曲艺术形

态演变的普遍性规律、戏曲传播与艺术表达的普遍特征。下篇为“戏曲写作的教学研究”，作者分别对高校戏曲写作课程教学现状、

社会上戏曲表演培训状况等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中国戏曲传播的问题，分析了中国戏曲艺术形态演变的困境，最后系统性提出

中国戏曲未来发展及其教学措施。

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自产生以来，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下其传播方式都存在着一定差异，传播媒介与途径也各不相同。比如：

作者在《戏曲写作论》一书的上篇指出，侣～19世纪之前的中国戏曲传播方式，主要体现于演出传播，演出传播又包括露天演出、

剧场演出、厅堂演出三种基本形式。其中，露天演出大多在集市、广场、公园等公众场合下进行戏曲表演；剧场演出，则是在戏园、

戏楼等具有代表性的戏曲场地进行表演；厅堂演出是在露天演出、剧场演出形式上产生的一种专业性演出方式，主要服务于当

时的达官贵人观看。20世纪，流行剧本传播方式，主要通过专门的戏曲作品写作的形式进行传播，像《诈妮子调风月》《拜月粼十五

贯》等作品，就是通过专门的剧本撰写达到戏曲理念、戏曲表演方法、戏曲艺术特征的传递。21世纪以后，随着传播媒介的演变，

戏曲传播方式开始向广播传播方式、电影与电视传播方式、互联网传播方式上转变。其中。以广播、电视、电影为媒介的传播方式，

主要通过专门的戏曲表演录制，以音频、视频的方式提供给观众戏曲表演的画面、声音，完成戏曲艺术的表达。互联网传播媒介

则彻底打破了戏曲传播靠现场演、提前写、实时唱的传统传播样式，人们将戏曲以图片、视频、音频、动画、游戏、音乐等多元化

形式进行创编，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戏曲艺术传递，使得观众可以随时随地欣赏戏曲艺术。

作者强调，戏曲传播媒介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其艺术形态也在不断演变，从原始的歌舞形式逐渐演变为宋杂剧、元杂剧、

戏曲广播剧、戏曲电视剧、戏曲音乐等多元化形态。例如：作者在《戏曲写作论》一书的中篇指出，中国的戏曲本身起源于原始

社会的歌舞，早在秦朝、汉朝、唐朝时期，戏曲表演上典型的艺术形态就是歌舞表演，当时的人们将说唱、舞蹈组合起来，创作

了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到北宋、南宋时期，开始出现杂剧，宋杂剧是将歌曲、宾白、舞蹈三种元素有机组合的一种艺术表演方

式。到了元朝。出现元杂剧，元杂剧在艺术形态上与宋杂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像中国戏曲作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等

人，都是元杂剧的主要代表。近代时期，戏曲艺术形态上主要通过剧场演出、剧本表达等方式体现，发展至现代社会后，戏曲开

始与广播剧、电视剧、现代音乐、现代舞蹈等艺术形式组合，产生了新的艺术形态特征，比如：戏曲与广播剧的结合，出现了评书

类型的戏曲作品；戏曲与电视剧结合，出现了戏曲电视剧题材的文艺作品等。整体来看，中国戏曲艺术形态演变，表现于戏曲作

品传达与表演上，呈现出因文艺传播形式发展而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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