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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

省级精品开放课程《数码摄像技术》“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以“画面景别造型”单元为例

高瑞利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文章梳理了省级精品开放课程《数码摄像技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整体思路及其思政元素融入方式，通过具体单元实施案例，

分析课程思政具体实施方法和教学活动过程，并对教学效果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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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概况

《数码摄像技术》课程是我院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和动漫

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一门必修的职业能力核心课程，是广东省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本课程一直坚持与企业合作，基于工作过程进行

课程的设计和开发。课程的内容、教材、授课方式等也是同企业

一道共同确定的。我们还先后得到了广东电视台车展频道、广州

壹览广告策划有限公司、广州特意文化创意公司、番禺儿童影视

基地等企业的大力支持，企业提供了拍摄场地和真实项目，使得

我们在校企合作中，课程不断完善和优化。

二、“画面景别造型”单元教学实施过程

（一）单元教学目标的分析与设定

1. 学情分析

学习对象：本单元本次课程学习对象是 20 数媒应用技术 1、

2 班的学生

学习基础：该班学生已经学习了《商业摄影》等前期课程，

具有一定的静态画面造型能力。通过《数媒摄像技术》前期的学习，

掌握了摄像机的基本操作、摄像要领、脚本撰写，对摄像实践兴

趣极高，喜欢信息化的学习环境，但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

学习风格：学生大部分认真好学，具有学习自觉性，尤其随

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学生很喜欢拍摄，对摄像实践兴趣极高，

但是对于画面造型理解浅薄，不懂得视听语言和画面造型的重要

性，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

2. 知识目标

知道景别的概念；

掌握景别的类型。

3. 能力目标

能用景别讲故事；

能用景别表现人物情绪。

4. 价值目标

培养影视鉴赏美学的基本素养；

小组团队合作的精神和创新思维；

发现美、拍摄美、表现美的工匠精神。

（二）课程思政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师：教学方法 学生：学习方法

1、翻转课堂教学法：课前老师将学习任务书、PPT 课件、教学视频、案例资

源等学习资源，上传到教学平台，设计“课前任务”供学生学习，融入学生自

我管理、时间管理的职业素养。

2、任务驱动教学法：将学习内容设计为真实的工作情境，设置工作任务，整

个教学过程以其为中心进行，任务布置中嵌入美学素养。

3、案例分析法：通过具有家国情怀和美丽造型的景别优秀案例的分析，让学

生形象直观的掌握景别功能特点，同时激发爱国尚美的情怀。

4、示范讲解：通过对个别学生的示范讲解，让学生知道景别拍摄的要领。

5、讲授法：利用多媒体课件，直观地讲解相应教学内容。

1、自主探究法：通过微课自学、案例分析在规定时间完成理

论基础知识目标的学习。

2、技能实训：围绕“美丽校园”进行景别创意和造型拍摄，

学生习得拍摄技能，完成技能目标。

3、小组讨论法：通过小组讨论，锻炼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能力，

同时在讨论过程中完成脚本的创意和撰写。

4、成果展示法：通过展示成果，老师进行点评，正确认识自

己的学习成果，反思自己的不足，激励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美、

创造美，培养学生景别造型素养，提高景别鉴评能力，完成素

养目标。

（三）课程思政元素分析

1. 课前案例观摩：教师精心选取《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

开篇段落，让学生仔细观摩不同景别运用的同时，融入“家国情怀”

的思政元素，同时为后期创作进行“创新思维”案例，即大情怀

可以通过小事件小人物来体现。

2. 课中案例解析：在理论知识讲解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发

现美、欣赏美、分析美”，案例讲解过程中融入“景别造型美学素养”

的培养。

3. 课后拍摄任务：让学生围绕“美丽校园”进行景别造型，

在练习专业技能的同时引导学生发现生活的真善美，疫情期间虽

然无法外出但是我们可以拍摄校园中的美丽景色、美好的人或是

事。

4. 小组项目实践：让学生体会到协作学习的重要性，培养她

们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同时要求拍摄中要精益求精，培养“工

匠精神”。

（四）教学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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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思政内容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课前环节

自主学习

家国情怀

美学鉴赏

自主学习微课“认识画面景别”

观摩《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开篇，试着对案例进行景别类型的分析。

试着用手机进行不同景别拍摄。

翻转课堂

案例赏析

课 堂 环 节 1 点 评

解析课前任务

（10 分钟）

家国情怀

美学鉴赏

抽取典型作业进行点评，总结归纳景别类型，完成基本理论的学习；

解析案例及其相关背景，小结该片段中出现的不同景别，并提出问题“该片段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景

别？”引发学生思考，导入新课。

作业点评

案例分析

课堂环节 2

突破重点

（30 分钟）

知识点 1：不同景别的造型特点

影视美学 通过一段组合了不同景别的优秀广告片段，学习不同景别最基本的造型特点和功能。 案例解析

知识点 2：  不同景别的拍摄方法

科学严谨

匠心精神

教师实操展示不同景别的拍摄方法，并在实操过程中以身作则，精益求精。
操作示范

课堂环节 3

化解难点

（35 分钟）

知识点 4：景别叙事造型

家国情怀 深入解析《夺冠》开篇中如何用简练的景别进行人物介绍和叙事造型，并对“家国情怀”如何通过

景别造型在小人物、小事件中体现，引发学生思考，激发学习兴趣。
案例解析

知识点 5：  景别表情造型

家国情怀

影视美学

1、深入解析《夺冠》开篇中小男孩情绪变化，掌握景别表达情绪的技巧和功能。

2、课堂实践：分析《调音师》片头 1 分钟的景别情绪造型。

案例解析

课堂环节 5

课程小结

（5 分钟）

家国情怀

影视美学

景别的类型

不同景别的造型特点

景别叙事和表达情绪的拍摄技巧。

归纳教学

课后实践

项目任务

协作互助

工匠精神

创新思维

“美丽校园”项目之 ---- 画面景别造型

“美丽校园”项目描述：在生活中我们要善于发现美、拍摄美并且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创造美，从今

天开始我们要围绕主题“美丽校园”，从我们最熟悉的校园开始，借你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拍摄一

组展现我们校园风采的镜头，可以是自然风景和建筑物，例如：学校操场、绿叶广场、体育馆、食

堂、校门、操场、篮球场、流浪猫等等，可以是展现师生风貌的，如新生军训、毕业离校、社团活动、

教师授课、课外实践、宿舍起居等等。

景别造型任务要求：围绕今天学习内容，建立拍摄小组，重点实践景别造型，拍摄一个场景或一个

人物的不同景别，并试着用景别叙事或表达情绪。

任务驱动

小组合作

（五）教学效果分析与反思

1. 教学效果

（1）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细无声

在课程实施中，通过课前精选案例、课中案例的解析融入家

国情怀、影视美学素养训练，在课堂讲授和课后拍摄中，通过发

现美、拍摄美、创作美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美学造型能力，

同时小组在完成任务中培养了协作、互助、宽容的品质，这些思

政元素的融入都不是放在表面的教化行为，而是润物细无声地融

入，非常自然恰当。

（2）基于价值引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思政融入

①依托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构建线上线下教学平台，

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和作品评价中以不同的方式和

策略融入课程思政，推进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促进知

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

②通过翻转课堂不仅拓展了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弥补了课堂

教学时空的限制，教师在课前提供充分的教学资源和在线辅导，

课后的分组实践和细致指导，无一不是通过言传身教进行“工匠

精神”和“团队协作”的示范。

③融合“智能 +”赋能理念，利用自媒体时代平台工具，赋

能教学创新，构建“三位一体”的混合教学模式，同时将教、学、

做相互融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

2. 教学反思

本课程力求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过程中将思政元素无缝融

合，但是难免受到课时、场所等的限制，教学效果尚好，但是思

政融入度和影响力还远远不够，未来在课程整体架构中将挖掘更

多潜在元素进行课程思政的探索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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