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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中职生在校创业工作室运营模式初探
——以“和·影”学生创业工作室为例

张梦菲　彭蒙恩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近年来各大高校积极发展“创新、创业”教育，但在

中职学段创新创业领域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均缺少“大众”型的

成功案例，如何利用最小的经济和人力成本组建创业工作室，如

何在中职学校艺术设计专业探索出适用的运营模式是目前探索中

职生在校创新创业项目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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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影”学生创业工作室概况

近年来，从国家各级各部委到各省市地区及高校均在大力鼓

励“创新、创业”，我学校亦大力鼓励支持各专业部及学生在校

期间利用所学专业技能创新创业，争当创客，和影工作室即为我

校创业大潮的产物。

由于学生年龄较小，对创业知识了解较少，缺乏相关创业课

程指导及市场调研经验，工作室创业主体为在校生，在校学习创

业管理知识及专业技能，为毕业后步入社会独立创业奠定管理经

验及技术基础。“和·影”工作室自成立以来，经过不断的探索，

规模由最初的四五人到现在的十几人，完成了大大小小的校内外

订单 50 有余，并长期为学校提供宣传拍摄服务，已初步形成稳定

的管理模式。

二、中职艺术设计学生创业意愿调查分析

为了更加精准、直接的了解在校中职生的创业意愿及创业兴

趣领域，对本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创业意愿进行系列调查问卷，

问卷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同学有创业意愿，但是没有尝试过创业，

仅有 2.55% 的同学正在创业，说明同学们具有创业的热情但缺乏

系统的学习创业先关知识。

问卷另一层面显示出，80% 以上同学认为创业初期最大的困

难是经验和资金。那么如何在校内创业工作室协助同学们解决同

学们的困难，就是工作室日常教学的重点。

图 1　为调查问卷结果数据

三、在校学生创业可行性分析

（一）场地设备及人员

目前各中职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大部分均有开设摄影先关课程，

学校拥有摄影器材设备及场地，解决了调查问卷中同学们担忧的

资金问题，学校免费提供场地及设备。人员方面，学校拥有经验

丰富的摄影教师团队，学生通过一年级基础课程学习已然掌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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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摄影知识，这为摄影创业工作室的成立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二）初期项目开发

拥有了场地设备及人员，创业工作室成立初期能否存活下去

最重要的就是能否承接项目，赚取利润，能否在短期内建立工作

室创业学生的信心。在工作室运营初期，要注重校内项目的开发，

如校内学生证件照、教师证件照、班级合照、学生艺术照、教师

亲子照等，重点客户为校内人群，压低价格，以大量的项目拍摄

快速提升工作室成员的技术水平。

四、“一共建多共营”运营模式

由于中职生年龄小、身心发展不够成熟等客观条件的制约，

高校的创业经验并不适用，这就需要通过实践，形成一系列适合

于中职生创新创业发展的制度，探索出一套适用于中职生的创新

创业的实践模式。“和影”工作室通过两年的运营，总结出“一

共建多共营”运营模式。

（一）一共建

与本地摄影机构签订长期共建协议，学校方提供固定场地，

企业专业摄影师定期来校提供技术指导；企业方提供适合工作室

学生参与的商业摄影案例并带学生参与从洽谈—约期—拍摄—选

片—后期等全部流程；企业协助工作室完善各方面管理制度，如

财务、人力制度、客服等方面。企业全面参与工作室的运营与管理，

为工作室提供包括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客户项目等支持。

       

图 2　为校企共建工作室牌匾

图 3　为工作室各项制度方案

（二）多共营

由于校内工作室客户资源受限，工作室在承接校外商业案

例方面具有局限性，校内客户资源有限，必须要积极开发拓展

校外项目，经过多次尝试与探索，工作室在与一家企业共建的

同时，与多家企业共同运营工作室，发动从事摄影行业及自主

创立工作室的毕业生，将小型商业项目外包给和影工作室学生，

这样既解决了校外项目难挖掘的问题又大大提高了工作室的对

外宣传力度。

图 4　为工作室运营模式

五、经验分享

（一）立足眼前从小做起

中职学段的学生创业工作室一定要立足眼前，贴合实际，不

能好大喜功，先思考现有的专业、设备、场地、师资能够满足哪

种类型的工作室，切不能在无专业及设备师资的情况下跟风盲从。

工作室成立之初承接项目要小而精，有限选择校内学生及教师作

为第一批客户，形成企业公众号，定期推送作品，做好推广宣传。

（二）依托企业客户共享

在校学生创业最缺少的是客户资源，“和影”工作室运营一

年后，基本校内师生客户资源已经逐步减少，可拓展资源逐渐萎缩，

此时工作室若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依托企业的客户资源和技术指

导，做到“一共建多共营”逐步拓宽客户领域才能更加长久的保

持工作室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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