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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非线性编辑课程改革实践
董书昀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随着传播媒介与形式的更新迭代，影像作为大众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途径，以适应新媒体艺术而进行摄影专业教育的

实践，是笔者在本文之中针对影视摄影教育领域中非线性编辑课程中的实践性的探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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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编辑》这门课程是影视相关院校的专业必修课程，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要求学生掌握非线性编辑软件的基本操

作，并且为视频艺术创作中的后期剪辑打下基础。随着新媒体、

自媒体行业的兴起，国内短视频领域的持续井喷，越来越多的

院校将此课程列为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课程之一。目前，新媒体

作为服务平台，由传媒行业同网络经济相辅相成，影视作为新

媒体话域下的重要信息载体，是传播文化效应的主力担当。面

对新的培养综合型人才的挑战，更加有效地规划《非线性编辑》

这门课程，对每一所院校都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非线性编辑课程概述

非线性编辑课程是一门需要动手进行实践操作的课程，主

要以使用非编软件 premiere 为主，进行影视编辑与制作。非线

性编辑的基本流程以“输入、编辑、输出”三个步骤为主，通

常在授课过程中，以理论讲授结合上机操作的方式进行教学，

要求学生通过课上所提供的素材进行实际操作，按照要求编辑

制作并输出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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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线性编辑课程的重要性

非线性编辑在影视后期创作的应用意义极为强大，作为影

视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是学生未来进行影视艺术创作、影视

剪辑实务的重要基础。此课程兼顾技术与艺术，要求学生在理

解剪辑艺术审美的基础上，通过实际操作技能完成画面输出。

在科技创新时代的大环境下，非线性编辑已得到多领域、多文

化的迅速应用，以视频为主导的视觉文化下，要求影视相关院

校的学生掌握《非线性编辑》这门课程至关重要。

二、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改革的现状分析

（一）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内容中存在的问题

《非线性编辑》这门课程是一门重视实践的课程，从目前

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情况来看，很多院校普遍存在重视学生对

视频编辑软件（如 Adobe premiere、Edius、Final cut pro 等）不

同功能的学习而忽视了课程知识点之间的连贯性、创新性及实

用性，导致学生在课上学习了不同软件不同菜单的使用后不能

很好地融会贯通，当堂课程可以很好地上交课后作业而在实际

拍摄影片过后不能灵活地运用课堂内容进行剪辑，对于课程的

认知还停留在一个了解和摸索的阶段，只能够粗浅了解视频编

辑软件的具体使用方法。

非编软件的创新性使用也并未得到重视。《非线性编辑》

旨在辅助学生掌握视频编辑的能力，不仅仅是将视频剪切、组

接在一起，而是希望此项技术能够成为学生在影视艺术创作中

的一把趁手“利刃”。但就目前多数学生的情况来看，技术已

成，创新未果。基本剪辑手法已经掌握，却无法产出一部极具

审美愉悦的优秀作品，在当下视频至上的时代里，未能掌握流

行于时代潮流的剪辑密码，也是《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中应

当重视的改革点。

（二）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非线性编辑》这门课程在教学当中存在的缺陷与其上机

操作的单一授课方式极为相关。在传统授课过程里，由教师在

机房投屏进行演示教学，再由学生独立重复其授课内容，此种

上课模式与多数理论教学课程相比，课堂氛围相对冷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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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扩展的容纳度不高，令师生共觉枯燥、乏味。

同时，由于《非线性编辑》这门课程是依托于计算机技术

而存在的，众所周知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日新月异，传统

的教学方式如果不及时更新、学校机房不能及时更新版本及插

件，难以达到培养前沿的与时代接轨的综合性技术人才的目的。

（三）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课程安排上还会出现前绪课程与后续课程难

以恰当对接的情况。比如课上固定素材的运用无法令学生灵活

掌握具体技巧，即便学会非编软件的使用，面对实践操作也一

头茫然，造成“纸上谈兵”的尴尬局面。

在影视相关院校整体课程设置当中，《非线性编辑》课程

并不是独立的一门专业核心课，能否与先修课程（如《影视镜

头分析》《电视摄像》等）有机结合，能否与后续课程（如《影

视包装与特效制作》）融合相近知识点并且理解运用，也是考

验学生课后理解能力、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一杆标尺。对于

理解能力较弱的学生来说无法将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做一

个连贯性的梳理，学习效果则会事半功倍。

三、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策略

（一）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策略

《非线性编辑》作为一门需通过上机操作演示来进行教学

的课程，传统授课素材过于单一、固定，统一式思路演练无法

令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导致技术学习课后即忘，无处应用

的结果。自 2020 年以来，部分学校开启了网络线上授课的方式，

更是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学生对课堂的参与体验感，并且面对屏

幕学习，更容易感到枯燥乏味，因此经过多阶段的实验性教学

改革后，在已有的教学内容上，适当增添网络素材，采用多素

材交叉运用、“多师授课”不同思路引导的方式，可以有效激

活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程度。

（二）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过程的改革策略

为配合教学内容提出的改革方案，经实践后得出“双结合”

的有效方式，即“拍剪结合”与“讲评结合”。非线性编辑的

传统授课方式通常以先理论演示、后由学生独立上机操作为主，

首先此套路陈旧并不适合于时下流行的视频剪辑效果，其次，

视频剪辑逻辑与源素材拍摄思路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对于学

生来说，将“拍”与“剪”完全分割开来并不利于非线性编辑

的初期学习。“拍剪结合”指在课程中设有专门的实践课，由

学生拍摄视频素材并完成指定要求的剪辑，此方法与前期电视

画面编辑相关课程紧密联结，令学生在学习到非线性编辑相关

技术后，独自完成“蒙太奇”的有效串联。

“讲评结合”则包含两方面：一是针对学生的实践课作品

进行针对性点评与讲解，令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漏洞，

以便及时查缺补漏；二是在课程中设置赏析课，精选创新性案

例进行分析。

增添具体媒体平台的案例分析也至关重要，如抖音、快手

等热门视频案例。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剪辑思路也随之不停变

换，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者，将技术学习融入到时代潮流的前

沿中必不可少。

（三）非线性编辑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的效果表现

以上《非线性编辑》课程内容与教学过程具体改革方式的

提出在实际授课中已得到可观认证，尤其是在线上授课阶段，

看到了学生们对于《非线性编辑》这门课程的主动性，学生们

课后运用所学内容进行艺术创作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在个人

作品的钻研当中精益求精，令这门课程不单单是走马观花，而

是真正得到了有效应用。

四、结语

《非线性编辑》这门时代要求下的必修课程，是影视相关

院校中需得到师生共同重视的课程。多方向信息互动传播形式

的转变与技术平台的全面创新，要求摄影专业教育之影像方向

教学在培养学生影视镜头语言等基础素质的同时，通过多种方

式增添授课素材、以“拍剪结合”与“讲评结合”的方式解决

《非线性编辑》课程乏味单一的授课模式，适当设置部分具有

针对性的、符合时下新媒体艺术领军平台要求的实践性课程及

作业，以研究大众对于影视镜头语言的新型审美趋势，并且培

养适合于新媒体域境下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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