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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南京市越剧团成立于 1956 年，是中国主要的越剧演出团体之一，

与上海越剧团、浙江越剧团齐名，为全国三大越剧团之一。其前身为

“越剧十姐妹”之一的竺水招、越剧界享有“老生泰斗”美誉的商芳

臣及众多优秀越剧演员创建的上海云华越剧团。在剧团成立之初首次

进京演出时，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央领导人亲自观看剧团演出的《南

冠草》《柳毅传书》等剧目。2012 年 11 月，在文化部举办的第二届

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评选活动中，市越剧团重新编排的越剧《柳毅传书》

从全国一千多部参评剧目中脱颖而出，获“优秀保留剧目大奖”殊荣，

成为南京舞台艺术在全国获得的最高荣誉。2013 年 2 月，江苏省政

府给予市越剧团记集体一等功。

近年来，在南京市演艺集团的支持和组织下，南京市越剧团加大

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力度，组织青年演员拜投名师。目前，越剧团青年

演员李晓旭跨界拜师昆曲名家石小梅，学习小生艺术；吉飞拜师越剧

新晋梅花奖得主王君安，章琪拜师南京越剧首度梅花奖获得者陶琪。

南京市越剧团继往开来，推出了诸多有影响力的精品，如大型神话越

剧《柳毅传书》、大型传奇越剧《莫愁女》、大型现代越剧《八女投

江》、大型越剧《李清照》、新编传奇越剧《云之锦》和现代越剧《丁

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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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共同推进招生招工联动模式。南京市越剧团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共同制定联合招工招生流程和“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标准，共同完

善“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就业”的招生制度。2018 年校团双方合作

招生六年制 2018 南京越剧班。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校团双方系统设计课程体系。根据剧团

岗位能力要求进行深入分析，明确基本素质需求和技能点，在越剧专

业原课程架构的基础上进行改革，重新设置文化基础课程、专业理论

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并以工学交替、交互训教的方式形成教学进程

表，使得学习内容与岗位要求无缝对接。共同研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和教学计划，及时讨论解决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

题。

共同组织教育教学。校团双方按照交互培养的方式，共同实施在

岗培训。课程教学方面，学校更多地承担文化课程、专业基础课程教

学和学生的在校管理，剧团方则根据自身资源优势派出专业导师，深

度介入以“越剧剧目”为主的专业课堂教学，教授剧团实际演出所需

的越剧剧目，使得学生学业修习期间所学内容能有效对接岗位。学生

（学徒）管理方面，实行“双班主任”管理办法，专设班主任 2 名，

1名来自学校，另 1 名来自剧团导师骨干。

共同建设“双导师”队伍。剧团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共同建设一

支专兼结合院校互聘的师资队伍，剧团选派优秀的专业人员进入班级

授课、讲座，进行越剧剧目排练、舞台实践指导、职业道德讲座、剧

团文化宣讲、就业指导等；学校选派专业教师到剧团一线实践锻炼，

提高专业教师的实操能力和实践教学的能力，“双导师”队伍活力不

断增强。四年来，在校团合作、双元管理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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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018 南京越剧班学生得到了杨小青、茅威涛、汪世瑜、曾静萍、

史济华、奚中路、吴凤花等名家名师的亲授，和浙艺戏曲学院专业教

学团队 1400 多个日夜的悉心栽培。她们勤学苦练，赓续戏曲薪火，

弘扬中华文化，在各项省级、国家级赛事（展演）中频频亮相，增进

技艺，收获累累，比如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浙江省中职技能大

赛一等奖，在第四届“梨花杯”全国青少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省级选

拔展示活动和 2022 年浙江省“新松计划”青年戏曲演员大赛中成绩

名列前茅，参加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浙江卫视出品的越剧文

化传承推广节目“《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获导师青睐。她们

还每年参加文化大礼堂、戏曲进校园、余杭美丽洲大舞台等社会实践

演出等。

共同建设合作管理机制和考核评价标准。校团共同加强育人机制

和管理制度建设，将剧团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学校学生管理相关制度和

相结合，取长补短，形成新的“现代学徒制”管理模式与长效机制。

建立并不断完善学校、企业、学生、家长意见反馈机制。



4

三、建设产教联盟

南京市越剧团积极响应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成立长三角戏曲产教

联盟的倡议，与上海越剧院、上海戏剧学院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扬州

市扬剧研究所、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江苏戏剧学校、南通艺术

剧院等近 30家单位共同加入产教联盟。通过协同建设人才培养平台、

协同打造重大研创平台、协同共建社会培训平台、协同加强旅游演艺

项目平台建设、协同创立浙江舞台艺术金名片等途径，联合打造浙江

省服务文旅演艺产业产学研创协同创新基地，校企共育产教融合示范

品牌。

长三角戏曲产教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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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与展望

南京越剧团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深入合作，开展订单人才培养已

多年，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和从招生

到培养到就业的完整链条，促进了校团双方的发展。但是仔细反思，

校团合作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校团合作制订了一系列

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制度，但仍处于试行阶段，需不断进行优化和完

善。还如校团合作打造剧目还需进一步推进，接下来将进一步强化校

团合作，联手为学生们量身打造青春版《柳毅传书》《血手印》等大

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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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京越剧班部分剧照

http://www.zjvaa.edu.cn/upLoadfiels/202207/6379428140554711619621899.JPG
http://www.zjvaa.edu.cn/upLoadfiels/202207/637942814107820773398874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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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jvaa.edu.cn/upLoadfiels/202207/6379428141878296647611371.JPG
http://www.zjvaa.edu.cn/upLoadfiels/202207/637942814451608985732032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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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jvaa.edu.cn/upLoadfiels/202207/6379428144539530835249866.JPG
http://www.zjvaa.edu.cn/upLoadfiels/202207/637942814798209580886552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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