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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所在学校的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在实训课程中实施“校企合作、项目带动”的人才培养模式，依托企业的真实项目，

将真实案例引入课程，以工作任务为载体，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按照项目工作流程进行课堂学习，促进了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

方法知识掌握能力和适应社会实践能力等综合职业能力的全面发展和提升。论文结合校企合作项目——景泰蓝瓷器的拍摄，

详细阐述了项目化教学创新的研究原因及原则、课程实施、考核评价和实际效果，并在结语部分提出了问题和下一步创新教

学教法工作的内容。

Abstract: The photography technology major of the author’s school implements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ject-Driven” in the training courses, relying on the real projects of enterprises, introducing real cases into the 

courses, and taking the work tasks as the carrier, by guiding students to study in class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workflow, teachers 

have promote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such as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bility, method knowledge mastery ability and ability to adapt to social practice. Combining with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ject “Photography of Cloisonne Porcelain”, this paper expounds in detail the research reasons and principles,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and actual effect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in the conclusion,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next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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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当前职业技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笔者所

在学校的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坚持正确的育人方向，以“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宗旨，秉承立德树人的职业技术教育理念，结合本专业现

状、学生的特点及行业人才需求，根据“立足首都政治文化

中心，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新文化建设要求，对接

首都文化创意产业，面向数字多媒体与广告、影视制作公司、

互联网站、影楼等行业企业，摄影师、修图师、摄像师、剪

辑师等岗位（群），从事摄影、图像处理、摄像、视频剪辑、

短视频拍摄与制作等工作，具有遵纪守法、敬业爱岗、诚实

守信，具备团队协作、自主学习、创新创业及服务意识、交

流沟通能力等职业素养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应用型中（高）级

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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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摄像技术专业依据专业特色，创新了本专业“校企

合作、项目带动”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项目化”课程体

系构建设立专业核心课程，依托校企合作单位，实现用企业

真实项目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设计思路，带动项目化课程

改革，培养摄影专业人才。

2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强化项目化教学与创新
研究的原因

根据国家教育部职成司《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

有关要求，结合目前摄影行业、企业的发展需要，突出校企

合作职业教育特色，笔者所在学校的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制定

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明确的培养目标定位使得本专业教学

要以项目化教学本质为导向，以企业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学

生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以创新创业意识为导向的导向性教

学改革成为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的核心工作。

2.1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特质对项目化教学的要求
现阶段中等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正在由高技能型人才

向人文见长的复合型职业人转变。在此大背景下，笔者所在

学校不断促进专业结构优化和办学特色培育，提升专业人才

培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按照首都“四个中心”

城市战略定位，坚持专业建设与产业需求对接，深化专业建

设内涵，增强专业核心竞争力，坚持产教融合办学 [1]。笔者

所在学校摄影摄像技术专业所属课程包括摄影、摄影布光、

短片创作、影视后期合成等。除基本的摄影器材、影像设

备的运用等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和操作技能掌握之外，更重要

的是聚焦于摄影拍摄技能运用在商业活动范畴中以及岗位

知识、工作流程能力等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将企业的真

实项目引入课堂，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提升摄影岗位综合

实操技能和职业素养，是该专业学生形成职业能力的必要 

支撑。

2.2 面临就业压力的学生对项目化教学新的诉求
在中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课中，实训课程是面向

学生开设的核心教学单元，不仅是专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更

直接关乎学生今后离校择业能否顺利从业上岗。而每年的毕

业季，学校都面临着分配困难、学生从业单位难对口等难题。

目前，很多兄弟院校的摄影摄像技术专业或相关专业的课程

仍然采用传统的课程建设方式，致使课程过于偏离知识而且

脱离实践的问题凸显，导致学生对本专业的某些学科理论知

识掌握欠缺，实际操作技巧薄弱，摄影设备与器材操作技术

与商业活动拍摄需求融合不够，降低了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

的认同感与自信心。为此，必须根据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特

质，更新教学模式及理念，加强项目化课堂教学改革工作的

力度和教学研究，以充分满足广大学生追求专业技能的愿景

与渴望，巩固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在中国的教育地位，这对于

本专业的长足和发展将会有所裨益 [2]。

2.3 摄影课程教学模式的现状分析
目前，中国影视相关专业的教学大多数是借鉴国外的办

学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形成了由理论课教室、专业实

训室、理实一体化教室、企业实训基地等构成的专业教学体

系。但是，不少同类院校该专业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单一，与

本专业的理论知识结合不够紧密。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已经

出现了许多企业非常需要聘用人才，却找不到恰当的人选，

而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无法找到从事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这些问题产生原因主要是由于学生在实训室所学习的基本

技能和专业岗位所需要的职业技能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为

此，要真正做到培养高技术素质、高水平技能的人才，就必

须结合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实际需要，依据职

业能力形成规律，构建项目课程为主体的项目化教学课程体

系。使学生将自己在校期间所学的知识与企业项目实际操作

更好地紧密结合，做到校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有效地增

强育人的效果。这样我们才能够最终改善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质量。但目前，很多中等职业学校都很难做到这点。

3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实施项目化教学与创新
研究的原则

职业教育的项目化教学组织策略与文化课和理论知识课

截然不同，其核心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独立思考，通过自己动

手操作，做好由菜鸟阶段逐步过渡到专业技术型人才的初期

准备。在摄影摄像技术专业中开展项目化教学研究，构建思

路是依据学生对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形成的规律，结合实际

岗位工作过程中对教学模式的要求，提出在“校企对接、项

目引领”的环境下，以“四个导向”为实践类教学的多元化

设计与大胆创新。

3.1 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载体，使师生完全融入行业

情境
在笔者所在学校与校企合作单位共同进行人才培养过程

中，本专业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发了短视频拍摄与制作、静物

摄影及图像处理、栏目拍摄与制作等 7 门一体化课程。并将

自然风光摄影、商业静物摄影、产品宣传片拍摄与制作等

21 个真实的代表性工作任务转化为项目化教学内容在本专

业进行教学 [3]。

例如，笔者所在学校在中级工层级开设了静物摄影及图

像处理课程，属专业核心课程。根据课程要求，结合工作实

践中的典型任务，笔者所在学校与校企合作单位共同设计每

个学习任务，实现理实一体化。在项目进程中，强化学生拍

摄技能、岗位操作标准，锻炼了学生合作与探究意识，有效

促进师生互动，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提升学生综合职

业能力。项目实施结束，还聘请企业人员对作品进行打分、

点评和专业分析，从而最终使学生们在实战中接近甚至达到

了企业用人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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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突出导向性、交互

式教学特质
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偏重对专业学科知

识的系统灌输与知识传授，专业理论上的实践应用能力、创

新能力等培养都有所欠缺的严重问题。项目化教学模式采取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做引导，凸显交互式教学特质的改革方

针。结合笔者所在学校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学生特点，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发现，执行项目化教学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中职

学生学习的主观和能动性，提高自主探究式学习的积极性和

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的成效，促进课教结合。

以静物摄影及图像处理课程中一个项目为例，为校企合

作单位拍摄景泰蓝瓷器。课前，教师发布学习任务，完成静

物摄影的布光方法、拍摄技巧的自主学习，对本次的拍摄方

案进行构思。课中，各小组探讨出瓷器拍摄方案，由企业

人员对拍摄方案审核点评，合格的小组可以进行产品样片

拍摄，由教师进行技术指导，通过课堂共学进入实施环节。

最后，由企业代表对学生参与项目的全流程进行点评，并提

出改进意见，使学生们在全过程的参与中认识到了项目的全

貌，了解到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和岗位业务范畴，对今后此

类项目的拍摄流程有所了解和掌握 [4]。

4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项目化教学的课程实施
在进行项目化教学实施过程中，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实

时地根据课堂教学效果的反馈情况，及时调节和完善教学活

动的各个要素，确保课堂教学的预期效果。下面我以景泰蓝

瓷器拍摄的教学过程作为案例，从项目化教学过程中的五个

步骤入手来设计项目化教学环节，确保课程的有效执行，保

障达成学习目标的顺利实现。

4.1 任务阶段
教师在实训前一周将本次拍摄任务的微课资源上传至线

上教学平台——学习通，并布置课前学习任务和设置课前引

导问题。

课堂上，学生代表扮演摄影总监与企业人员相互交流任

务信息，随后总监发布任务。学生对照工作页中的岗位职责

进行分工，分配好布光组、拍摄组成员。

4.2 计划阶段
学生结合课前学习的静物摄影布光技巧和拍摄方法案

例，以小组讨论的形式探讨景泰蓝瓷器拍摄的布光方法，画

出布光方案图；明确构图方法，设定相机参数、完成场景布

置，制定布光及拍摄方案。小组代表汇报方案。教师点评方

案，引导学生明确项目的评价标准，做好拍摄准备。

4.3 实施阶段

4.3.1 拍摄现场试布光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角色分工。布光组成员现场布光，拍

摄组进行场景布置。各小组检查拍摄小样中瓷器颜色、形状

等局部细节正确及完整情况。教师巡视，检查学生的布景、

陈列是否恰当并对构图等问题进行指导。各小组摄影助理

在学习通中浏览并记录首轮拍摄中碰到的问题，完成线上

互动。

4.3.2 发现问题同探究 
教师将学习通中讨论专区的首次拍摄问题实时投屏，展

示问题图片，请学生思考问题原因。明确失败原因，即光比

过大导致暗部细节层次受损。引导学生思考光比与瓷器拍摄

立体感、层次及影调呈现的关系，进行提问，并请学生回答，

梳理并总结知识点。

4.3.3 理论指导解疑惑
教师针对本课难点进行现场技术演示，总结调整拍摄反

光物体光比的方法。归纳调整光比的顺口溜，有助同学记忆，

解决本课难点问题。摄影总监进行录像，将视频资料上传至

学习通的资料专区，方便同学复习、查看。

4.4 检查阶段
拍摄组和布光组的成员进行方案的调整，填写完成最终

的布光、拍摄方案表，上传至学习通。学生在完成第一轮的

拍摄后，进行小组角色互换，最终完成拍摄任务。线上提交

作品，票选出景泰蓝瓷器工艺细节表现完美、构图美观的作

品，小组代表上台进行作品展示。

4.5 评价总结阶段
教师评价，选出最优小组并对学生进行点评并适当鼓励。

学生与企业专家进行沟通，认真听取点评意见，对拍摄作品

进行反思与修改。企业针对拍摄作品进行打分。教师对于本

次课进行总结，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表扬与指正，对课进行

收尾。

5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项目化教学的课程考核
与评价

课程考核在激励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方面具

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在教学评价时，不仅对学习结果进行评

价，更注重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给予学生肯定和鼓励。围

绕过程设计评价要点，主要检验实践知识点的完成情况，同

时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及工作规范程度进行评价。

6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项目化教学的效果
在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实施真实的企业项目化实训教学过

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能力本位。在教师教学和指导的

方式基础上，模拟企业真实工作情景。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

习参与性，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通过岗位职责

分工，进行职业体验，更加明确企业实际工作中的岗位职责，

不仅提前感受了不同工种的职业技能，学生的交流技巧、沟

通能力、合作能力都有所提升。

按照企业的项目执行标准制度加以规范学生的操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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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操作的规范意识，同时培养学生树立

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保证拍摄细节

真实、完美呈现。

7 研究展望
随着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普及，笔者所在学校摄影摄像

技术专业进一步加大课程改革的力度和教育强度，持续地强

化了在项目式教学过程中创新性教学方法，切实地提高了学

生的专业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但在实际开展导向性实践课

程探索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了我们下

一步深入实操课创新的工作内容。

第一，推进“大师工作室”和项目小组模式。根据摄影

摄像技术专业的要求，邀请企业人员、行业专家走进校园，

“双师”相互合作学习，共同参与教学环节，依据企业用人

要求及行业的技术标准，设立考核机制，以增强教师的行业

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为摄影行业输送更多的技能型人才。

第二，在教学中课程思政。近两年，我们在课程改革的

过程中，一直在进行课程思政方面的教学反思。对于思政要

素怎样能更好地体现在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课程教学中还

在探索。我相信，只要秉承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在学习过

程中倡导学生“学艺，从做人开始”，一定能培育出符合企

业和行业标准的合格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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