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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在数字媒体专业课程建设中的项目应用研究 
◆陈  伟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宁波  315100） 

 
摘要：本文以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为例，通过微电影创作项目化

引入到多门专业课程中，对微电影创作各个环节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侧重

点分配，根据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对照，对相关课程进行一定的调整，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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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微”时代，微信、微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
了冗长的博客的网络统治地位，微电影、微小说等也成为独立于
电影、小说的媒体，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与重视，手机的功能
不再只是通讯，而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对“微”时
代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催化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媒体专业
下面的《视音频剪辑》、《数字后期》《影像专题设计》等课程的
改革创新势在必行。本专业通过将微电影创作项目化引入到多门
专业课程中，对微电影创作各个环节在本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侧
重点分配，根据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对照，对相关课程进行一定
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基本思路 
1、将微电影创作过程分解、项目化，融入到《视音频剪辑》、

《数字后期》《影像专题设计》等课程中去，课程的相关章节项
目设计以微电影制作过程相关环节为主。缩短《视音频剪辑》课
程的课时，从 100 课时缩短至 80 课时，相应地增加《影像专题
设计》的课时，旨在加强学生的专业基础学习，为本课程的学习
打下基础。 

2、调整学习内容，从原先以学习 Premiere 和 AE 等软件的
功能应用为主要教学内容，改变为以微电影的主题创作项目引领
为主，软件学习为辅的课程体系，使学生对导演、剧本写作、镜
头运用、后期特效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3、通过课程的改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创作微电影的
过程中深入 Premiere 与 AE 的学习，促进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统筹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审美等综合能
力的提高。 

4、在成功实施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并与其他高
职院校相关专业分享成果、作品交流等，对专业课程的建设与发
展起到一定的推广作用。 

二、研究内容 
1、组织教师进行专业调研，邀请行业专家一起讨论分析专

业面向岗位、课程设置体系等。完成上述课程标准的制定，包括
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内容、评价方式等。 

2、进行教学实施，对数字媒体专业大二某班级实施微电影
创作教学试点。 

3、竞赛辅助提高，组织学生参加“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作
品设计竞赛”、“ 宁波微电影大赛”等比赛。 

4、课程总结及成果展示，包括学生优秀作品展示、课程调
研报告等。 

三、实施过程 
1、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教师与宁波市微电影协会专家、

各兄弟院校的专业负责人及教师等进行多次交流沟通，探讨微电
影发展现状及趋势对数字媒体相关专业教学的植入所起到的引
领性作用等等。组织本专业教师对课程教学目标、项目内容等进
行讨论，修订课程标准。 

另外，对《视音频剪辑》、《数字后期》《影像专题设计》等
课程在国内高校开展实施的进展进行调查研究。对比自身专业课
程的发展，找到差距，找出问题，分析原因。对微电影创作在国
内各省市开展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如电影短片节、微电影大赛
等活动中所展示的作品水平进行分析，完成调查研究报告。 

2、硬件设施同步建设，完成了影视实验室的改造，搭建摄
影工作区域、绿屏抠像区域等，引入了约 50 万元左右的微电影
创作设备，摄影摄像设备已经陆续投入使用，目前学校的硬件条
件为专业课程建设的研究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3、本专业对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大二某班级实施微电影创作
教学，并进行课程成果展示。将班级优秀作品推选至首届宁波市
青年微电影大赛，《梦不息》获得优秀奖。另外将微电影创作项
目化引入到大三工作室教学当中，作品《牵引》、《黑与白的缤纷》
参加第十三届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作品竞赛分别获得二等奖和
三等奖。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作品《宁波骨木镶嵌》、《金银彩
绣》、《朱金漆木雕》分别获得宁波市第七届青少年创意设计大赛
金奖和银奖。 

4、建设《视音频剪辑》、《数字后期》《影像专题设计》等课
程的网站，完善教学资料、整理素材资源、展示优秀作品，教师
与学生在课程网站上交流互动，线上线下教学结合。 

四、总结反思 
1、这是顺应时代的需要，学生的兴趣所在。原先单纯的软

件学习不能够发挥学生各自的优势，对部分学生来说显得枯燥乏
味。改变课程的理念，以微电影的主题创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能
够让每个学生在合作中找到自己所擅长的位置，发现自己的才
能，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2、本专业课程的改革对综合性、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有推波
助澜的作用。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仅需要专业技术
人才，更需要综合性、创新性人才，高职院校的微电影创作集导
演、编剧、摄影、表演、音乐、后期剪辑于一身，提高学生的想
象力、创造力、统筹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沟通协作能力、
审美等综合能力，也能够引发学生对一些社会现象、热点问题、
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思考。 

3、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视音频剪辑》、《数字
后期》课程的改革拓宽了学生发展的方向，今后面向的就业岗位
有摄影摄像、视频剪辑、后期处理等。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类企划
公司、教育行业、广告公司、电视台、网络传媒业等企事业单位
从事摄影与摄像、影视编辑与制作等相关的工作。 

4、本研究的成果能够推动高职院校数字媒体专业课程的改
革与发展，并对大学生微电影创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与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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