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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 

影视类实践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郭玉真，杨葆华 

(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山东聊城 252000) 

[摘 要]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正在进行以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导向的新一轮教学改革，包括《电视导 

演》在内的多门实践类应用课程都相应进行了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已成为相关课程主要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效率意识、协作能力已成为新的教学目标，以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价 

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也已基本建立。经过近3年的实践探索，教学成果明显，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影视类实践应用课程的改 

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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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最突 

出问题的宏观社会背景下，突出地方高校毕业生与重点高校毕 

业生的差异性，避免地方高校与重点高校教育的同质化，从而 

提高地方高校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是许多地方高校面临的共 

同课题。重视本科生的培养质量，提高毕业生的动手能力、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成为大多数地方高校的必然 

选择。 
一

、课程改革的宏观背景 

笔者所在的聊城大学传媒学院近几年正在实施新一轮教 

学改革 ，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层次成为学院此轮教学改 

革的核心。聊城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此次改革过程中，重 

新修订了本科生的培养方案，除增设了一批通识类课程外，强 

化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增设了数门实践类课程，增加了原 

有实践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学时，相应实践类课程也以新的培 

养方案为基础进行了调整和变更。《电视导演》、《电视摄像》 

《电视编辑》作为专业的三门核心实践类课程，自2010年始尝 

试进行教学改革实践的探索。 

二、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结合学校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 目标，笔者在教 

学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四个方面对三门课 

程实施改革，力求为影视类相关实践类课程教学寻求一种合适 

的教学改革模式。 

(一)调整课程培养 目标 

此次改革，根据电视工作者的工作特点笔者从工作能力、 

效率意识、协作能力三个方面重新界定了课程培养目标。工作 

能力，是指培养学生具备独立完成电视作品的创意、拍摄、剪 

辑、包装的基本能力，适应电视台编导工作的性质；效率意识， 

是指学生不但要完成作品的创作，而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这是与电视台节目播出对应，目标是培养学生按时按质完 

成工作的习惯；电视作品的创作，有时只需要少量的人员，有时 

需要编导与摄像、灯光、演员、服装等各个部门协同工作，能够 

与他人合作并且能够为创建良好的工作氛围做出贡献甚至能 

够决定一个团体良好工作氛围也是一个编导工作的一部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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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效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协作能力也被纳入了本课程的培养 

目标。 

(二)确立教学体 系，改革教学模式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是教学理念的直接反映，围绕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效率意识和协作能力，本课程在教学体系和教 

学内容改革方面采取了以下举措： 

1．利用教学案例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归纳能力 

准确了解和把握电视创作的时代潮流并能够据此对观众 

的审美心理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最终创作出符合观众审美需求 

的电视作品是一个优秀电视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因此，有意识 

的使用富有时代性和国际性的影视作品做为分析的案例，不仅 

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对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敏感和良 

好的职业素养具有重要的影响。依以这种理念为指导，《爱情 

公寓》和《老友记》就被作为案例有效的引入“《电视导演》”教 

学中，而《赵氏孤儿案》片尾制作所采用的抠像与色键技术也被 

引入了<电视编辑》实验教学。 

本轮教学改革实施案例教学，其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和归纳能力，能够借由相对应的节目形式，举一反三进行 

相应的创新，是一个优秀电视工作者的能力的表现。相磁课程 

教学在以老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学理念的指引下，每一 

个环节都是以具体的影视作品作为教学分析案例，借由案例分 

析引导学生 自主归纳相应的结论，强化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参与 

意识，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归纳能力． 

2．利用项目教学强化学生的效率意识 

因为《电视导演》《电视编辑》《电视摄像》课程体系设计都 

是围绕项目教学理念展开，在教学过程中实施项目教学成为一 

种必然。在课程教学的开始阶段，主要教学任务就是确定项目 

目标，也就是学生可根据教师给定的教学情境和具体的执行要 

求独立制定自己在本阶段要完成的项目目标，教师在这个过程 

中的价值在于引导、辅助和参谋；在学生项目目标以后，教师和 

学生一起分析项 目的可实施性 ，以及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 

难，对项目进行修改或者重新规划。在接下来的项目实施过程 

中，学生成为整个项目实施的主体，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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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督促学生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阶段性任务，比如写出剧 

本、完成分镜头稿本、完成拍摄、完成后期等等，当学生某个阶 

段的任务完成以后，和学生一起共同讨论分析这一阶段成果的 

得失，及时进行修改，然后进入下一阶段的实施过程。因为学 

生作品即每个项目的实施必须与整体教学进度相适应，这就意 

味着学生的每个阶段的工作都被进行了时间上的限制，整个项 

目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是与实际电视作品的生产加工 

过程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电视作品的实际生产加工 

情境。 

3．利用分组教学提升学生的协作能力 

通常情况下一个电视作品的制作加工是由一个团队合作 

完成的，基于这种认识和项 目实施的需要，相关改革课程 自开 

设初始就尝试分组教学，项目的实施主体不是一个学生，而是 

由数个学生组成的小组，小组人数控制在4—6人。这种情况 

既符合每班3O人的班容规模，也能有效避免某个学生没有实 

际参与项目的情况发生。在项目实施初期 ，教师除了在项 目小 

组的人员数量上进行限制以外，学生职务的划分完全由小组商 

讨决定，在小组成员工作的划分以及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小组成员必须密切配合，才能最终按质按量的完成项目。 

4．改革评价体系实现教学目标 

为了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相关课程从根本上变革了传统 

的笔试考核的办法，在探索之初是逐渐降低期末笔试在整体成 

绩中的比重，从 100％至柏％、20％直至最终取消，即使存在期 

末考试，也以主观题考察为主，重点考察学生具体情境下解决 

问题的能力，比如“在没有充分照明的条件下，有哪几种方法可 

有效提升画面的亮度，实现正确的曝光”。整个评价体系是过 

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结合，也是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的结合。 

在评价体系中，过程评价占的权重为0．2，也就是小组必须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阶段性任务，小组成员才会获得相应的 

分数，这是教学目标中效率意识的体现；在具体的结果评价中， 

要求小组不仅要提交具体的电视作品，而且要以照片和文字的 

形式提交工作记录，最终每个小组汇总成一份具体的项目实施 

过程报告，教师凭此报告就小组成员间的相互协作能力打分， 

这一部分的权重系数为0．2；整个项目评价中权重最高的是电 

视作品，权重为0．6，这有效模拟了电视作品实际评价方式，结 

果才是体现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最终载体。在电视作品的具 

体评价中采用教师打分与学生互评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教师和 

学生共同确定某个作品的具体成绩，其中教师权重0．7，学生权 

重0．3，然后由教师确定单个学生的职务表现，整个评价体系如 

下表： 

评价主体 评价形式 权重 评价对象 对应教学目标 

教师 过程评价 0．2 项目阶段性成果 效率意识 

教师 过程评价 0．2 项目实施报告 协作能力 

教师 结果评价 0．6 0．9 0．7 
学生 结果评价 0．6·o．9{o．3 项目最终成果 工作能力 

教师 结果评价 0．6·0．1 个人职务表现 

三、教学改革成果初显 

经过近三年的尝试和探索，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得到了提 

升，学生作品在国内外各种比赛中成绩优异。以2011年学科 

竞赛为例，获科讯杯最佳作品奖 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2 

项；第三届全国大学生CG作品大赛一等奖 1项，最佳剪辑奖 1 

项；第十二届大学生原创影片大赛入围奖2项；第四届上海大 

学生电视节紫丁香大奖1项；第三届山东高校心理情景剧 DV 

大赛一等奖1项；山东省第十二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大学 

生DV作品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3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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