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国强 

  

 

职称 : 教授、国家一级录音师、博士生导师  

电邮地址 : yaogq8888@sina.com 

 

教研领域 

影视声音艺术创作及理论、影视声音艺术史、影视声音

美学、影视声音人类学、影视声音艺术教育学、影视声

音产业管理。 

 

教育 

2012 年 - 2012 年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 科研管理培训     

2011 年 - 2011 年 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 人才培训    

2003 年 - 2004 年 清华大学 / 影视传播专业 / 国内访问学者    

2000 年 - 2001 年 北京大学 / 美学专业 / 国内访问学者    

1999 年 - 2000 年 北京电影学院 / 电影学硕士课程研究生班    

1978 年 - 1982 年 北京电影学院 / 电影录音专业 / 文学学士学位    

 

教学经验 

2019 年 - 至今 福建师范大学 / 传媒学院 / 讲座教授、闽江学者 

2018 年 - 至今 澳门科技大学 / 人文艺术学院 / 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 年 - 至今 上海大学 / 上海电影学院 / 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7 年 - 2019 年 北京电影学院 / 声音学院 /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录音师 

 

学术成果 

期刊文章: 

（一）已公开发表艺术及管理类文章 

论电影声音空间感的构建和呈现 《电影评介》2022 年第 5 期 

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跨学科性——以电影声音艺术的人类学研究为例 《电影评介》2021 年第 1 期 

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影录音技术变革及其美学意义探赜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年第 7 期 

从无声到“空间声”：新一代技术语境下的电影和“VR 虚影”声音的

发展及变革路径 
《电影新作》2020 年第 5 期 

新中国电影声音艺术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70 年 《电影评介》2019 年第 20 期 

影视声音教育需要全球视野、学科创建与专业拓展  《中国艺术报》2019 年 10 月 11 日 

北京电影工程学院设立及撤销历史探赜                  《电影评介》2019 年第 11 期 

从“电影”到“虚影”：论虚拟现实导引的声画艺术变革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2 期 

全球化时代民族音乐的传播与文化认同研究综述  《美与时代》2018 年第 6 期（下） 



“互联网+”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趋势前瞻   《电影新作》2018 年第 3

期 

虚拟现实技术中的未来音频制作技术研究   《电影评介》2017 年第 9

期 

论虚拟现实与传统电影的相悖与相生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 年第 7 期 

归集与比较：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的中国电影声音学术成果分析    《现代电影技术》2017 年第 4

期 

声音学科中的录音艺术相关专业历史发展探轶（上/下） 《现代电影技术》2017 年第 1/2 期 

声音艺术在重大题材电影创作中的价值 《中国文艺评论》2016 年第 3 期 

创建与传承：中国影视声音学科及录音专业的发展历程与思考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体系建构：电影声音理论研究新意识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 

体系意识：电影声音理论研究新路 《现代电影技术》2016 年第 9 期 

传承与创新——新时期中国电影声音发展剖析   《唐都学刊》2016 年第 1

期 

中国电影 110 年历史之声音篇 中国电影博物馆馆刊 2015 年第 8 期 

2015 中国电影科技论坛综述  《电影艺术》2015 年第 6 期 

恢弘与悲悯的臻善情怀——与胡伟立谈《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作 《电影艺术》2015 年第 2 期 

一曲恢弘的悲悯之歌——电影《智取威虎山》音乐创作谈 《当代电影》2015 年第 2 期 

“真未必美”与“美即选择”：论现实主义的电影声音创作原则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本土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电影声音艺术创作辨析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 

论国产电影故事片的娱乐之殇      《重大美视电影研究》2013 年第 3

期 

我国电影声音中的音响创作简析 《南国传播》2012 年 11 月 

跨界融合与全面渗透：数字时代电影的游戏化风格  《南国传播》2012 年 11 月 

现实主义精神不会过时  《文艺报》2011 年 12 月 14 日第 4

版 

高等艺术院校科研学术发展策略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 7 期  

电影声音创作观念的多元化趋势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  

在跨界中行走——与中国著名电影作曲家对话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7 年第 5 期  

影视同期录音的基本法则——解析“同期录音三原则”

（下） 

《世界专业音响与灯光》2006 年第 2 期 

影视同期录音的基本法则——解析“同期录音三原则”

（上） 

《世界专业音响与灯光》2006 年第 1 期 

调研报告：中国当代电影录音师艺术创作研究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 

中国电影声音事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国电影年鉴——中国电影百年特刊》2005 年 7 月 

一曲悲壮的英雄挽歌 《当代电影》2004 年第 6 期 

激情的浪漫主义 《当代电影》2004 年第 5 期 

译文：电影中的声音——我们到底听到了什么 《世界电影》2004 年第 3 期 

经典声音理论辨析——评爱因汉姆的电影声音观点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法国电影“新浪潮”与中国电影“第五代”比较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 

爱谁是谁和惟我独尊 《当代电影》2002 年第 2 期 



青春呓语——斑驳陆离的失真年代 《当代电影》2002 年第 1 期 

“三性”的和谐统一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影片《我的 1919》的声音创作解析 《当代电影》2000 年第 2 期 

90 年代电影音乐创作中的多元化风格及运用 《当代电影》2000 年第 1 期 

电影声音数字化技术发展概述及展望 《当代电影》2000 年第 1 期 

新生代电影人的声音创作构思 《当代电影》2000 年第 1 期 

从声音学会奖看中国电影声音艺术创作趋势 《当代电影》2000 年第 1 期 

读解高科技类型片的声音艺术构思 《当代电影》1999 年第 6 期 

让“国歌”声永世传唱──解析献礼影片《国歌》的声音构思 《当代电影》1999 年第 5 期 

从第五届全国影视节目声音学会奖评奖谈起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 

读解电影“那山 那人 那狗”和那声 《当代电影》1999 年第 4 期 

“网络新生代”的声音构思 《当代电影》1999 年第 3 期 

从电影 《一个都不能少》读解——张艺谋影片的声音艺术构思 《当代电影》1999 年第 2 期 

 

（二）已公开发表工艺及技术类文章 

基于 6G+区块链的电影声音发展与创新趋势 《电影评介》2020 年第 08

期 

“互联网+”背景下视听媒体新形态与数字媒体高等教育专业改革

研究 
《现代电影技术》2020 年第 02 期 

基于媒体新技术的声音艺术新形态发展研究 《现代电影技术》2018 年第 04 期 

VR 视听新技术展望 《中国艺术报》2017 年 3 月 22 日 

互联网+背景下的虚拟现实视听新技术展望 《现代电影技术》2017 年第 05 期 

新机遇与新梦想：中国电影声音艺术创作和录音技术制作现状与发

展趋势前瞻 
《现代电影技术》2015 年第 11 期 

论电影中环境声的作用与运用 《现代电影技术》2014 年第 09 期 

挑战与机遇—探析电影院数字环绕立体声还音系统的现状与未来发

展趋势 
《现代电影技术》2013 年第 10 期 

数字电影声音—3D 时代的全维度环绕立体声（ADSS）的概念、

创意与发展对策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 年第 05 期 

2001 年度电视节目声音制作技术质量奖评奖综述 《影视技术》2001 年第 12期 

实时性直播电视专题纪录片的录音工艺及其声音创作观念  《影视技术》2001 年第 08期 

电影声音数字化技术发展概述及展望 《当代电影》2000 年第 01期 

环幕电影《龙城风光》数字多声道立体声录音新工艺  《影视技术》1999 年第 09期 

数字化技术在电影录音工艺中的发展及应用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 年第 02 期 

超 16 mm 电影电视剧录音工艺探讨   《影视技术》1998 年第 01 期 

环幕立体声电影《华夏掠影》的录音工艺和制作 《电影技术》1990 年第 12 期 

 

学术专著: 

编着：2015 中国电影科技论坛文集声音艺术卷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年 05 月 

专著：电影声音艺术与录音技术：历史、创作与理论（第 3 辑）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 年 11 月 

译着：声音制作手册——概念、技术与设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 年 01 月 

编着：机遇与挑战：中国影视的国际传播（下卷）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年 06 月 

https://123.127.174.68/web/1/http/2/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00&filename=DDDY200001028
https://123.127.174.68/web/1/http/2/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1999&filename=DDDY199905006
https://123.127.174.68/web/1/http/2/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1999&filename=BDYX199904013


编着：机遇与挑战：中国影视的国际传播（中卷）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年 06 月 

专著：电影声音艺术与录音技术：历史、创作与理论（第 2 辑）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 年 05 月 

专著：电影声音艺术与录音技术：历史、创作与理论（第 1 辑）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 年 09 月 

国家级“十一五”教材：电影电视声音创作与录音制作教程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 年 03 月 

编着：银幕写意——与中国当代电影作曲家对话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 年 06 月 

编着：银幕再现——与中国当代电影录音师对话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年 07 月 

译着：电影电视声音：录音技术与艺术创作 华夏出版社，2004 年 08 月 

专著：影视声音艺术与技术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年 01 月 

编着：审美空间延伸和拓展——电影声音艺术理论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年 03 月 

专著：影视录音——声音创作与技术制作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年 03 月 

 

 

研究项目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一般项目《中国电影声音的史学建构及理论研究》组长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词条库（影视）》子项目《影视声音分支》组长 

2012 年北京市哲社规划项目《文化大发展背景下的北京高校影视声音学科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组长 

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电影声音创作中的拟音艺术研究》组长 

2011 年度北京市哲社规划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电影声音艺术与技术研究》组长 

2010 年度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从实践到理论：中国电影声音创意研究》组长 

2009 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电影声音的艺术与技术研究》组长 

2007 年度北京市教委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影视声音技术与艺术研究》组长 

2006 年度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面上项目《当代中国电影作曲家研究》组长 

2005 年度国家广电总局（部级）高校科研项目《中国电影作曲家研究》组长 

2004 年度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培养项目《中国电影录音史研究》组长 

2003 年度北京市教委面上科研项目《当代中国电影录音师研究》组长 

1997 年度广电部首届高校科研（自然科学）项目《音乐录音工艺》组长 

 

学术机构及社会任职 

新加坡亚视传媒艺术学院学术专业委员会主席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微电影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声音艺术工作委员会会长 

中国录音师协会电影电视声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南方电影工程技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员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重点、规划、青年项目和后期项目评审专家 

国际华莱坞学会副会长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