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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播影视教育作为迅猛发展起来的新兴专业，它的繁荣兴盛与时代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以及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都密不可分。然而，目前国内高校尤其是高等职业院校的广播影视人才培养模式却无法适应

日益发展的产业需求。主要体现在广播影视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培养模式不合理，课程设置与社会需要

脱节，缺乏项目实践能力；人才获得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跟不上产业的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媒介融合

时代的综合化、应用型、服务型需要，缺乏创意、创新和创业意识与专业能力等多方面。项目化教学的内

涵：所谓基于项目化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就是围绕一个校内外实际性的生产活动项目，在校内外

导师的双重指导下和跟踪评价下，使学生从影视创作的前期策划、导演、拍摄到后期的制作、包装合成等

环节都能得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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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apidly developing emerging profession, the prosperity of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ultural progress, and rapi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ls for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talents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unable to adapt to the growing industrial need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mperfect 

mechanism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unreasonable training models, disconnected 

curriculum design from social needs, and lack of project practical ability; Th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nd skills 

acquired by talents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industry, cannot adapt to the comprehensive, 

applied, and service-oriented needs of the media integration era, and lacks creativity, innovation, entrepreneurial 

awareness,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he connotation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The so-called project-based 

practical teaching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choreography is centered around a practical production activity project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under the dual guidance and tracking evaluation of mento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so that students can receive training in the early planning, directing, filming, post production, 

packaging and synthesi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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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化教学平台建设依据 

当前高等院校的广播影视专业的课程设置不

合理，重理论、轻实践，学生的实操机会少，应用

能力得不到锻炼，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工作需要，

影响创新创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一些高校尤

其是高职院校的广播影视专业设置不是从社会需

求出发，而是根据本校现有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胜任

能力设置课程，因而过窄过偏，脱离社会实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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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广播影视专业的人才培养还大多停滞在传

统的模式上，人才培养跟不上时代对该类人才基本

素质与基本技能需求，培养的学生重理论、轻实践，

并不是社会大量需求的应用型人才。这种与社会脱

节的教学模式，严重影响了学生核心就业竞争力的

提升。广播影视人才培养模式过于老化，培养的学

生缺乏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作为未来广播影视策

划、制作与传播的中坚和人才资源，广播影视专业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不仅关系到高等院校的广

播影视教育的水平，还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创意创业

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2 项目化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原则 

始终贯穿平台思维，创建项目承载平台，以项

目驱动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项目化的落地需要

载体，平台化运作作为企业公司成熟的运营模式，

可以借鉴到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项目实践中，通过创

建项目承载平台，以平台为中心进行项目化教学，

以项目驱动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将平台作为大

学生创新创业的孵化器[1]。 

紧跟传媒行业的业态新发展，迎合业界对专业

人才的技能需求，不断优化重组实验室资源，完善

实验实训环境，为专业人才技能培养提供良好基础

传媒业面临新的业态发展，全媒体的融合应用需要

相应的人才专业技能。作为培养高级专门应用型人

才的高校，紧跟传媒行业的业态新发展，不断优化

完善实验实训平台，具有很大的必要性。我校广播

电视编导专业建设了一个全媒体交互式的综合性

实验平台，通过该平台的建设及项目化教学应用，

进一步训练专业学生的面向媒介融合的应用技能，

提升专业核心竞争力，为业界培养优秀的从业人

员。 

实验教学与教育科研、社会实践等实际应用结

合实验教学与课程、科研、服务实践紧密结合才会

富有生命力，才能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实验教学中

的综合设计型、研究创新型实验部分内容来自教师

的科研课题，部分来自学生自主申请的项目，也有

的来自社会实践和实际应用的项目。项目具有新颖

性、综合性、探索性、实用性、趣味性、挑战性等

特色，对于学生的能力培养非常有益。 

进一步扩大“校校” “校企”协同创新育人平台

规模，加强人才培养实验实训体系的建设工作，进

一步完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目前的校内、校外专

业实践平台的基础上，联合行业一些新兴的企事业

单位，包括新媒体的运营单位、公司，进一步扩大

“校校”“校企”协同创新育人平台规模，根据新业态

的新需求，补充完善实验实训项目，不断优化人才

培养实验实训体系，满足业界对专业人才的技能需

求。 

3 基于项目化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

践教学平台的实施 

3.1 平台架构 

基于项目化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平

台建设，以项目化为驱动，重新整合资源，构建创

新创业型实践教学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服务型应用

人才培养平台。根据项目化教学平台建设的依据和

原则，构建基于项目教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

教学模式体系，建立创新创业型项目实践平台。该

平台包括基于生产过程的角色体验式平台，广播影

视节目创作平台，校内外专业比赛平台，横向、纵

向科研课题项目训练的拓展平台。构建服务型应用

人才培养平台，包括立足项目开发为依托，在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建立科学的监督评价机制，

拓宽服务型应用培养的渠道，拓展学生服务社会的

能力，并且把毕业论文与实习、项目开发相结合。 

3.2 平台内容 

3.2.1 构建项目为中心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培

养体系 

我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以项目为中心，改革专

业基础课的教学方法，把专业基础课作为学生学习

兴趣的启发点，像传播学、广播电视导论等基础课

程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观摩法等，结合经典的项

目作品，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专业兴趣效能

性的培养。在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实验室、实训室、

工作室(简称“三室一体化”)等项目训练，使学生从

对专业的兴趣爱好，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项

目实践中，构建创新创业应用型广播电视编导人才

培养体系。结合传媒类专业特点及人才培养目标，

我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相继与 Adobe，Apple，

Autodesk，达芬奇，大疆无人机等公司建立人才培

养的教学平台，协同共建五大课程模块；同时拓展

校内综合实训平台“广师视频”的教学功能，编写了

《广师视频新闻理论》指导书。加强校外通过实习

基地实践平台建设工作，新建十多个专业实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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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广州团市委共建的“穗团新闻”实习基地被评

为 2013 年省级大学生实践基地，印刷《穗团新闻

纪实》一书，进一步拓展专业人才的技能培养途径。 

3.2.2 构建创新创业型项目实践平台 

这是基于项目化基础上的设计、开发、应用多

维度综合实验实训平台。角色体验平台。该项目实

训平台基于广播影视作品的生产过程，强调提高

型、设计型、综合创意型实训实践。以我院广播电

视编导专业为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通过参

与院内校园电视台《广师视频》的项目实践凸显文

化创意能力，学生参与校园电视新闻、校庆专题片、

形象宣传片、微视频等节目的策划与制作，从而使

学生在这些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全流程项目中得到

了锻炼。《穗团新闻》是我院与共青团广州市委共

同开创的一个校外角色体验平台。《穗团新闻》栏

目中的《志愿者》《青联专题》《焦点人物》等节

目的稿件撰写、现场出境采访、拍摄、后期剪辑、

合成、演播室录制都是由我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

学生在校内教师的双重指导下制作完成。校内角色

体验平台《广师视频》以技能的综合训练为主，校

外角色体验平台《穗团新闻》以训练学生的艺术把

握能力、大型项目实操能力为主。创作平台。在校

内外两个角色体验平台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实践教

学途径，延伸实践教学覆盖范围，鼓励教师通过组

建学生创作小组，积极参与学科专业竞赛以省级以

上专业比赛，同时也积极参与大型活动的报道。校

内每年主办数字媒体节、电影节为编导专业学生提

供了项目创作平台。每年定期举办“学生作品展”，

作为专业师生优秀作品的展示平台，提高了师生创

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另外，学院申报的横向、纵向

课题作为学生项目训练的拓展平台。近年来，教师

指导学生在“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北

京大学生电影节”“全国教育影视优秀作品大赛”

“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竞赛”等学科竞赛

中获得优异成绩。(3)技能认证教学平台。为提高我

校学生的专业技能，达到“双证型”人才的培养目

标，我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相继与 Adobe，Apple，

Autodesk，达芬奇，大疆无人机等公司合作建立技

能认证的教学平台，协同共建课程模块。通过技能

认证教学平台，为需要进行技能考证的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的学生提供培训与考证服务，具体包括

AdobePhotoshop，Dreamweaver，Flash，Premiere，

AfterEffects，Acrobat，Illustrator，Fireworks，InDesign

等设计类软件技能、实操能力认证。近三年，实验

中心累计组织了 Adobe 设计软件的培训和认证共 9

期，大疆无人机认证 3 期，Apple 应用开发认证 5

期，累计 294 名学生获得了行业权威公司颁发的认

证设计师证书，这为学生应聘职业学校“双师型”

教师以及企业设计类岗位增加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学生整体核心竞争力明显，就业率较高，受到用人

单位的欢迎。 

3.2.3 构建服务型应用平台 

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适应社会

需要的水平和能力的高低是检验广播影视人才培

养好坏的重要依据。为尽早与广播影视产业接轨，

在人才培养中构建服务平台，强化在校学生服务能

力的教育尤为必要。(1)建立“校校”与“校企”协

同创新中心。突破只是把学生送到实习单位的传统

实践教学模式，以校企合作项目为中心，通过强化

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之间，学校、学生、

企业之间的多方联动关系，形成协同创新中心，全

方位培养学生综合实践技能，提高专业核心竞争

力。(2)基于工作项目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服务应

用型实践能力评价体系相结合。立足项目开发，建

立科学的监督评价机制。在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

加强学生的职业素养、工匠精神的教育，以让学生

提前适应现代企业的管理要求。(3)毕业作品(设计)

与创作直接服务于项目。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毕业

作品具有很强的项目针对性和实用价值。在毕业作

品的选题开始，就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

能力特点，结合我院合作单位的实际项目来报选

题，选题确定后，毕业作品的创作全过程都在平台

的指导和监督下去完成，发现问题的，指导教师及

时提出修改意见，和解决问题的措施。通过这种反

复的实践和磨炼，学生毕业作品的创作既可以按时

按质完成，同时又可以为合作单位提供了良好的服

务，为我院项目化实践教学不断提供原动力。 

4 以项目化为核心的实践教学平台建

设效果 

通过实施基于项目化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

践教学平台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广播影视人才培养

中教室与实验室教学内容的脱节的问题。基于项目

化教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可

进一步统筹理论教学与实验实训，能把在教室里面

讲解的理论知识直接应用到具体的项目实践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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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解决了广播影视人才

培养中教室与实验室教学内容的脱节的问题。        

通过全方位实践教学培养体系，有效地解决了

广播影视人才培养中存在实践能力、创意能力和综

合技能不强的问题。基于项目化教学的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动手

能力、职业服务水平，增强了就业核心竞争力，在

培养学生创新应用能力上取得了可喜成果，为进一

步深化研究与广泛推广奠定了基础。推进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发展的需要。通过项目化广播影视人

才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让学生在项目中学习、研究、

创新、创业，培养学生的创意创新能力和自主创业

的意识与技能。目前，我校项目化实践平台已变成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广

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立体实践平

台。项目化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对广播影视人才培养

具有针对性、层次性、交叉性、体验性以及服务性

功能，为学生专业能力、创意能力的开发、施展、

延伸提供了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有效实践平台[2]。 

5 结束语 

通过基于项目化教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

践教学平台建设，改变了不适应广播影视产业现实

需求与发展趋势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一种融创

新、应用与服务于一体的广播影视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了广播影视人才的社会适应力和综合竞争力，

为院校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提供一个可

具操作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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