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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以工作室为依托的《影视剧作》课程教学实践 
◆江  霄  徐  萌 

（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  四川成都  610500） 

 
摘要：本项目以《影视剧作》课程的操作进行指导，总结出在工作室模
式运营下遇到专业教师师资的缺口问题且在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
结构都存在不合理现象，给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目前
《影视剧作》工作室采取了讲座的形式来指导学生拍摄，同时工作室的
很多项目出自这些校外导师的在做项目，因此校外导师根据项目的要求
和课程内容相结合，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影视剧作；工作室；教学改革 

 
 

本项目以工作室为依托、项目制为承载将《影视剧作》课程
的理论与实践部分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并美育教育辐射和丰富校
园文化为导向，西南石油大学影像艺术节来承载课程实践创作，
可以实现实践教学的目的。 

一、《影视剧作》课程在工作室模式下的操作方式 
通过导师负责制下的工作室教学模式进行专业课程的一体

化实践教学，并结合社会实际影视创作项目展开课题教学的创新
教学方式。 

教师配置为创作导师 2 名+技术导师 1 名+助教 1 名，其中： 
创作导师——项目课程总负责，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制定项目

刚要和实施方案，对项目进行整体安排和教学配合。每学期力争
邀请一位目前行业从业人员作为校外指导，而另一位则由在校老
师进行常规指导。 

技术导师——项目课程配套技术内容总设计，根据创作导师
项目要求制定技术课程内容的范围和设备的配备和统筹，指导学
生在技术上按时按量完成项目技术内容。 

助教——配合创作和技术导师日常教学工作，辅导协助学生
完成项目内容。 

同时，工作室与行业企业或机构合作，进行模拟或实际的制
作——发行——放映训练，增加实践课时，将一些抽象的理论教
学内容在实践环节中解决，让学生在此过程中合理转化已有知识
结构，从而理解工作室的课程设计和实际目的。教师也能从中总
结经验，开发科研性的教学内容。行业企业或机构也有可能从中
发现所需人才。 

二、《影视剧作》课程在工作室模式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出现的问题： 
①在工作室中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师的师资还有一定缺口

且在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都存在不合理现象，给全面
提高教学质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②工作室项目制和用人单位达到良好接轨还需要一定的时
间。因为目前工作室制使用的时间不长，许多用人单位或实训实
习基地的项目与课程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对接，因此与市场彻底接
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③在工作室模式校外导师方面，虽然工作室老师已经做了大
量的工作，但是很多校外导师为省内外知名专家，因此他们没有
足够的时间来对学生进行培训，很难达到校外导师指导的效果。 

④《影视剧作》课程为理论课程，在授课中间有大量的专业
理论知识，如何将课程内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经验，并通过实
践来验证理论为本项目的一个问题。 

2.解决办法： 
①通过“内培外引”引进高职称、高学历的老师来解决，同

时支持专业教师外出培训来提高本课程老师的教学水平。如多位
专业教师曾经前往石家庄、达州进行影视创作的培训，并将影视
剧作第一手的经验传达给学生。 

②工作室项目制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充实和完善，就目前来
说，应和影视公司和电视台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
到影视公司和电视台的项目创作之中。目前影视剧作的工作室已
与二更新媒体平台、完美动力培训学校、四川电视台等机构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就其中的某一个版块进行长期合作，有助于学生
在课程内解决用人单位的直接要求。 

③针对校外导师难落实的问题，目前《影视剧作》工作室采

取了讲座的形式来指导学生拍摄，同时工作室的很多项目出自这
些校外导师的在做项目，因此校外导师根据项目的要求和课程内
容相结合，目前达到了还不错的效果。 

④本课程大量的理论知识点通过布置作业和创作作品的方
式来完成，比如在前期剧作创作时期会给学生布置故事大纲、人
物小传、分场大纲、场景写作、剧本语言练习、剧本结构练习等，
这些练习会将理论中讲到的内容通过学生的写作来一一验证，学
生通过写作来更好的理解课程内容。在拍摄时期通过项目的要求
对各个知识点进行对应练习，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同时可
以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真正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三、《影视剧作》课程在工作室模式创新点 
（一）更加清晰的描述和总结出《影视剧作》课程在工作室

模式下的操作方式。同时提出《影视剧作》课程在工作室模式出
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是本项目第一点增加的内容。增加本内
容后可以更好的为《影视剧作》课程的操作进行指导，同时总结
出在工作室模式运营下遇到专业教师师资的缺口问题且在年龄
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都存在不合理现象，给全面提高教学
质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工作室项目制和用人单位达到良好接轨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目前工作室制使用的时间不长，许多用
人单位或实训实习基地的项目与课程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对接，因
此与市场彻底接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工作室模式校外导师方
面，虽然工作室老师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很多校外导师为
省内外知名专家，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学生进行培训，
很难达到校外导师指导的效果。根据问题该项目在能力范围内作
出了及时的调整，通过“内培外引”解决师资问题，和影视公司
和电视台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到影视公司和电视
台的项目创作之中。针对校外导师难落实的问题，目前《影视剧
作》工作室采取了讲座的形式来指导学生拍摄，同时工作室的很
多项目出自这些校外导师的在做项目，因此校外导师根据项目的
要求和课程内容相结合，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二）结合对本项目的相关教学经验的总结，并在相关教学
经验总结的情况下增加了对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的研究。以项目
作为实践教学的周期,以每个学生在课程内工作室中完成的项目
质量（获奖或播出）为实践教学的考核要求，具体的数量和成绩
需要教研室进一步统筹和商讨。由于实践教学周期的灵活性，使
得编导创意过程更加符合实际的编导创作规律和行业规范。同时
也能打破僵化的固定周期，使实践教学日常化，这对理论教学也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使项目中所遇到的理论问题可以与日常理论
教学结合，避免期末大部分任课老师都是兼职老师，因而不在学
校无法对实践环节进行指导的问题。以工作室项目的完成度和质
量（获奖和播出）作为成绩的评价标准。 

（三）关于课程本身的知识点如何在实践中落实的问题，本
课题在结题后给出了具体的内容和措施。本课程大量的理论知识
点通过布置作业和创作作品的方式来完成，比如在前期剧作创作
时期会给学生布置故事大纲、人物小传、分场大纲、场景写作、
剧本语言练习、剧本结构练习等，这些练习会将理论中讲到的内
容通过学生的写作来一一验证，学生通过写作来更好的理解课程
内容。在拍摄时期通过项目的要求对各个知识点进行对应练习，
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同时可以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真正达
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关于学生的考核评价方面本项目制定了工作室模式的考核
评价方式，对学生的组织管理在艺术学院总体的统筹下进行，制
定了严格的课内和课外考核制度，但是本制度由于是在新制定的
西南石油大学广播电视编导 2015 级人才培养方案基础上进行
的，因此还存在着经验不足和实施困难等问题，目前这一问题还
在积极的调整中。 

 
本文系西南石油大学 2018 年本科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融媒体时代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影视剧作》课程中的实践与
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