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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院校“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机制构建
——以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为例

张子龙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　肇庆　526040）

摘　要：随着社会逐渐向数字化转型，如今的时代已经进入自媒体时代，数字媒体技术显然已经成为当今数字社会的主要媒介，并且呈快

速发展的趋势。现如今纸媒的时代已经逐渐被数字媒体代替，那么数字媒体技术需要逐渐快速成熟承担起该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责任。与

时俱进，很多高等院校均已开设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并陆续向社会输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是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传统的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该行业不断更迭的需求，人才培养模式急需转型，笔者以该专业为例，探究职业本科院校“双导师制”人才培

养模式的构建，主要从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当前的现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入手，重点分析原因，逐渐摸索出“双导师制”培养模式的构建

方式，以及该模式的实施策略，以期为更多该行业从业人员以及教育相关者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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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Tutor System” Talent 
Training Mode Mechanism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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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to digitalization, the current er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We Media, and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has obviously become the main media in today’s digital society, with a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Nowadays, the era of paper media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digital media, so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needs to gradually mature rapidly to assume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majors and have successively 
sent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to the society. However,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model has obviously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The author takes this major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tutorial system” talent training model in vocational colleges, mainly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major an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reasons, 
Gradually find out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double tutorial system” training mode,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this mod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more practitioners in th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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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从传统模式逐渐向数字化社会转型，数字媒

体技术作为支撑该社会形式转型的关键专业已成为各高校的主流专
业之一，可谓是井喷式发展趋势。[1] 但是随着社会中各行业对该专
业人才的需求量，显然高校培养的该专业的高精尖人才已经不能满
足社会的需求，出现严重的人才滞后的困境，并且对该专业的传统
的教育模式显然已经不足以支撑人才培养的局面，为此尝试探究校
企双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更快速、高效的培养专业人才，
以适应、满足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二）研究意义
借助本次对职业本科院校“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机制的

构建探究，可以充分展现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教育行业所作出的
巨大的转变和改革，以及教育服务社会，合理致力于社会高速、专
业发展的决心。基于职业本科院校的教育模式，教育与就业双重规
范，本次提出双导师制，学校与企业共同努力，培养创新性人才，
并通过一系列运作机制进行实践，助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三）研究方法
本次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电子档案以及纸质材料，

通过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探究，发现问题并查阅解决方式，通过对双
导师制的了解以及深入研究，尝试以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作为切入
点，尝试通过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有效改进，真正整理出适合新
时代人才培养的模式。

二、职业本科院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媒体行业已经成为中国

社会乃至世界社会层面的主流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今已
经全面进入自媒体时代，面对自媒体行业的肃清和高质量发展，数

字媒体专业的人才需求也呈递增趋势。我国媒体、影视行业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快速发展，虽然起步相较世界其他各国较晚，
但是在作品质量上，国家相关部门一直严格把关，近年来，对数字
媒体专业中综合素质高、思想品德过硬、技术过硬且价值观取向过
硬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已有六千余家数字媒体产品
制作公司、数万家网络平台公司，每年行业人才缺口 160 万人次。[2]

总体来说，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流，这也为院校培
养相关人才带来巨大的挑战。

三、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随着某一专业的迅速发展，院校培养的人才不足以支撑市场

需求，这足以看出在该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存在问题，就数字媒
体技术专业来说，虽然现阶段因为社会形态的转型造成对该专业人
才的需求，但是这并不是一瞬的转型，那么人才培养的梯队没有察
觉时代变迁进而随之进行改变就是问题所在。为此，对该过程中可
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如下分析 ：

（一）课程设置与行业需求不符
当前，随着社会由传统模式向数字媒体转型，人才出现大量

缺口，原因之一便是专业课程设置与行业需求不符。数字媒体技术
是新兴的专业，其专业优势和关键在于技术，在于创新，如果课程
设置没有按照时代潮流及时更新，那么教授的知识点仍然处于落后
于时代发展的状态，那么结果无疑是悲剧的，尽管每年有专业人才
毕业输送至社会，但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不能胜任相关工作也会
被社会淘汰。所以院校随时更新课程体系，紧跟行业新技术的发展
步伐，是实现人才培养的基础。另外课程设置上重理论而轻实践，
职业本科职业化教育要培养技能型人才，而非只会理论讲述的学生，
院校应当始终坚持将动手实践能力放在教学首位，以理论作支撑，
正在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支撑实践，实践验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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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层面与社会实践联系甚少
提及教学层面，那么首当其冲的便是师资团队，当前的教学

现状是教师团队有两部分组成，首先是本校教师，这些教师常年处
于校园中，对当前社会各行业对本专业的人才的要求和需求没有做
到十分理解，而是专注于自身教学或者教材本身，缺乏创新，也缺
乏与社会需求的联动。另一方面的教师则是院校聘请的企业的导师，
这些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在教书育人方面缺乏经验，在
有效沟通方面有所欠缺，总之是很难将自己的经验和实操的能力转
换为教学语言让学生领会。当然在实训阶段，很多院校会将具体项
目引入校园，但是多为部分性质的，没有全过程，省去的环节会使
得该项目不够完整，并且商业项目多数保密，过多的呈现也会造成
商业损失，所以实际情况容易造成学生一知半解，没有系统的概念。

（三）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现状剥离
与当今社会数字媒体行业的迅猛发展相比，院校在人才培养

模式与学生专业素养提升机制上明显不足，不足以支撑和适应社会
的迅猛发展。首先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缺乏行业标准的参考，以及
对该行业的深度调查，造成对人才培养方向缺乏明确的定位。另外，
对企业所需岗位的能力了解不够，难以满足当前行业发展的需求，
久而久之，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现状逐渐剥离，原本应当相互支撑
发展的两个板块，却没有在理念、步伐上保持一致。

四、“双导师制”培养模式的构建
基于以上文章中的分析，在就本专业后续发展以及人才培养

模式上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的前提下，笔者探索“双导师制”的培
养模式，呈现出“一个目标、两类平台、三种保障”的局面。

首先“一个目标”，不论何种培养机制，目标不变，“培养人
才，强化能力”。职业本科院校的首要目标便是为社会培养技术性
实用人才，输送人才。所以在新的培养模式下，院校应当更正教育
侧重点为以技能教育为基础，强化实践研究。在很多兄弟院校均设
置 AR 项目，用高科技引领学生兴趣，用兴趣促进技术，以此循环
往复，真正引领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其中来，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动性，在兴趣驱使下，成就学习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其次是“两个平台”，作为职业本科院校，两个平台不难理解，
首先便是院校本身，校内为学生提供了分层递进的课程体系平台，
另外便是校外企业，校外立体化的行业职业技能实践平台。首先校
内的课程体系平台是校企合作为基础，根据行业发展需求制定开发
专业课程体系，一创新的“双导师制”模式，引入“互联网 + 教育”
模式进行课堂革命，校企双方共建专业课程体系，真正实现线上线
下统筹教学，提升教学效果。后者是体现在教学中企业教师把企业
真实的项目带入课堂，在保证校内教学效果的前提下，为学生打造
一个真实的、有真实工作项目的工作环境，促进学生尽快适应工作
氛围，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活学活用，在工作环境中实践理论，
进而得到提升。

最后是三个保障，所谓三个保障是指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中包
含的课程体系保障、师资队伍保障、实践教学保障。[3] 通过构建双
导师机制，在课程体系上融入校内课程以及校外实训，相较传统教
学课程更完备。另外师资队伍，一改前期校内教师重理论轻实践，
校外教师重实践轻教授能力的弊端，真正落实师资队伍的建设。实
践教学更不用说了，企业将可行性项目搬进学校，让学生体会到工
作的环境、工作的内容以及自身的不足，全方面的保障学生综合能
力的提升。

五、“双导师制”培养模式的实施策略
基于当前社会行业与院校培养人才的比例需求，上述文章中

提出创建“一个目标，两个平台，三种保障”的双导师人才培养机
制，就如何有效实施该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做如下阐述 ：

（一）构建核心的课程体系，成就高效课堂
职业本科院校开设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主要是为了培养具有

专门性技能的专业性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与具有数字媒体技
术人才需求的文化产业类企业进行合作，实施校企合作培养。既能
为相关企业解决人才需求，又能提升此专业学生的就业率，从而实
现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的双赢。[4] 为此，在核心课程体系的构建中
就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课程的设置时要注意理论基础
与实践操作的相互结合。通常情况下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
以理论基础知识为主导，实践操作为辅，在新型的核心课程体系下
要加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实践操作。第二，在核心课程体现的构建
时，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和学力水平设置梯度性课程体系。如果
课程进度和难度过大，反而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教学质量。
第三，在核心课程的构建时，既要对于教学情况随时进行总结和跟

进，又要根据教材拓展相关的课程资源。教材中的基础知识大多具
有理论导向，所以根据教材内容拓展课外的课程资源既能够有效拓
展学生的学习内容，又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相关职业技能和职业素
养。

（二）创新实践“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
所谓“双导师制”其实就是学校教师和企业相关指导者对于

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职业本科院校可以与合作企业建设一个协同
教育学生的“实践工作室”，在这个“实践工作室”中，学校导师
主要对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教学与指导，企业导师主要对学生进行
操作实践的教学与指导。“实践工作室”实际上就是企业就业环境
的一次综合性演练，学生在这里既可以学习专业知识，又可以在企
业项目的实践中得到实际的工作经验。从而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通过工作实践倒推到专业知识的理论学习上来。企业导师
还有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对企业的生产任务负责，从而确保学生在实
践操作中生产出来的数字媒体作品符合企业的需求，满足生产质量
和生产时间上的相关要求。通过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的共同指导，
可以对于学生的教学进行更加“精准化”和“精细化”的教学管理，
从而保障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创新新型课堂，紧密联系课堂与企业
为了创新新型课堂，将学校的教学课堂与企业的岗位需求进

行更加紧密的结合，职业本科院校应该与企业一起合作，构建一个
“互联网 + 教育”的新型课堂。第一，“互联网 + 教育”的新型课堂
可以大大拓展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教学资源。数字媒体技术是一个
既依托于专业技术又依托于互联网的专业，所以在互联网的帮助下
建设教学资源库势在必行。第二，企业可以把真实的数字媒体类工
程和订单引入到“双导师教学”制度当中来，通过企业搭建的立体
化技能实践平台，为学生营造出完整、逼真的企业工作环境，让课
堂教学与企业岗位更接近，从而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得
到锻炼与提升。[5] 第三，企业可以将职业本科院校的“双导师工作
室”接入到自己的“产创云”平台当中，从而实现企业与学校双方
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产创云”平台中既可以为学生提供了专业课
程的线上资源，每门课程都针对教学需求提供完整的教学资源，学
生均可免费浏览下载使用相关资源。学校教师还联合企业的教学团
队共同开发 SPOC 课程，采用案例、项目、实验等多种教学形式开
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全面转入线
上教学期间，专业教师课前通过“产创云”平台下发预习任务，上
课时学生通过专业教师的讲授了解订单产品制作中所涉及的所有知
识点，并通过“产创云”学习平台认真学习企业导师所授的企业技
能与案例实操经验。学习过程中，可通过直播间的聊天室，针对线
上教师授课内容及时提出疑问，得到线上教师的实时解答。最后学
生完成相关产品的制作全流程，并上传平台，课后可观看直播回放
和复习资料，同时也可查阅企业导师对其产品的修改意见与建议。

（四）创新实训模式，侧重实践教学
在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办学中，可以引入“N+1 实训”

的创新型实训模式。所谓“N+1 实训”模式就是指在第一至第四学
期均安排一至两周的 VR 应用制作校内实训，第五学期则在企业的
VR 实训基地开展为期 8 周的综合项目实战训练。在实训开展过程
中，通过 VR 应用制作的知识讲解和典型工作项目案例实践，使学
生亲身体验 VR 应用的项目开发流程，掌握 VR 应用设计与制作的
相关的必备技能，适应团队合作的工作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
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团队协作能力，为其毕业后进入企业从事相关
工作做好技术知识和综合能力的储备。这种实训模式的优点如下 ：
训练学生掌握相关软件的流程和规范 ；加深学生对实训所学知识点
的掌握理解；让学生切实体会了解企业项目的开发过程。只有这样，

“校企双导师制”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专业技能和职业素
养均得到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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