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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新途径

许守蕾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 摘  要 ]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作为伴随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和新媒体而产生的新兴专业，需要学生具有很强的专业实践能力，能适应一线

数字媒体艺术创作和实践工作。而在如今的高校教育中，由于缺少和社会企业的接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普遍较弱，且就业

竞争能力不足。本文就从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路径探究角度，研究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式，为应用型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

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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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是一门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科学、数字

技术等内容的综合性专业课，是将视觉艺术、数字技术和传媒文化

进行融合的一门课程，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并具备

一定的数字媒体艺术创作经验 [1]。高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育中，

重视产教融合，才能实现学生专业能力的全面均衡发展。

1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学中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时代性很强，且在社会工作中具有明显的

针对性，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也比较高。学生需要在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能够从市场角度进行专业学习的探索，才能掌握更多具有实

用性的专业技能。所以，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人才培养中，要为

学生创建良好的社会实习环境，让学生扎根企业实际工作，了解数

字媒体艺术市场的需求和专业工作方式。所以，产教融合的人才培

养模式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学中十分重要。通过产教融合的人才

培养，不但能够建立校企合作深度育人模式，也能为企业输送更多

具有实践能力的人才。

2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中面对的困难

通过对当前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现状的研究，当前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教育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理解能力较弱

首先，学生在专业基础知识学习中掌握的不扎实。数字媒体艺

术专业课程中学生学习的书本理论比较多，但却缺少应用环境，很

多专业知识只能做到短时记忆。因为缺少实践运用，很难真正理解

消化知识内容。在学习目标不明确、理论知识用途不明确的情况下，

学生专业综合能力较弱。

2.2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能力较弱

理实结合解决问题能力较弱，是高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存

在的另一个问题。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生在工作中需要解决后期

制作、视频剪辑、影视数字化创作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2]。要求学生

具备设计、媒体交互等多种能力。但是当前学生由于实践机会较少，

导致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比较弱。

2.3 学生职业规划和就业存在一定困难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生职业规划不明确，就业困难也是当前

教育的主要问题。由于学校教育中学生接触社会数字媒体企业的机

会比较少。对本专业所能从事的社会工作类型和工作具体内容并不

了解。这就导致学生职业规划迷茫，就业竞争中能力不足。让学生

对数字媒体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是教育发展的关键。

2.4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途径研究

以上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借助产教融合

的人才培养方式，通过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战略，都能够很好的解决。

以下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的有效经验总结。

2.5 构建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课程改革

首先，应该重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体系，进行课程改革。

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思路下，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理论课程的内容也

不能仅从理论知识层面进行灌输式的讲解。教师在课程构建中，要

有计划、有目标的将数字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典型数字媒体企业、

数字媒体区域经济和服务发展现状等于社会工作相联系的内容，与

专业基础知识结合。让学生在课内理论教学中也能做到理论联系实

际，将专业素质与企业工作能力培养等方面结合，更了解数字媒体

艺术行业的真实情况。这能更好的促进学生对自己的专业能力进行

分析，明确学习目标和方向。

2.6 构建企业人员进校园的双师课堂

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中，师资队伍的融合建设是重点。部分数

字媒体艺术专业教师虽然理论知识丰富，但是缺少企业实践经验。

为更好的完成专业教育，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可以将数字媒

体艺术行业中合作企业的优秀专业人士请进学校，建立校企合作的

“双师课堂”教学模式。让合作企业派遣项目服务和工作经验丰富

的企业人员走进数字媒体艺术课堂，与学校教师进行联合教学。在

教学中，可以直接以企业人员完成过的真实项目内容作为教学案例
[3]。在课堂中，一边由学校教师讲解理论知识，一边由企业人员穿

插讲解真实项目案例，用具体项目做教学内容，帮学生进行项目沉

浸式学习，掌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知识精髓。

2.7 提供更多企业项目实地学习机会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中，校区合作教学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能够

为学生提供风丰富的企业实习机会，让学生走进社会，深入企业，

在观察和参与实际项目制作流程和制作内容中积累实践经验。在以

往的数字每媒体艺术专业产教融合教育中，我们曾安排企业人员带

着真实项目走进课堂进行教学，又让学生在课堂观摩后，有机会走

进企业，实地了解数字媒体艺术一个项目制作中各个环节的流程和

需要的人员岗位。一些学生在参与项目制作后，也有因表现优秀而

在毕业就业时直接被学校合作企业聘用的情况。这种产教融合人才

培养模式，不但解决了数字媒体专业学生实践学习问题，也给学生

就业提供了更广的路径和机会。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作为一门需要与时俱进的实践能

力比较强的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让

企业人员带着真实项目走进课堂，让学生有机会走进企业了解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社会工作具体情况，是提高学生专业综合实践能力的

有效教学方式，值得在未来深度推广应用。

[ 参考文献 ]

[1] 吴航行 . 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之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发展

探究——以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为例 [J]. 大众文艺 ,2019(22):247-

248. 

[2] 宋采桥 .“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在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践行 [J]. 课程教育研究 ,2019(14):63-64. 

[3] 郑旭 . 高校新媒体专业产教融合培养人才的探索 [J]. 新闻研

究导刊 ,2018,9(18):14-1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