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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Speciality in ope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sys-
tem for training talents in county area.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Speciality in open education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at the county area. There are four main problems: the setting of teaching 
objectives is lack of “landing”, the cont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is lack of “regional”, the method of 
practical teaching is lack of “object”,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practical teaching is lack of “lev-
el”,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areas, cul-
tural industry, fully consider the need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needs of learn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promotion and migration, and put forward to construct a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county-areas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from four aspects: set 
up the double-layer positioning of practical teaching objectives; build a phased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establish the four-dimen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which includes teachers, 
learners, practice base and virtual laboratory, set up a dynamic and multiplex practice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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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是培养县域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重要教育体系。其实践教学体系难以满足基

层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需求，经分析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教学目标设置缺乏“落地性”；实践教

学内容缺乏“区域性”；实践教学方法缺乏“对象性”；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缺乏“层次性”。充分考虑

区域性产业发展需求与人才需求、学习者职业能力提升与迁移需求，从四个方面着手建构符合基层文化

产业发展需求的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明确实践教学目标的“基层性”与“职业性”

双层定位；建构分阶段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建立师资、学习者、实践基地、虚拟实验室有机统筹的立

体实践教学体系；设置动态多元的实践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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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区域文化资源开发的文化产业，是县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县域文化产业与事

业人才的数量需求与质量需求都在不断增加。但由于县域，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在地理与经济上

的优势欠缺，较难吸引和留住外地人才。“落地培养、就地选拔”是解决其产业发展与人才短缺矛盾的

最佳方式。开放教育是培养县域基层人才的重要教育体系，加快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建设，是

推动县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人才保障举措。建构一个科学合理适用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为县

域文化产业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产业人才，是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的当务之急。 

2. 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起步晚于普通高校。在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教学体系还是实践教

学体系，都以借鉴学习普通高校为主。由于开放教育在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实施体系、教学实施

平台等方面与普通高校存在较大差异，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移植普通高校的教学体系时，尤其

是实践教学体系，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效果与人才培养需求之间存在较

大的差距[1]。 

2.1. 实践教学目标设置缺乏“落地性” 

实践教学目标源于专业培养目标。开放教育以终身教育为目标，以社会在职人员为主要培养对象，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有别于普通高教，更注重对学生当下职业能力以及职业迁移能力的培养。开放教育文

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培养对象主要是来自于基层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和潜在从业人员；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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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升学习者职业能力，使其具有当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从业及创新发展能力为主要教学目标；培养

方式是“工学结合”；培养实施体系是开放教育体系、学习者工作区域、学习者岗位的“三位一体”。

因此，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在目标设置上，具有很强的“落地性”，要落实于区域需求、

落实于岗位需求、落实于职业需求；是基于“学科教学、岗位实操能力需求、职业发展与迁移需求、区

域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的多层次设置。简单地参照普通高校培养体系，把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

培养目标设定为学术型人才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技术人才培养，既不符合其教学对象的学习需求，

也不能满足所服务区域的人才需求[2]。 

2.2. 实践教学内容缺乏“区域性” 

基于培养目标的“落地性”，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必须与学习者所在区域的

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发展相结合。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版块设置与体系建构，应充分考虑

学习者的“区域性”需求。目前，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主要源自普通高校相关

本专科专业：一是基于课程的课程实践教学内容，二是实践课程。前者主要是针对各课程所涉及理论知

识的实践应用与课程设计，后者主要是依据课程责任教师与指导教师的提供的大纲，进行毕业实践与毕

业设计。在以面授课程为主的普通高校中，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可以通过灵活的课程内容设置，调整实

践教学内容。但开放教育以开放教学为主，这两部分的教学内容由于“教与学”的地理分离，和“师与

生”的时空分离，其实践教学设计主要还是依据理论教学内容体系进行，在实践教学内容上是一种“普

识性”的教学。因此，教学内容缺乏区域性，尤其是缺乏培养对象所在区域的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内容

[3]。 

2.3. 实践教学方法缺乏“对象性” 

具有“对象性”的教学方法，能消除因时空、地理分离而造成师生交流缺失，使学习者在整个实践

教学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参与感，从而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目前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主

要采用“微课”、“慕课”、网上实时教学等方法进行。微小网络课程的设置，可以有效解决学生的“工

学矛盾”，给予其一个更灵活的学习机制。但在教学方法上，主要还是通过传统的教师视授课、学生观

看视频、指定时段实时交流的方式进行，学生并不能有效地整合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再加上教学内容

的“区域性”的缺乏，使得整个教学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对象性”——培养对象无法通过丰富的教学方

法的设置和灵活的教学内容体系的设置，获得一种有效参与感，学习兴趣与学习效果都不理想。 

2.4. 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缺乏“层次性” 

实践教学评价是对实践教学效果的及时反馈，是教学实践体系进行调整与优化的重要依据。实践教

学是一个“层级设置”体系，依据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实践教学结构与教学内容进行“层级划

分”；其层级性不仅体现在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建构内，还应该体现在课程设置内。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的建构与评价指标的构成都应具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科学的“层级划分”。目前，开放

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评价体系，主要基于课程的形成性考核与课程的终结性考核进行，无

论是单一课程的评价还是整个实践体体系的评价都缺乏 “层次性”。这一缺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评价的

作用只限于对学生学习过程完成与否的把握，不能有效反应实践体系实施的过程进度、整体效果，更不

能起到与教学体系互建互构的作用。 

3. 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构 

由于开放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建构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必须先明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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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目标；在此基础上确立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然后结合教学对象、实践目标与教学内容，丰富教

学手段；最后建构动态多元的实践评价体系。 

3.1. 明确双层定位的实践教学目标 

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目标定位，要把握两个方向：一是基层应用性人才的能力培

养定位，二是基于培养对象职业需求的多方向性能力培养定位[4]。依据能力培养定位，可以把实践教学

目标分为三个阶段五个目标。如图 1。 
 

 
Figure 1. Practical teaching objective system 
图 1. 实践教学目标体系 

 
基础实践阶段：以专业基础知识学习为主，建构学习者对专业的全面知识 这一阶段实践教学的目标

是掌握专业领域基础的知识与经验，具有运用所学的知识，对自身正在从事的工作进行反思和具有完成

既定岗位任务的能力。 
应用实践阶段：以专业基础知识在日常工作中的应用与扩展为主，建构学习者在文化产业链全过程

某一或多个环节参与承担的工作能力。首先是应用，能够把已经积累的理论知识与反思成果，结合自己

的工作岗位进行应用，并能解决一些基础性的操作性层次的问题。其次是扩展，能够运用积累的应用能

力，解决一些一般性的问题。通过本阶段的实践教学，培养对象应具有结合所处区域文化资源、文化产

业、文化事业特征，以及自身所处职业岗位的需求，参与具有针对某一区域文化资源或文化产品进行创

意、策划、营销和管理的能力。 
知识迁移实践阶段：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实践教学，学习者已经具备了对文化产业的全面认知，及在

其所处区域及自身职业岗位中进行实践运行的能力。第三个阶段则是一个全面提升的阶段，通过本阶段

的实践初衷，学习者的知识、技能应能在不同职级之间进行迁移、转化、升级，以胜任更高级别职业的

能力。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学习者，来自于基层相关工作岗位。他们除了需要提升个人能力外，

还承担着县域内文化产业发展的引领职责，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知识与能力在县域内二次传播的把关人。

因此，还应该培养他们专业领导者能力。知识迁移能力与培养目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导，在

专业知识范围内，是他人咨询的对角。二是能够担任领导，运用专业能力统筹解决相关问题。通过针对

区域需求与类型职业需求的分析，结合培养对象的实践工作情况，设计全过程的实践项目，从而培养学

员的知识迁移能力。 

3.2. 建构分阶段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是实践教学目标的体现和实现的基础。结合实践教学目标，可以把实践教学内容

分为三个阶段。如图 2。 
基础实践阶段：依据课程理论教学体系，设置课程实践内容，包括案例分析、基地参观等。针对学

习者的区域性和岗位性学习需求，设置工作反思与岗位应用环节，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网上教学活动进

行反思与经验的分享，把具有普遍性的学科性知识与学习者具体的学习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科知识

的教学更有对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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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图 2.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应用实践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项目实施的形式进行。一方面依据学科教学体系和教学计划提出

实施项目，另一主面，把项目的实施与学习者在职业岗位中的问题解决结合起来。设计一个完整的文化

产业管理链项目——包括产品资源的调查、产品设计与研究、市场运营、衍生产品的开发等。学习者依

据自身的工作岗位，选取其中某一个或多个环节，在不同的项目设计中，结合自己面临的岗位问题进行

实践与解决。这一过程，既是一个专业实践学习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工作岗位能力提升的过程。在这一

阶段，学科知识可以直接转化为岗位的操作能力与问题处理能力。 
知识迁移实践阶段：这一阶段以项目的设计与完成的形式进行。学习者结合自身所处区域文化资源

的优势以及自身职业发展需求，完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产业项目的设计与运营。在学科学习上，这一阶段

的学习体系表现为不同调研项目的设计与完成，最终表现的学习成果为调查报告与毕业设计。在职业能

力迁移上，表现为不同工作项目的设计与完成，最终表现为一个完整的工作成果。项目完成的过程培养

的是学习者的综合性能力，学习者不仅要能完成自身的职业能力提升，还要具有带领工作小组完成职业

任务的能力，要最终具备咨询与引领工作小组的能力和本地文化资源开发与运营的能力。 

3.3. 建构立体教学实践体系 

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方法缺乏“对象性”，除了专业教学方法本身不够丰富外，最

根本的原因是实践教学体系缺乏。开放教育实施省市县三级办学，省校是办学主体和学科建设主体，市

县是办学的实施者与执行者。三级办学既是开放办学的优势，可以将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输送到基层；

同时由于教与学的时空分离，实时授课的缺乏，使得实践教学流于学科的一般化教学：省校指导教师提

供纸质实践指导内容，市县督促学习完成相任务，无法通过点对点、面对面的实施有针对性的实践指导。

要保证实践教学体系的落实，必须建立师资、学习者、实践基地、虚拟实验室有机统筹的支撑保障体系。 
首先，完善师资保障，建立三级多方位师资体系。省市县三级通过课程团队、项目团队的方式，建

设教学团队，确证每个实践环节，从设计到教学实施，在三级办学体系中都能得到落实。其次，引入学

习者，使学习者成为师资的一部分。开放教育的学习者，主要来源市县两级相关的单位，他们既是学习

者，更是区域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和实施者，相比较省校的师资，他们更熟悉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把他

们引入师资队伍中，可以让省校实践教学团队更准备地把握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设计也更符合教学目标

的实践教学体系。第三，完善实践基础，把学习者所从业的单位、机构引入实践教学体系，把学习者所

从事的岗位任务，直接纳入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使学与做紧密结合起来。最后，建构虚拟实训体系，实

地与虚拟实践相结合；通过一个体系完整的虚拟实训体系，把具把区域性、对象性的实践基础和实践体

系整合为一个完整，在更高层次上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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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设置动态多元的实践评价体系 

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培养的是学习者的职业能力。职业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多

元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因此，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宜采用分阶段的动态考核和多元考

评主体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在动态考核过程中，依据教学阶段的划分，设计不同的考核方式。针对能力

培养的需求，引入多元考评主体，并给予不同的评分权重。如图 3。 
 

 
Figure 3. Practical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图 3. 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基础实践阶段：课程实践以形成性考核任务的完成为主要形式，考核主体为课程责任教师。工作反

思与岗位应用，主要以小组讨论和工作应用的方式完成，考核主体为责任教师、学习小组和工作小组。 
应用实践阶段：实践项目的提出与参与以小组讨论、项目设计、项目参与为主，考核主体为课程责

任教师、学习小组和学习者岗位工作小组。岗位问题解决考查的是岗位实操问题与一般性问题的解决结

果，考核主体为学习者岗位的工作责任人，也可以学习者本人的自评。 
知识迁移实践阶段：调查项目设计与完成，既是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也要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应用

价值的调查报告或设计方案，是一个综合运态过程。所以其评价主体包括责任教师、学习小组、工作小

组、工作责任人、专家团队、市场检验等。工作项目的提出与完成，考核的是工作的最终成果，考核主

体为工作小组、工作责任人、专家团队、市场检验。 

4. 结语 

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培养的是面对基层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从业人员，他们不仅是县域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从业者，还是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生力军，是相关专业知识与能力的“二次传播

者”。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不仅要培养学习者一般的岗位能力，还应培养学习

者行业咨询与引领的能力。因此，开放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无论是在培养目

标和教学内容体系的设置、还是教学实施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建构上，都应充分考虑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

需求和基于区域性的学习者职业能力提升与迁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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