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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高职电商专业“短视频 +直播”
创业路径探析

魏　晴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徐州 221140）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手机网络的普及，导致我国出现大量的网民，网民的数量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这

也反映出网络在让人们享受精神生活的同时，也转变着原有的商业路径，即大部分创业者开始寻求新的创业模式——“短视频 +

直播”。笔者借助互联网背景，以“短视频 +直播”为途径开展新时代下电子商务专业创业路径的分析，并侧重从优劣势以及具

体的创业路径三方面介绍。

关键词：互联网；高职专业；电商专业；“短视频 +直播”；创业路径

众所周知，互联网成为 21 世纪时代发展的总旋律，而各

种新媒体的引入，已经引起一场新型的商业模式变革。“短视

频 +直播”的方式成为现阶段电子商务专业教学的新可能。如

何借助“短视频 +直播”的力量开展高职电商专业授课成为教

师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立足实践进行此部分内容的探究。

一、“短视频 + 直播”创业的优势

（一）良好的主、客观条件

“短视频 +直播”符合时代发展的总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

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手机的普及及其价格以及

网络资费呈逐渐下降趋势导致人们可以购买手机，并用其在各

种平台上，随时随地观看各种短视频，与相应的主播进行互动。

这也引发直播带货的新思潮。主观方面，“短视频 +直播”具

有较强的“可触碰性”，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年轻人（包

括高职生）更为喜欢直播软件。其次，这些人既可以成为传播

平台内容的接受者，又可以成为此部分内容的制作者，真正融

入相应的直播带货浪潮中。最后，与其他人相比，高职生具有

较强的专业性。高职生不仅受过商务知识的专业性教育，学习

了多门课程，比如《新媒体营销》《网络营销》等课程，而且

还具有一定的视频制作能力，拍摄商品、图像处理等，还具有

一定的市场运作能力。

（二）“短视频 +直播”具有良好的土壤

本文中的良好土壤注重从国家、学校两方面简要介绍。在

国家方面，“短视频 +直播”的形式与国家提倡的创业精神相

吻合。与此同时，国家在支持创业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政策，

为高职生的创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学校方面，高职院校在

获得企业、政府的支持之下创办多种形式的“短视频 +直播”

的创业形式，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创业条件，比如网络直播等硬

件条件，让学生真正在实训的过程中运用相应的电子专业知识，

制作高质量的视频，高效地与“粉丝”互动，在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的同时，丰富他们的专业经验。

二、“短视频 + 直播”创业的不足

学生不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以及时间精力有限成为“短视

频 +直播”创业不足的主要因素。在专业知识方面，高职学生

需要持续不断地提供新的内容，吸引粉丝，固化粉丝，达到“养

号”的目的，为后续的直播带货做准备。除此之外，在实际的

直播过程中，高职生往往需要具备较强的商品优势表达能力、

与粉丝的有效互动能力以及控场能力。然而，在实际的实训过

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往往不具备上述能力。在时间分配方面，

高职生一方面需要完成相应的学业知识，另一发方面又要进行

短视频制作以及直播等，极易引起创业和学习之间的时间分配

冲突，导致整体的创业效果较差。

三、“短视频 + 直播”创业的路径

（一）构建广告与“短视频 +直播”创业模式的探索

在“短视频 +直播”的创业模式探索中，高职学生可以以

不同的形式将广告融入到相应的视频内容中，从而达到宣传广

告、直播带货的目的。在具体融入广告方面，学生可以尝试两

个途径：途径一，从时间入手：学生可以在视频的展示前、中、

后三个角度切入相应的广告，吸引视频观看者的注意，达到传

播商品信息，提升商品销售量的目的。途径二，从设计入手，

学生在展示视频的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进行相应商品品牌标识

的展示，让视频观看者注意到这种标识。与此同时，学生可以

将视频内容与广告设计融为一体，让视频观看者在观看内容的

同时，了解更多的商品信息，实现商品信息有效传播的目的，

促进商品交易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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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电商模式与“短视频 +直播”创业模式的探索

本文中电商模式主要分为三种：与传统企业融合、与电商

平台合作以及个人创办电商模式。在与传统企业融合中，高职

院校可以与传统企业构建校企合作模式，并派遣高职生参与到

“短视频 +直播”电商模式的构建过程中，让他们成为其中的

一员，了解这种模式的创业的整个过程，为后续进行创业奠定

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及知识基础。在与电商平台的合作中，学校

可以与一些知名直播平台达成相应的合作协议，让学生真正在

相应的直播平台中实习，掌握更多的视频制作方法、与粉丝的

互动技巧等，让学生真正将这些所学内容运用在日后的“短视

频 +直播”的创业过程中，让他们真正在了解行业发展特点以

及规律的前提下，更为科学地进行电商创业。在个人创办电商

模式中，学生可以争取学校的资金，并邀请专业的电商人员参

与到“短视频 +直播”中，真正在自负盈亏的过程中培养个人

灵敏的商业嗅觉，转变原有的思维模式，在点点滴滴的网络商

业活动中促进个人综合商业能力的提升。

（三）构建网红与“短视频 +直播”的创业模式

众所周知，网红往往不仅在某一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

而且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具有大量的粉丝，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高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做网红，让他们运用个人的才艺制作相

应的短视频，吸引相应的粉丝，并进行商业化的运作。在实际

的执行过程中，电子商务专业教师需要注重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方面一，挖掘学生特长。教师可以以学生特长为基点，构建相

应的特长小组，比如舞蹈小组、歌曲小组等，让这些学生定期

制作相应的视频。方面二，开展商业化运作。在学生的粉丝量

达到一定程度后，教师可以与企业达成相应的带货协议，从而

进行更为专业的商业化运作。方面三，科学性传播。其一，增

强视频内容的垂直性。学生的视频内容忌讳涉及各个方面，应

只涉及某一方面。其二，侧重“养号”，真正培养出忠实的粉

丝。其三，注意进行多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学生可以结合不同

平台的特性开展多平台的视频传播。方面四，注重培养学生的

韧性。网红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

教师需要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并给予必要的精神鼓励以

及技术支持，真正让学生戒骄戒躁，实现由量变向质变的网红

角色转变，探索出“短视频 +直播”的新模式。

（四）构建专业化的“短视频 +直播”团队

“短视频 +直播”账号需要一个专业性的团队，完成账号

的各项运营工作，实现由流量向变现的顺利转变。为此，学生

需要构建一个专业化的“短视频 +直播”团队，并充分运用每

个团队的专长，构建出集启发、售货于一体的视频内容，并在

与粉丝的互动过程中，扩大团队的影响力，提升学生的协作能

力以及综合创业能力。

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电子商务专业教师可以尝试从以下

几点进行引导：第一点，根据运营团队所具体的条件组队。众

所周知，一个高素质的团队需要具备较强的用户感知能力（从

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视频制作能力（可以持续不断地构建

出新颖的内容）、综合运用能力（包括粉丝维护能力、商业转

化等能力）、数据综合分析能力（可以结合粉丝的观看内容，

分析粉丝的偏好）等。为此，在组建专业性团队的过程中，教

师需要从以上几方面进行引导。第二点，协调能力。在实际的

视频内容制作以及直播过程中，学生之间需要考虑个人的时间

安排、优势及劣势，并制定相应的协作机制，协调好组内各个

人员之间的时间，并在彼此配合的前提下，完成相应视频的制

作。第三点，设置组员职责。学生之间可以结合个人的专长承

担相应的职责，比如，视频剪辑员、导演、摄影师以及演员等，

并结合具体的视频制作内容，灵活增加或是删减相应的角色，

最终达到构建高质量视频的目的。

总而言之，“短视频 +直播”已经成为互联网背景下的重

要商业创业平台。对此，教师既需要把握住总的趋势，又需要

对个人的电子商务教学进行调整，在迎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础

上，真正让学生融入此种趋势下真正做到学有所用，促进他们

综合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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