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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创意短片制作》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
——以“景别的作用与运用”案例教学为例

唐嘉毅　杨萃洁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4）

摘要：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案例的内容选择将直接影响到思政教育实施效果。本文通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特

别报道》节目作为《网络创意短片制作》课程中“景别的作用与运用”的教学案例，在讲解相关知识点时将家国情怀、民族意识、工匠精神、

职业道德等与理论知识相融合，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更新教学观念、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

独立思考的能力，并通过具体的案例进行实践运用，将知识内化并转化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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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强调“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求全国各高校把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任务。2020 年 9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

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中明确提出，截至 2023 年底，

要分级培育 10000 个左右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课程思政教育案

例。课程思政是一项长期性的教学改革工作，要坚持不懈并且

结合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和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和课程建设的全过程，寓价值引

领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教学背景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具有时长短、互动性强、传播速度

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的短视频以其丰富的视听表达，已经成为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资讯和数据信息获取的主流方式。广西生态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培养的是网络新媒体内容的

制作者，必须强化舆论引导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

正能量，践行课程改革春风化雨践行育人理念，在汽车与信息工

程学院党总支的组织下，与马克思学院同向发力推进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组建《网络创意短片制作》课程思政混编团队，

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政课程教学体系，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工匠精神等方面重点挖掘以红色教育为题材的专业课

程思政案例，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引导学生立足时代、扎根人民、

深入生活，用有声的镜头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厚植爱党爱国的热情与情怀，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思想

以价值引领、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人文素质养成“四位一

体”为教学目标，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在讲解

“景别的作用与运用”时，通过回看建党一百周年庆典直播视频，

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操，通过分析直播视频拍摄场景引

导学生学会自主探索专业知识，通过实践操作将理论的认知性学

习与价值体验、实践效用有机相结合贯穿于课程教学全过程，从

而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效结合，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将家

国情怀，政治认同等植入学生思想中。

三、教学理念

课程在教学组织开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一新四会”的教学理念。

一新即“紧跟社会时代发展，每个模块使用一个最新能够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教学案例”。课程根据国家最新政策、社会

发展趋势和学科前沿变化，及时调整课程教学内容和形式，不断

培养学生在掌握专业应用能力的同时，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学会

自主学习能力， 适应工作过程能力，具备高思想品质、强职业道

德能力，达到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目的，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老师的引导下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创新精神

以及社会责任感。四会即“前期会编写，中期会拍摄，后期会剪

辑，末端会传播”。本课程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岗位核心课程，

其前修课程有《摄像及视频编辑技术》，初步完成“中期会拍摄，

后期会剪辑”的教学目标。《网络创意短片制作》课程涉及到学

生如何将想法落地变成短片项目等内容，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

进一步提升课程内涵，深入完成“中期会拍摄，后期会剪辑”的

教学目标。

四、教学实践及成效

（一）教学实践

“景别的作用及运用”主要讲解景别的种类、作用以及景别

的区分方法，使学生学会综合运用五种景别，进行短片叙事创作。

在传统教学中，往往以概念的形式进行讲解，学生无法很好地理解，

导致在观影及课后拍摄中，出现景别区分错误，影像表达不到位

等情况。为解决这一教学痛点，并结合课程思政建设，以《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特别报道》节目作为课程教学案例，

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学生、影响学生、教育学生，在提

升学生专业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完美结合，在引人入胜、水滴石穿中

实现教学目标。具体过程如下：

1. 通过播放热点视频，引起学生思政共鸣。播放建党百年庆

祝大会的直播视频，一起感受盛大的现场画面，激发学生爱党爱

国的热情与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

2. 通过案例分析设问，引导学生参与思考。精选视频片段播

放结束后，加以引导：“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这天，

相信同学们都通过各种方式，收看了在天安门广场上，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直播建党百年庆祝大会的画面，也相信每一位同学都

为之而热血沸腾。除此外，作为数媒专业的同学们，是否感受到

精彩的电视直播画面背后，凝聚了成百上千电视人的付出，他们

身上那些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同学们是否为之而感动呢？”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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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同学们沉浸在壮观画面场景上的情绪拉回课堂的教学内容，并

设问“在这场直播中，由多少种镜头构成的呢？”。通过这样的

设问，积极的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对问题进行思考。紧接着，老

师先给学生公布答案：“归结起来，整场直播其实就五种镜头——

那就是‘远全中近特’”。那么这五种镜头又是如何进行区分的呢，

从而更进一步引入本单元的知识以及教学的重难点：景别大小的

区分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以画框截取一个成年人身体

部分的多少为标准，掌握这一方法，是本节课的重点内容；第二

种方法是以被摄主体占画面的比例大小进行区分，由于被摄主体

在实际拍摄中，同学们常常会出现被摄主体不明确的问题，所以

区分景别的第二种方法是本节课的难点。

3. 通过视频讲解新知，解决教学重点问题。带着学生的疑问，

老师在讲解景别概念和如何区分景别时，为了让学生更加生动、

形象、清晰的认识景别的区分，在讲解第一种方法时，通过重放

视频画面“四位领诵的同学，站在红毯上，精神抖擞的诵读着来

自青年人的决心”，让学生边看老师边讲解：“画面人物从头顶

框到脚底，表现了人物的全身，我们把这样的景别，称为全景。”

此时，让学生在重温、感受四位领诵的场景，既让同学们在感同

身受中国青少年那般充满自信踌躇满志的“强国有我”精神的同

时，又深刻的理解什么是全景这一基本概念。同样，用“无人机

航拍整个天安门广场壮观的整体画面以及周边的环境的镜头”，

把这样的景别称为远景；用“统领着军乐团奏乐的指挥，画框呈

现了他从膝盖到头顶的部分”，把这样的景别，称为中景；在“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的这个画面中，画面呈现了他胸部到头

顶的部分”，把这样的景别，称为近景；在“飞行编队的直播画

面中，架设在驾驶舱里的摄像机，正对着飞行员，可以看到画面

完整地呈现了他的头部”，把这样的景别，称为特写。通过以上

壮观而且具有感染力的视频画面加上老师恰到好处的讲解，生动、

形象地解决了本次课的教学重点问题。

4. 通过视频回放讲解，解决教学难点问题。为了解决教学的

难点，也就是在具体讲解区分景别的第二种方法前，首先要让学

生理解，什么是被摄主体。先使用课件对概念进行深入分析。紧

接着，切入直播视频画面：“当空中飞行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

空时，画面里的飞机占整个画面的比例非常小，但飞机无疑就是

这个画面的被摄主体”，所以可以判定这个画面是远景；同样的

是飞行编队的画面，“由四架直升机悬吊的四条横幅飞过天安门”，

这个镜头就是一个全景景别的画面，因为此时的被摄主体变成了

这四架直升机和下方所悬吊的四条横幅，他们占据了画面的大部

分，通过这个全景，能清晰的连看到直升机的样态和下方横幅上

的文字；在“国旗护卫队走向升旗台的这一段镜头中，硕大的党

徽充斥着整个画面”，所以可以判定这个画面是特写景别等。通

过以上的讲解，利用壮观的场景、深刻的人物形象，处处充满对

充满自信的画面，扣人心弦的镜头有效地解决了同学们学习中的

难点问题。

5. 通过回顾视频内容，将知识理解与内化。同样还是以建党

百年庆祝大会为例，在直播画面中，非常多的远景景别的画面呈

现在观众面前，分析其画面的共同点即：在远景镜头中，人物所

占画面的比例很小；画面中展现的了气势宏伟的场面，传递和表

达了满满的民族自豪感；画面交代了大会举办的地方，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上，以及白天这个时间信息，进一步分析其作用即：远

景常用于影片或段落的开头和结尾，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展示

人物活动的时间空间环境；抒发感情，渲染气氛，营造某种意境，

是一种情绪性的景别；远景给观众以置身戏外的距离感，使得画

面显得冷静、客观。然后分别采用不同的视频画面分别对全、中、

近、特进行分析和讲解，使学生进一步将知识进行理解与内化。

6. 通过具体实践运用，将知识转化为能力。以拍摄抗美援朝

的老革命战士事迹为实践案例，表达革命前辈对党、对国家 . 对

人民忠贞不渝的情感，要求在具体拍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前面所

学习过的知识加以具体实践运用。首先开场需要拍摄两个远景镜

头，即交代故事发生的环境，选择大山为背景；紧接着用近景画面，

介绍主人公基本信息；然后接着一个特写镜头，突出和强调老革

命战士左胸口的名牌信息，右边嘴角旁子弹擦伤的痕迹以及眼神

的特写镜头，为呈现岁月在一个革命老兵脸上留下的痕迹，表达

虽然岁月无情，但始终磨灭不掉他坚毅的眼神；接着镜头转场，

通过一个全景现为观众准确定位故事发生的地点、环境以及人物

站位等信息；然后安排三个敬礼的镜头组合在一起，从特写到近

景再到全景，与解说词所呈现的情感遥相呼应。通过以上具体案

例进行实践运用，强化职业素养养成并将知识内化并转化为能力。

（二）教学效果

通过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视频为教学案

例，优美的画面和震撼的场景让学生在激扬、兴奋、感动的氛围中，

形象、直观的理解景别的区分、作用及运用方法。教学过程中充

分引导学生思考，并组织其各抒己见，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

与总结能力，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明显提高，对专业的认同感

和自信心显著增强。在实践应用中，将理论的认知性学习与价值

体验、实践效用、职业素养贯穿于实践过程，有效将理论知识内

化并转化为能力。

五、小结

课程教学内容抓关键事件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关键热门资

源作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立足

时代、深入生活，用有声的镜头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厚植爱党爱国的热情与情怀，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做

到了以价值引领、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人文素质养成“四位一体”

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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