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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高校影视教育模式的探索 
马杰 

（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050801） 

摘要：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影视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变革，而高校影视教育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因此，在“互

联网+”的背景下，高校影视教育模式在我国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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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过去，普通综合性高校有别于影视艺术专业院校，影视教育仅

仅是普通艺术课程的一部分。近年来，我国高校的影视艺术教育越

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尤其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等新概念的兴起。与此相对应的是，影视教育也要求各高校共

同应对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也就是说，在享受各类媒体的同时，

要自觉地认识和识别新媒体的新功能、新形式、新特征，并自觉提

高大众的综合素质，使之成为大众必备的传播技能。 

1、“互联网＋影视”的新格局 

“互联网+”最大的特征就是网络从最初的信息传递到了服务，

它面向的是用户，最终实现了商业化。新媒体背景下科技迅猛发展、

生活方式改变后的新常态。网络“网生代”的兴起，给影视业带来

了三大变化：第一，产品的网络化；二是影视制作的网络化，即利

用海量的信息来判断受众所关注的内容，从而进行影片的设计与制

作；三是社会营销，目前的影片要有口碑，要想获得认同，就得有

网络口碑。口碑是成功的关键，而这正是社会传媒所带来的新改变。 

“互联网+影视”就是一种在经济萧条时期的翻盘，它的每一

步都与网络紧密相连，包括项目的策划、成本预算、剧本的改编、

演员的选择、制作、发行、营销、衍生产品的销售。比如，在网络

上进行“众筹”，为影视作品的拍摄筹集一部分经费，一些小规模

的众筹项目，甚至可以获得几百万元的投资，从而带动粉丝和粉丝

经济；甚至有些作品在挑选演员时，还刻意地降低了自己的选择权，

听取广大网友的意见；除了电影院之外，还有网络电视、智能手机、 

iPAD 等多屏幕互动的模式，还有一些影视作品在上映之前，就已经

根据大量的数据，预测出了票房的大概情况。这种创新方式，无疑

是网络时代特有的产物，让影片在新媒介的背景下焕发出勃勃生

机。 

特别是网络购票，不仅使观众的消费行为更加便利，而且也能

吸引大批的青少年。通过团购网站、影院官方网站、微信和支付宝

订票，用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位置。这是一种自助式的电子服务，

也是一种类似于门票的方式。而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三大互联

网巨头 BAT，则是大举进入电影行业，因此，电影行业的转型和重

组是必然的。正如北京影视学院俞剑红所说，“互联网公司做电影，

影视公司做网站，从大银幕到多屏，全方位的融合是无法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网络+影视”是影视的衍生产品，倒不

如说是影视作品和互联网相互成就，是影视作品在网络时代积极地

融入网络，并充分利用网络这个媒体平台。使影片与互联网的“观

众+社会”相结合，给影片带来了新的生机，让影视行业迅速恢复，

互联网挽救了影视作品。 

2、高等院校影视艺术教育的新常态 

与之相比，高校的影视艺术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变革，必

须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寻求新的理念，新思路，新平台，在网络

时代，开拓影视艺术教育的新形式。 

2.1 转变影视教育理念，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 

随着影视文化融合的迅速发展，影视与电视的界线越来越模

糊，“大电视”和“小电影”的名称也显示出了影视艺术的密切联

系。互联网的“超文本链接”具有碎片化、非线性化的特点，使得

观众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最重要的信息，从而为读者提供了

更多的便利。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影视”也迎来了一个

新的契机，那就是移动互联网可以让用户在有限的时间内观看影

片，由于中小型影片的生产费用比较低廉，所以，将目光投向网络

是不可避免的，这必将给影视短片和微型电影带来更大的收视和发

展空间。就像上海交通大学技术视频创意中心主任李亦中所说，“很

多默默无闻的创作者，都是靠着微电影和网络剧，一夜成名。”因

此，制作微型影片、录像短片，就成了高校影视教学中的一门专业

课程。 

此外，高校的影视教育也从过去的独立、单一的分科逐渐向综

合、互补的方向发展。要根据不同的影视艺术的特性，开展专门的

培训，加强综合、互动的教学，并强调相互的综合性。例如天津师

范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接到学校、市里的宣传片时，就刻意打

破了学院的垄断，与音乐学院、艺术学院、摄影系、广告系、戏文

系的合作，“强强联合”，让他们的工作更加完美。这就是高校要从

现实出发，切实改变影视教育观念，突破学院与学院的界限，培养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影视教育专业人才。 

2.2 与媒体、业界对接，拓展媒体展播平台 

新媒体、新技术的出现，使高校影视教育的手段更加丰富，其

范围也越来越广，网络时代的来临给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巨大的契机，对内容的选择、用户的洞察等“预测作用”都产生

了空前的冲击。 

影视教育既要承担教学与研究的任务，又要与媒体、业界保持

密切联系，与业界进行更多的沟通，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

影视教学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课堂”，要把专业课程放在演播室、

录音室、编辑室、音频室、表演室，还要开放办学，充分利用新媒

体所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适时地进行相关培训和训练，真正实现

产学研相结合。例如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导系的“视频专

题”讲座，就主动邀请了业内的一些一线专家来做讲座。每个小组

至少要有四个以上的录像作品，例如：剧情片、纪实片、音乐电影、

广告和宣传片。每一小组都会派出一名报告人，对专家提出的问题

进行解释。这种由行业内的专家来判断的方式，无疑是最有说服力

和权威的，让学生们在专业的讨论中，受益匪浅。 

同时，高校有关专业也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竞赛，并将获奖

作品在当地电视台或网上进行直播。除自制网剧外，部分高校的影

视创作还在向院线和平台发展。也就是说，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内

的实验仪器，将教学科研与学生实际相结合，为电视台、视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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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院线提供高质量的影视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影视艺术教

育系可以是一个教学科研单位，也可以是一个创新实践中心。 

2.3 加大课外实践，充分利用实践基地 

当前高校的影视教育，除了在校内课堂上进行教学实践之外，

在课外的第二课堂中，还可以有更多的专业实践活动。比如，带着

同学们去电视台参观录制现场，观摩一些戏剧表演，尤其是学生们

的作品，参加各类微电影、微视频、短片大赛等，都能真正做到理

论教学和实际操作的结合。例如，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媒系编导系、

摄影系，在讲授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倡导“走出去”，充分利用已

有的实习基地，加强社会实践和实践操作能力，并鼓励学生以「我

的青春我做主」的方式开展相关的职业实践活动，让他们从原来的

消极观众变成影视的创作者和生产者。其中，实习可以自由选择题

目，并由同学们自己组织。创作题材、形式不限。在开学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组的报告，这就意味着，学生不仅可以运用传媒进行各

类社会实践、实习，而且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和意见通过不同的媒体

途径进行传播。实习不仅是对学生的专业能力的一次检验，同时也

为以后的求职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3、高校影视教育模式的探索 

3.1 在影视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互联网思维 

在传统的影视教学课程中加入网络技术与媒体融合的教学内

容，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互联网＋”时代下的网络技术与媒体

的融合，对影视传媒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同时也能

使传统媒体面临挑战与机会。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网络技术与媒体融合的基本原理，掌握

受众心理、用户需求、运用大数据进行行为分析的技巧与方法，掌

握新媒体的系统运用，包括内容设计、制作、发行、运营等。 

通过整合当前的网络视频和视频案例，对传统的影视教育课程

进行了更新。通过介绍具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案例，对其进行剖析，

使学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前影视产业的发展。比如 NETFLIX 公司

在奥斯卡中的《婚姻故事》、《罗马》、《教宗的承继》等多部在线影

片中， NETFLIX 公司在其视频网站上所制作的影片，无论是制作

水准，还是人气，都能与传统的大银幕影片相比。对这类作品的分

析，应更多地运用到我们的教学中去，从视听语言、文化内涵、技

术手段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剖析，使学员在学习影视基本理论的同

时，也能将网络思维与影视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影视类学生而言，摄影创作是学习过程中的主要练习形式，

但其实践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这与以往的传统媒体环境

下，媒体资源匮乏，学生不能完成作业，导致了教学质量的单一和

扁平化。而在互联网+时代，爱奇艺、腾讯、优酷、 bilibili 等网络

平台，都可以方便地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发布，让更多的人能够欣

赏自己的作品，也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作品。 

3.2 在教学的过程中将课程进行整合和融通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影视产业对“专才”的要求越

来越高，越来越需要“通才”。相对于行业中的流程型、模块化的

教学模式，我国高校的相关课程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因此，

要突破这种封闭的教学模式，必须根据影视制作的实际情况，对课

程进行整合与融合。 

“课程融合”的关键是“课程小组”的建立，与传统的“单一”

课程组成不同，“小组”的组成是一个整体，由同一个班级的学生

组成，在这个研究小组中，学生负责整合课程的资源，修改教材，

其次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异化教学，针对不同学科的学生特点，以及

当前媒体产业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与实践；最后要有一个

合理的考察方法，研究组的研究方法要把整个学期的教学内容综合

在一起，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以个别的形式进行研究，力求使课

程与当前媒体产业的生产过程相适应。 

在课程组的共同教学目标下，学生的实际创作可以采用项目化

的方式，由老师布置的作业，把学生的考察集中到一个单一的项目

中，从选题、写剧本到后期的拍摄，到后期的剪辑、包装、课程的

发行，都是由这个项目完成的。而且老师讲课也是根据该项目进行

分解和精炼，以项目形式将课程整合起来。在此期间，学生不仅可

以学习到基本的知识和技巧，还可以在合作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兴

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为今后的工作制定一个更好的目标。为

提高学生群体的影视综合素养，教师在落实课程融合的过程中应当

侧重于对教学大纲内各门课程核心内容的分析，构建出符合学生实

际需求，且符合正常逻辑思维的课程体系，确保每一位学生都可以

良好的掌握专业知识，同时对影视专业本身形成足够深刻的认知。 

3.3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思维和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新一轮的创业浪潮席卷了各个领域，

“互联网+创新”已成为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尤其是在

影视领域。在影视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创造性与创业能力的培

养，这些都可以通过“创意”课程来实现，但光靠教学还远远不够，

必须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视

频内容需求，为影视媒体专业的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也为

影视媒体大学生的创业创造了条件。随着网络技术和应用的发展，

影视内容的制作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例如视频网站的微视频、淘宝

微店的产品，都是以“微”为主，需求大，内容少，制作周期短，

对影视类的学生来说，既是一次创业的好机会，又是一种很好的将

学习内容融入到实际中的方式。在实施“双创”的过程中，高校要

加强对大学生的“双创”的指导，积极开展“双创”活动。 

结束语： 

“互联网+”能够有效地整合教育资源，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

局限，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信息获取途径。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影

视教育成为当前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能有效地缩短学生

与教育之间的联系，实现个性化的教学，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

性，搭建沟通的平台，促进了影视教育的变革。 

参考文献： 

[1] 陈梦, 赵佳丽. 论"互联网+"时代高校教育模式改革的

实践探索——以《外国文学》"翻转课堂"为例[J]. 惠州学院学报, 

2019, 39(5):5. 

[2] 毛烨婷. "互联网+"背景下的影视编导专业教学管理模

式探索[J]. 长江丛刊, 2019(29):2. 

[3] 宋晓华, 黄飞. "互联网+"时代下的高校混合式教学模

式探究[J]. 西部素质教育, 2017, 3(009):84-85. 

[4] 唐海燕, 张晓雯.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育模式探索[J]. 

南国博览, 2019(8):1. 

[5] 宫箭. "互联网＋"时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J]. 

沈阳干部学刊, 2018, 20(1):2. 

[6] 高欢欢. "互联网+"时代下的影视艺术教学研究[C]//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