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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视频抠像技术实现跨学科融合教学
尹　蕾

（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跨学科教学模式具有浓郁理工科教育特质，以发展学

生核心素养为目标，打破学科界限，实施跨学科教学和深度学习，

为计算机影视后期专业建设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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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目标

计算机影视后期课程的设计上，教师应更多地引入设计思维

的培养方法。建立更符合跨学科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更关注学

生的自主学习和动手能力，鼓励学生在过程体验中，发挥出自身

的创造力，并培养其跨学科知识运用的能力。

在学习内容上，学生的创意就不再仅仅停留在电脑上，通过

软硬件的系统学习操作，来更好的理解并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

在教学方式上，通过更加多样的跨学科项目，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在教学实施上，组建教师团队或引导学生共同参与，构建

丰富的跨学科项目。加强校企的合作和资源共享，通过实习基地、

企业课堂、实习任务等方式，打破学校本身在资源和传统培养模

式的局限性，进一步满足跨学科教学模式对于软硬件条件、场地

规划教学器材、课程设置、师资分布、教材教具等多个方面的需求。

二、工作过程

影视欣赏与制作可以最大限度提高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克

服传统课程的时空限制；其与品德课程的结合，不仅可以帮助学

生学会动手、学会做人、学会审美，更方便于德育效果的反馈。

以“视频抠像技术的应用”为例：

在实际教学中通过与学生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教学案例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而考虑到影视技术和社会的紧密联系，适当地增加了

与之相关的职业、爱国等思政教育、同时借助 3D 动画等信息化教学

手段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课前学生登陆平台，领取工作任务，自主学习微课等学习

资源，了解键控抠像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学生讨论交流，完成

在线测试。教师根据测试结果及调整教学策略与内容，引导学生

正确分组。学生进行分组，完成拍摄任务。

结合学生讨论结果提炼为四个任务：“什么是抠像技术”“蓝

绿屏的区别和选择”“抠像特效的学习”“分组进行项目制作”。

2. 课中对课前学生学习情况及分组完成拍摄任务情况进行总

结，使学生体会影视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无处不在，

对研究抠像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用 3D 人物助教动画形式引导学生欣赏国庆大阅兵以及优

秀毕业生参与阅兵情况，然后进行项目发布：利用抠像技术团队

合作共同完成《我的中国心》。

结合分解图示展示讲解“抠像”原理，通过知识讲解、观看

微课等课程资源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大胆猜想，解决任务一“什

么是抠像技术”。

引导学生探讨可以使用蓝绿屏抠像的原因。抛出课前学习讨

论的问题：“抠像到底用蓝屏好还是绿屏好”，引导学生分组讨论、

大胆猜想，最终解决任务二“蓝绿屏的区别和选择”。

引导学生通过知识讲解、软件操作、学生讨论等手段顺利突

破教学难点，解决任务三。

发布项目任务书，通过知识讲解、动画、分组讨论、软件操作、

教师引导等手段，学生制作 MTV，学以致用，体会动手乐趣，顺

利突破教学重点，解决任务四“抠像特效的学习”。

教师引导优秀学生上台发言，进行制作总结，集体欣赏精典

案例。教师进行制作总结，引导学生注意培养职业精神和爱国主

义情怀并布置课后作业。

3. 课后学生登录平台，完成课后测试，上传作品，查看其他

各组成果，互动点评，教师按照权重完成本节课多元化、全过程

评价。平台自动生成总结性评价，纳入学生成长档案。

学生课后继续发挥艺术创造力，制作当前流行的弘扬正能量

的作品并上传至平台，供教师、家长、学生相互交流评价。家校

合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条件保障

1. 硬件方面：需要一间具备拍摄和放映功能的多功能多媒体

教室。2. 软件方面：需要开通网络，学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

学习、答题、作品上传、点评、讨论留言等操作。教师可以进行

资源上传、作品点评、在线答疑、学情分析等操作。平台可以生

成学生的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学生成长档案等。

五、取得效果

1. 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均有了提高，实现了跨学科的融合。学

生不仅提高了软件技术，还培养了其他方面的能力。从绿屏的搭

建、灯光的布置到摄像，实现计算机与工程的跨学科融合。学生

对作品感知、想象、思维和情感体验，解构其中的画面与色彩运用、

音乐音响运用、镜头语言美学，培养了艺术修为，实现了计算机

与艺术的跨学科融合。互帮互助与互相纠错培养了团队合意识和

严谨的科学态度，实现了计算机与科学的跨学科融合。

2. 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拍摄了《我

的我和祖国》短片，其中部分镜头入选红歌比赛视频，获得师生

一致好评，反响较好。

3. 将思政融入课堂，增强了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五、思考

敏锐的感知意识能够帮助教师及时的捕捉有价值的信息和切

入点，实现跨学科教学。以学生的兴趣出发点，才能更好的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关注度与参与度。要根据学生的学

情制定相应的跨学科教学规划。今后将更多的注重学生的表现，

例如将演讲和辩论赛引入课堂，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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