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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文件 
 

苏教体艺〔2021〕2号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省直宣传文化系统有关单位： 

现将《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2021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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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更好发挥戏剧在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美育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师生创作演出

更多优秀戏剧作品，特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将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作为高校培根铸魂的重要载体，推动思想

政治教育与艺术实践有机融合，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在提高学生艺术素养的同时，引导学生矢

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组织机构 

主  办：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教育厅 

承  办：江苏省戏剧家协会、江苏大剧院、江苏省大学生

艺术团联合会 

三、活动原则 

1．坚持正确方向。将广泛开展校园戏剧活动作为加强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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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美育工作的重要抓手，坚持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组织学生参与校园戏剧的编、导、

演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增强文化自信。 

2．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挖掘具有本校特点的校史文化，展现具有时代特征

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校园文化产品创

作生产传播规律，通过开展戏剧展演活动推出一批高校原创文

化精品，不断增强校园戏剧活动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3．坚持面向全体。坚持育人性、公平性、群体性，充分激

发高校师生的戏剧创作热情，倡导学生自编、自导、自演，鼓

励学校开展班级、年级、院系戏剧创作和演出等实践活动。加

强分类指导，整体推进各级各类高校校园戏剧发展，扶持校园

戏剧社团建设，努力让每个学生成为展演活动的受益者。 

四、活动内容及参加对象 

展演活动以舞台剧目演出为主，优先原创剧目。包括话剧、

戏曲、歌剧、舞剧、音乐剧、肢体剧、校园短剧等。表演人员

应为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本校在读本科生、专科生、全日制研究

生以及本校教职工。省外高校演出剧目以邀请为主。 

剧目要积极反映大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现实生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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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青年学子真实情感；或以本校校史文化中蕴含的优良传统、

革命精神、重大事件、代表性人物等为创作题材，坚持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 

参评剧目应当避免著作权纠纷。如发生著作权纠纷，取消

学校评奖资格，并由报送学校承担相关责任。 

申报和评选细则每年另行通知。 

五、总体安排 

1．开展校内活动（每年 3-5月） 

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发布年度活动通知，各高校根据通

知要求，广泛开展具有年度特点的、形式多样的展演活动。通

过校内初选，以学校为单位推荐报送校级优秀剧目。 

2．专业辅导提升（每年 6-8月） 

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组织专家遴选出一批校级优秀剧目，

安排专业戏剧教师和戏剧工作者，在剧本打磨、舞台表演、服

化道等方面进行辅导提升。支持鼓励思政课教师参与剧本创作、

节目排演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以下简称“省剧协”）、江

苏大剧院、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团联合会（以下简称“大艺联”）

等负责做好专家邀请、院校联系、场地提供、实践观摩等工作。 

3．校际交流演出（每年 9-10月） 

校级优秀剧目经打磨提升后，由省教育厅牵头，联合省剧

协、江苏大剧院、省大艺联组织开展校际间交流演出，并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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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进入省级展演的剧目。 

4．省级汇报展演（每年 10-11月） 

作为紫金文化艺术节常设板块之一，省委宣传部、省教育

厅在江苏大剧院举办“全省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汇报演出”，评

选出当年优秀获奖剧目并举办颁奖活动。 

六、省级奖项设置与激励措施 

1．优秀剧目奖：设特等奖、一、二、三等奖； 

2．优秀组织奖； 

3．特邀剧目奖（仅授予省外特邀作品）；  

4．指导教师奖。获得二等奖以上优秀剧目奖作品颁发指导

教师奖，每部作品不超过 3人。 

5．根据活动开展情况适时增设的其他奖项。 

获奖优秀剧目可参加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组织的高校

巡演展示活动，并给予一定经费支持；可参加省教育厅、省财

政厅高雅艺术进校园拓展项目公开招标，进入大中小学演出；

可推荐对接国家大剧院“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

周”活动。 

获优秀剧目奖一等奖及以上，将被优先推荐申报教育部年

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关培育建设项目。获优秀剧目二等奖及

以上，纳入江苏省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文艺、体育竞

赛成果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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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美育教师承担学校安排的戏剧社团指导、戏剧展演剧

目创排，思政课教师参与剧本创作、节目排演指导等均可计入

工作量。其作为指导教师获得的奖项，可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

定的依据。学生参与展演活动、观看优秀剧目演出可视为参加

艺术实践活动并获得相应学分。戏剧社团获一等奖及以上可作

为省级大学生艺术团申报与考核依据。优秀学生戏剧社团和戏

剧人才可被遴选参与省市级重大演出活动等。 

省剧协、江苏大剧院、省级文艺院团优先选择优秀组织奖

获奖高校合作开设戏剧普及课程，协助开展戏剧实践活动，推

动戏剧名家在获奖高校开设名师名家工作室，建设学校美育（戏

剧）实践基地等。 

七、有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高校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

积极推进。要把广泛开展戏剧展演活动作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特别是“四史”教育的重要举措，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通起来。要充分整合党委宣传部门、

学生工作部门、教师工作部门、艺术教育中心、马克思主义学

院、团委等机构力量，加强分工协作。要精心设计活动方案，

创新方式方法，做好组织发动，鼓励引导师生积极参与。要加

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做好各项配套保障。 

2．深化工作成效。各高校要深入挖掘本校校史文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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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物和杰出校友等资源，推出一批高质量成果，打造具有独

特标识性、能够常演和传承的精品剧目，并将其作为高校思政

课、大学生主题党团日活动的鲜活教材。各有关主承办单位要

协同配合，切实做好辅导提升、成果转化、交流展演等，确保

活动效果。 

3．加强宣传引导。各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生会、文化文艺类

社团等各类学生组织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开展专

题宣传推广活动。各级各类新闻单位、社会影响力强的新媒体

平台要加强报道，广泛宣传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果，为活动

营造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