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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型课程建设背景

从宏观背景看，根据《202 0 新文科建设宣言》精神，建

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新文科文科教育的振兴关乎高等教育的振

兴，做强文科教育推动高教强国建设，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

纵观目前教育形势新文科建设迫在眉睫。 结合本校实际校情，

创新教学理念、不断改革教学方法是进行课程改革的根本。从

微观背景看，根据西安培华学院“应用型、地方性、国际化”的

办学要求，从2017年前开始推广应用型课程建设理念。课程设计

应遵循应用型课程改革思路，立足于“双基双技”的培养与“三

化”原则结合本门课程进行课改。基于“CBET模型的能力本位建

设”主要面向行业设置专业，旨在培养“行业理念新、动手能力

强、发展后劲足”的复合应用型人才。本门课程的任务模块与真

实媒体策划岗位相对接，根据理事长提出的“入学即准就业”的

理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践行应用型课程改革思路，让学生通过

真实操作项目模块从而具备在未来工作情境中对该岗位的策划与

节目制作专业能力的实际要求。

《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制作》课程自2015级开始直到2018级均

为新闻学专业视听新闻方向的专业方向课，后经修订的2019级人

才培养方案中该门课程为专业选修课。该课程全面培养学生在广

播电视构图、摄影、策划、编排等方面创作艺术的能力。根据人

才培养方案以及应用型课程改革要求，遵循以“CBET模型为指导

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特点

因材施教设置项目模块，组建竞争性学习团队，构建以学生为主

体的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完成项目模块考核、效果评估及反馈等

若干环节达到与实际策划岗位相对接的要求，实现真学真做的课

改目标。

该课程于2020年荣获全国“万企千校—匠心·园丁情”教师

创课大赛二等奖，西安培华学院第五届应用型特色课程评比大赛

三等奖。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学资源，运

用项目模块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的运用为该课程的应用

型改革奠定了基础。

2  应用型课程建设理念

本课程从2015级新闻学专业学生开始进行应用型课程改革试

点，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遵循以“CBET模型为指导理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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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特点和媒体策划

岗位对人才的实际需求，通过节目前期调研策划、撰写指定类型

的节目策划方案、中期进行课堂展示与汇报，后期进行节目制作

与推广，制作成形的节目由专业教师组织展播或积极推荐给媒体

相关策划部门进行指导，由此也可以完成校企合作项目。教师的

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有效闭环设计实现从教学到科研

再到产学研的良性循环。根据实践学时安排，在讲授基本理论基

础上三分之二的时间让学生通过实践环节操作节目策划与制作模

块，从而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学生亦可通过专业实训

平台—“点击全媒体工作室”，已常规出品由学生自行制作的校园

脱口秀节目《大学范儿》（已出品十六期）、深度新闻评论类节目

《微观视点》（已出品十一期），校园广播电视台等进行广播电视节

目创意策划制作及播出。

因此，完成本门课程应用型课改的可行性在于学生可借此实

训平台将在课程上制作完成的广播电视节目进行播出，在校园内

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学生的实习作品署名发布在陕西二

套都市青春频道“教育起跑线”节目。

3  应用型课程建设思路

根据学校应用型改革的要求，面向行业设置专业，旨在培

养“行业理念新、动手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以工作为起点，以知识和技术的应用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

在前期进行行业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教师熟知媒体策划岗位对人

才的实际需求，继而在课程实践环节进行有效教学设计，学生根

据教学设计完成项目模块考核后进行教师、学生以及第三方评价。

据此，教师能够撰写并发表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并申报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课题，指导学生在开展教学实践之余进一步巩固课程改

革成果并且积极和相关媒体或企业进行项目对接。本门课程采用

应用型课程倡导的“28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中的协作学

习、作品展示、头脑风暴、讨论、小组、沉浸式体验、角色扮演、

探究式学习、项目式学习等方法与手段，采用学生容易接受的且

着力打造完全以学生为中心的沉浸式课堂体验的教学方法改革是

应用型课程的保障。

本项目的研究依据在于立足于“CBET模型的能力本位建设”

的教学设计，将传统的考试形式改革为过程性考核，重在对学生



    1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实践能力的培养，以项目模块化教学为依托，遵循应用型课程

改革思路，以“CBET 模型的能力本位建设”将传统教学思路改

革为具体的模块化教学，让学生在学习完基本广播电视节目策划

理论后，按照课程设计，教师在讲授完相关电视节目策划理论

的基础上，根据班级人数开始划分项目小组，按照学生们的特

长及自荐安排接下来的实际工作，比如前期策划案撰写、宣

传、中期节目现场实际模拟、拍摄及录像、后期视频剪辑及公

众号推送、外宣等工作必须明确到人，分工清楚，教师会按照

具体分工及任务完成情况给出相应分数。这样一来，既能锻炼

学生们各方面的能力，又能让他们体会到将来的实际工作岗位也

需要团队合作来完成，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4  应用型课程建设保障

本门课程建设保障在于学生可依托新闻传播系实训平台“点

击全媒体工作室”与校外媒体实习基地与资源将在《广播电视

节目策划与制作》课程上通过体验“CB E T 模型的能力本位建

设”成果，即制作完成的广播电视节目进行播出，在校园内产

生一定的影响力。下一步将借势学校的影响力将优秀学生的作品

真正推介到陕西电视台，继而和学生的专业实习以及未来就业相

对接，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课程建设成员均有一线指导学生实践活动，主讲新闻学专业

实务课程的教师组成。团队成员都具有多年从事新闻学教育教学

研究的能力，既能从相关理论教学出发，也能兼顾实践环节，课

程建设成员合理分工，对“CBET模型的能力本位建设”在课程中

进行应用的指标进行密切监控，所有参与本次项目的成员将进行

分别指导与过程监控，以保证监控质量，为进一步全面实施过程

监控提供客观条件。学校给点击全媒体实训平台提供的现有的硬

件设施基本能保障本门课程建设的进行，今后还将不断增添、更

新、升级各类设备。新闻学专业实践性较强，此项改革在该专

业率先试行，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学院领导和课程建设

成员均重视此项改革，重点抓好过程的监控和管理，协调解决

建设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一步为应用型课程改革与建设提供了

管理保障。

5  应用型课程建设特色和创新点

通过为期一年的教学实践，“CBE T 模型的能力本位建设”

确实适合民办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实践，结合申报者自身

教授的课程设计为试点来进行参与式观察验证，将课程设计、完

成过程以及取得的效果进行完全记录、归纳和总结，从而将积累

的经验和效果进一步推广及传播，以点带面，推广至陕西省其

他民办高校的新闻学教育教学实践中去。立足于专业课程的应用

型创新建设，进而打造新闻学专业课程群，形成一定规模。因

此，该门课程建设从对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可以寻

找出一个能遵循应用型课程改革理念，优化过程性评价方式、

尊重学生主动性并且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发学生的创新

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公平合理的最优评价方式。它可

以从根本上转变学生消极被动的学习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

中锻炼了其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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