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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变得比以前碎片化，也变得更加便捷，

使得电视节目受到了全新方式的审视。如何通过依靠互联网培养广播电

视编导，从而培养出更合格的人才，已经成为了当前高校关注的重点。
本文对当前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

能够更好进行专业建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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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是一门与现实、业界的联系都十分紧密的专
业，影视产业的形式变化，都会造成这门专业的变革。当前，社
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影视产业和互联网的联系变得
十分密切，网剧、微视频等大量占据着互联网的流量，影视行业
已经变得去中心化、权威化。当前高校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正在
逐渐和互联网相脱节，只有有效的使用互联网的资源，让学生能
够投入到互联网的创作中，依靠互联网思维进行专业建设，才能
让培养的人才与时代的需求相符合。 

1.存在的问题 
1.1 师资、设备不足 
国内高校的电视艺术学硕士点很少，多数都是电影学、艺术

学的硕士导师，一些综合实力弱高校更无法吸引到博士级别的人
才，加重了师资力量的匮乏程度。而且，硕士人才的专业程度也
不足，多数都是从艺术相关专业引进的。同时，这门专业由于相
对热门，导致学生数量较多。理论课一般是合班上课，教师数量
的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教师水平不足，会使许多班级的学生没有
得到高水平的教育。在实践课程上，一些学校缺少足够的教学设
备，使实践课只能在专门的教师中进行，无法有效的开展真正的
实践。 

1.2 学校对新专业重视不够 
学校通常会将重点放在学科齐整、项目众多的传统学科上

面，对于编导这样一个年轻的专业，学校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行
政上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尤其是符合专业特性的实践教学成
果的评定等方面缺乏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教师的积极
性，不利于专业的发展。 

2.提升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水平的途径 
2.1 在“互联网+”思维指导下进行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师资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引进更多优秀人才，另一种是

通过培训和学习，提升校内教师的水平。在引进人才时，需要重
点引进具备专业素质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以及从其他高校引进高
学历的学术型人才，并且在引进时考察是否具备足够的互联网思
维，以及其互联网技术是否符合要求[4]。对于校内的教师，也需
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促使他们学习更多的知识，通过网络资源，
学习相关课程以及一些全新的软件，并且增加教师之间的研讨频
度，让教师发表自己对作业的看法和对课程的主张，总结经验，
帮助教师相互促进。 

2.2 注重社会效应，用竞赛来促进学生学习 
编导这个专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需要通过足够的

实践来让学生真正提升他们的技能，而不是山寨和模仿别人的作
品。学生走出校门之后能够更加稳步的生活，需要编导专业有足
够的实践建设，在“互联网+”背景下，则需要以互联网思维建
设实践课程。大一上学期主要是专业基础课的学习，让学生了解
和初步认知影视视听语言的表达手段。从第二学期开始保证每个
学年至少有一个学科竞赛和一个课程设计相对应，用竞赛来促进
学习。这样的实践教学模式，可以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另一方面，这种大面积的创作，可以引来社会的关注，提升社会
效应。结合学科竞赛的级别和区域影响的因素，在学生的作品推
选至比赛方之前，先在学校内部进行初选，通过在互联网上展示，
让学生的作品走出校门，并且依靠设计平台，听取观众们的意见，
从而促进学生的能力。 

2.3 建立课程作业的展示平台 

编导专业的课程资源，大都是国内外优秀的影视作品，这些
作品有顶级的编剧和导演参与制作，精良而且细腻，可以很好的
作为学生学习的参考。但是，大师的作品对于初入行业的学生而
言，仍让太过遥远，可望而不可及。编导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
作业大致可以分为微短片、纪录片、电视散文、MV、专题片和
影视广告等，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学生逐渐形成了专业的影
视素养，开阔视野，提高创新思维的能力，并且通过这种真枪实
弹式的作品创作，也让学生克服了“自说自话”的习惯。学校可
以依靠互联网，建立学生作品的展示平台，让网民加入到对学生
作品的评价和讨论之中，帮助学生提高，朝着大师迈进。同时，
学生作品中也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可以按主题、类型、时长进行
分类和筛选，也成为影视教材。依托校园网络电视台或学院微媒
体，使学生不仅可以看到大师级的作品，还可以看到自己身边的
同学作品，让学生能审视到作品的不足和亮点，让学生收获信心、
迸发灵感。 

互联网是一个很大的环境，有着大量的资源、参考资料可以
帮助学生们学习，通过互联网还可以让学生们更全面的了解一些
大师的资料，提升学生们知识的全面性，增强学生的能力。另一
方面，还需要重视互联网的交互性，在“互联网+”时代，学生
在互联网中不仅要成为观看者，也应该成为创作者，这样可以让
学生的作品更早的被人看到，并且依靠网上其他人的评论，让学
生明白自己的创作和人们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改进的过程中，提
升学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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