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训室数字化转型案例
陈　科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数字传媒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实现“产、学、研、用”的目标，数字传媒学院实训室以混合现实

跟踪拍摄、虚拟影棚系统和动态捕捉系统三大模块为基础，融合混合现实影视电视拍摄、动作捕捉、面部系统、虚幻引擎和实时渲染等

新技术，组成次世代视频演播解决方案，建设了虚拟实拍演播中心，实现影视、动画、广告、虚拟现实技术的整合应用创新、流程创新、

管理创新和标准创新，打造影视动画数字制作示范中心，培养行业技术技能人才，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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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一）实训室简介

案例开发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数字传媒学院

·实训室名称：数字传媒学院实训室（虚拟实拍演播中心）

·适用专业：动漫设计、游戏艺术设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动漫制作技术、文化创意与策划

·适用行业：动画、影视、传媒、游戏、文旅、直播、教育

等行业

·适用职业：动漫创意、设计、制作主要岗位群；影视创意、

设计、制作主要岗位群；数字媒体学习、数字媒体信息服务、数

字媒体娱乐等内容设计与制作岗位群；数字游戏内容创意、设计、

制作岗位群；文化宣传 / 营销、文化项目策划及执行、品牌策划

与管理、新媒体运营等相关工作。

虚拟实拍演播中心位于学校知行园 A 座的一层 124 室。本实

训室面积约 350 平方米，拥有大型绿幕、多媒体投影仪、计算机

渲染工作站、多功能触控一体机、数字调光台、专业音响、光纤

交换机、路由器等基础设施 , 以及动作捕捉系统、面部捕捉系统、

虚幻引擎和虚拟实拍系统等专业设备，能够满足不同专业的学生

进行各种实践操作和技能训练的需求。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学

生使用本实训室的专业设备完成的作品荣获“蓝桥杯”全国赛三

等奖、省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国赛三等奖、省赛

一等奖等，还协助多家校外企业、机构完成影片特效制作，包括

青焰系列动画片拍摄，腾讯的《Heros》《UC》《馋酸奶小馋孩》

《腾讯 QQ 秀》等项目，南外高新中学的长征虚拟舞台剧拍摄，

深圳市博物馆的《联通世界的大航海活动》等。

（二）实训室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起点和基础

数字传媒学院原先的动捕系统与虚拟实拍场地分别在两个不

同的场地，二者无法联动配合。师生需要在动捕场地完成虚拟角

色的动画制作，才能到实拍场地进行下一步制作。转型旨在解决

实拍的人物无法在虚拟场景实时跟虚拟人物互动的问题，为师生

提供实训教学和科研支持。

（三）实训室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我院实训室实施数字化转型，建设虚拟实拍演播中心，打造

中国特色高水平影视动画专业，培养智能时代高端影视后期技术

技能人才，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推动职业

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

二、目的与目标

（一）目的

本实训室开展数字化转型，旨在建造一个集动作捕捉、虚拟

实拍及实时渲染于一体的综合性实训环境，为师生提供实训教学

和科研支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其实际

应用能力，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其职业竞争力和

发展潜力。

（二）目标

1. 总体目标

创建具有深职特色的次世代视频演播实训转型解决方案，建

成影视动画数字制作示范中心，成为新流程新业态技术及服务的

制高点，促进学校“产、学、研、用”立体推进的目标实现，达

到“合作，共赢，开放”的目的。

2. 分项目标

（1）建设全新虚拟实拍演播实训基础设施

（2）提升实训教师的数字化数字能力

（3）将实训内容融入课程教学

（4）引入企业项目，促进“产、学、研、用”的目标实现

三、实施路径 

虚拟实拍演播中心实训室的策略和方案可见下方实施步骤框

架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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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步：建设虚拟实拍演播中心实训室基础设施。搭建虚拟

影棚系统、LED 照明系统、网络通信系统、动作捕捉系统、面部

捕捉系统、虚拟实拍系统和实时渲染系统。

第二步：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培训教师掌握数字化技术，

包括动作捕捉技术、面部捕捉技术、虚拟实拍技术、实时渲染技

术和线上推流技术。

第三步：将数字化技术融入课程教学。各专业课教师掌握新

型数字化技术之后，研究探讨将新技术融入课程教学。

第四步：实现产学研用。引入企业项目，将项目与虚拟实拍

演播中心的实训课程结合，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

的实际操作技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在职场中的竞争力

和发展潜力。

四、成效

（一）教学质量提升

本实训室主要用于学院的教学、培训和科研，支持《引擎动

画制作技术》《运动捕捉技术》《动画项目综合实训》《电视节

目策划与制作》《影视综合创作》等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电视

栏目创意策划能力，提高影视特效制作技能；支持虚拟拍摄培训，

还可以运用于虚拟演播、虚拟数字角色等项目的研发。

例如，在《运动捕捉技术》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

生使用本实训室的专业设备，通过团队合作，模拟真实的虚拟制

片环境，实践策划、动作捕捉、虚拟拍摄和后期制作的全过程，

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行业最新的运动捕捉技术。这种沉浸式的学

习方式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对教学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推动了学院的教学改革，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和创新思维能力。

（二）数字技能提升

基于本实训室的基础设施和专业设备。演员现场的表演与计

算机生成的三维场景能实时合成，现场实时合成的画面可以及时

地反馈给导演、摄影师和演员，以帮助摄影师调整拍摄、帮助演

员调整表演动作，提高了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更好地将专业知识与技术对接行业的最新需求。

（三）质量保障与效能提升

以虚代实，节省费用和时间。利用虚拟场景替代实景拍摄，

不需要搭建真实场景，节省了电影制片成本；可以不受现场环境

限制，使导演摆脱时间、空间及场景道具方面的限制，避免因反

复外景拍摄而产生的演员时间协调、剧组经费等问题。

提高影片的创新力和质量。虚拟拍摄技术也是对传统布景的

想象力解放，可提高影片的创造力和质量。

缩短制作周期。影片拍摄过程中制作的数字资产可以长期保

存、重复利用，可显著提高影片生产效率，缩短制作周期。

（四）对接产业数字化发展前沿

数字化转型后的实训室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本实训室定期举办行业专家经验交流分享会，让教师和学生能够

了解行业最前沿的运动捕捉技术、虚拟数字人技术、影视特效制

作等，保持对行业最新技术与标准的关注，确保实训室专业设备

的操作符合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同时，实训室还与腾讯、环球数码、

深圳博物馆等多家企业及机构合作，开展数字化项目研发，为学

生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行业需求。

五、可推广价值

（一）本实训室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点是整合实训室原有

资源，同时紧跟影视动画行业的发展，引进混合现实影视电视拍摄、

动作捕捉、面部系统、虚幻引擎和实时渲染等新技术，形成影视、

动画、广告、虚拟现实技术的整合应用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

新和标准创新，培养相关行业技术技能人才，提高学生的就业、

创业能力。

（二）本案例的创新之处和亮点是将混合现实跟踪拍摄、虚

拟影棚系统以及动态捕捉系统三大模块结合，组成世界一流的次

世代视频演播解决方案。本实训室为学院服务，提供教学案例和

培训教师，为学生服务，提供新技术、新流程的实践实训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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