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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党中央引领下的响亮号召，创新创业的浪潮席卷而来，在全国上下不断发起。

影视产业的高速发展，对于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凸显，与时俱进，搭上“双创”班车是十分必要

的。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任，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孵化基地，本文在“双创”理念下探讨影视类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并通过实践研究加以验证。希望为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促

进满足行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推动影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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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s a resounding call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1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12
https://www.hanspub.org/


张晨歌 
 

 

DOI: 10.12677/ae.2024.142212 1370 教育进展 
 

Central Committee. The wav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sweeping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s being launched continuously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has become increa-
singly prominent.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mass en-
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b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cul-
tivating talents and are important incubation base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 training model in film and televis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verifies it through practical research. We hope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help meet the industry’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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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也表明了要在地方政府的引领下激发各行各业的创新力，使创新创业理念的贯穿整个社会[1]。然而，数

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传媒产业的快速变革，影视类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日益受到高校教育界和行业界的重视。

从时尚的 VR/AR 技术到引领潮流的网络剧、电影，数字影视产业一直在探索并应用新技术，这也对影视

类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2]。本论文旨在针对“双创”理念下，对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

影视类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需要

更加贴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发展价值。 

2. 当前高校影视类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堵点 

2.1. 教学模式现状 

目前，高校影视类专业的教学模式主要以传统课堂教学为主，缺乏与实际产业紧密结合的实践环节。

这导致学生难以获得真实的创作经验，并且无法及时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技术应用趋势。此外，由于数

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教学模式也未能有效整合数字化、虚拟现实等新媒体形式，无法满足学生的综

合素质培养需求。 

2.2. 人才培养需求 

随着数字影视制作技术的不断升级，行业对于具备创新能力、跨界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需求日益

增长。然而，目前高校影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仍停留在传统的单一学科知识培养上，缺乏对于跨学

科技能的全面培养。学生在毕业后往往面临着实际工作中所需技能与知识的匮乏，无法顺利适应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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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要。 

2.3. 行业对接现状 

高校与影视行业的深度合作还有待加强，学校开设的课程和项目往往与行业的实际需求脱节。缺乏

与行业合作的专业实践平台，使得学生缺乏与真实职业环境接轨的机会，无法获得有效的实践锻炼和专

业指导。这也导致了学生在毕业后就业前景不明朗，影响了他们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3. “双创”理念下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双创”理念的提出为影视类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影视类行业对创

新创业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这就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创新，构建符合“双创”视域要求的影

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需要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创新思维的

培养，并且要结合数字影视行业的实际情况，培养具备跨界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笔者主

要从以下三个角度论述“双创”理念下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迫切性： 

3.1. 传统的影视人才无法满足影视产业创新发展 

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影视行业的广泛应用，市场对于具备创新能力和跨界思维的影视人才的需求日益

增长。传统的影视人才已不能满足行业的创新发展需求，需要更加具有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

高校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正是为了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人才，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

地适应行业变革和发展。 

3.2. 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需要跨学科融合的知识结构 

影视创新创业需要跨学科的综合知识结构和技能储备。仅仅依靠传统的影视专业知识培养已远不能

满足当今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因此，高校需要通过学科融合的方式，结合艺术、科技、商业管理等多

个领域的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使其具备跨界思维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高校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更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经济以

及科技的发展。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拉动整个

产业链的创新与发展；同时，这些人才还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激发更多年轻人的创业热情，为国家和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双创”理念下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4.1. 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与“双创”理念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比较 

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往往局限于本专业领域的学习，缺乏对不同学科领域的了解与应用。

然而，随着数字影视行业的发展，需要复合型、综合能力强的人才。因此，“双创”理念下的人才培养

要求更加注重跨学科的整合，鼓励学生跨界学习，拓宽知识面，培养综合能力。此外，传统模式下重视

传授理论知识，而“双创”理念下的人才培养更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需要通过实际项目的参与，

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因此，相较于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学科、理

论为主的特点，当前“双创”理念下的人才培养要求更注重跨学科整合、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以适应数字影视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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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视类行业对人才的新需求分析 

当前影视类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复合型的特点。除了对专业技术的熟练掌握外，行业

还需要人才具备跨界融合的能力，例如与艺术、科技、商业等领域进行有效的合作交流。这种跨界融合

能力可以帮助解决影视类中的复杂问题，推动作品的创新与发展。另外，影视类行业也需要人才具备创

新思维和创意能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观众对影视作品的要求也日益增加，因此行业需要不断涌现

具有创造力和前瞻性的人才，能够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满足观众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数字影视行业

对人才的实践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人才需要具备丰富的项目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能够快速适应行业环境，应对各种挑战。因此，行业需要具备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才，能

够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协同工作，完成高质量的影视作品。 

4.3. 国内外相关成功经验借鉴分析 

在国内外，一些高等院校和机构积累了丰富的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经验，这些成功经验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首先，在国外，一些知名院校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等通过跨学科的

教学模式，将影视制作与设计、技术、商业管理等学科相结合，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培养出具备全方位

能力的人才。他们强调学生在实践中的学习，通过参与真实项目和行业合作来提升学生的实战能力[3]。
此外，一些国外企业也会与高校展开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实际工作机会，使之在实践中不断锤炼自己。

在国内，一些高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某知名高校在影视制作专业设置中引入了最新的影视技术

和趋势，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与影视作品的创作和制作过程。同时，与行业合作开发了

一系列的实践课程，让学生在课堂之外也能接触到真实的行业案例。此外，一些地区性影视产业基地也

与高校展开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加强学校与产业之间的联系。 

5. “双创”理念下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5.1. 跨学科整合与课程设置 

影视类行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而是逐渐融合了艺术、科技、商业

等多个领域。因此，跨学科整合成为人才培养模式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引入包括

影视制作技术、艺术设计、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等多领域知识的综合性课程，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跨界融合能力[4]。首先，影视制作技术课程应该覆盖从拍摄、剪辑到特效制作等各个环节，使学生获得

扎实的技术功底。同时，引入最新的影视类技术和趋势，帮助学生紧跟行业发展步伐。其次，艺术设计

类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和艺术创作能力，使其在影视作品的视觉呈现上具备独特的创意和风格。

此外，市场营销和项目管理等课程也应纳入培养模式，使学生对行业市场和项目运营有全面的了解，增

强他们的商业思维和团队领导能力。除了以上主要课程外，还可以设置针对性的实践项目课程，让学生

通过参与真实项目来锻炼团队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项目可以与行业合作开展，将学生置身于真

实的工作情境中，提升他们的实战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通过跨学科整合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学校可以

为学生打造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使之在毕业后能够胜任数字影视行业的复杂多元工作环境，

满足行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5.2. 实践教学与产学合作 

影视类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领域，因此实践教学应成为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可以与

影视制作公司、艺术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践机会，让他们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积

累经验，理论联系实际。这种产学合作不仅有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也能促进学校与行业的密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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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满足行业需求。影视类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

学校需要与影视制作公司、艺术机构等建立紧密的产学合作关系，提供更广泛的实践平台和资源支持。

首先，学校可以引入专业的从业人员来担任实务课程的教学，他们能够带给学生最新的行业动态和实际

操作经验，使学生能够更快速地融入行业发展。其次，学校可以与影视制作公司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

和实践机会。通过参与真实项目，学生可以在模拟实战的环境中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熟悉行业操作流

程，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为毕业后顺利就业打下坚实基础。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影视作品的创

作和制作，以小型作品为突破口，让学生了解整个制作流程，并亲身体验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产学合作

不仅有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学校与行业的深度互动和资源共享。这种双赢的合作模式不

仅可以满足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能够推动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提升。 

5.3. 创新创业教育 

针对“双创”理念下影视类行业的新需求，创新创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中应占据重要地位[5]。学

校可以开设创业导论、商业模式设计等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商业思维，帮助他们更好地理

解并应对行业变革带来的挑战。随着影视类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创新创业精神已成为人才培养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在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中，创新创业教育应占据重要地位。首先，学校可

以开设创业导论、商业模式设计等相关课程，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创业的基本概念、流程和方法。通过这

些课程，学生能够培养出创新意识、市场洞察力和商业思维，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并应对行业变革带来

的挑战。其次，学校可以组织创新创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围绕影视类领域展开创新创业项目。提供有

关专利申请、商业计划书撰写等方面的指导，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实际操作能力，让他们在实践中不

断摸索、尝试，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创新思维和方法论。此外，学校还可以邀请成功创业者、行业专家来

校进行讲座和交流，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和行业见解，为学生搭建起与业界对接的平台，拓宽他们的视

野，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总而言之，创新创业教育的引入将使得影视类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完善和贴合

行业需求，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影视类行业整体创新和进步。 

5.4. 个性化导师辅导 

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的发展，建议引入个性化导师制度，学生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导师进行一对一

的辅导和指导。导师可以帮助学生规划职业发展路径，提供专业指导和行业资源，加强学生与导师之间

的互动和交流，从而更好地培养出适应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通过以上构建的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模式，学生将在跨学科整合的课程体系中获得全面的知识储备，通过实践项目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接触到最新的行业动态和实际案例，培养出具备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跨界合作能力的优秀人才，

以满足数字影视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在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中，个性化导师辅

导是一项关键举措，为学生提供更加贴心和精准的指导和支持，促进其全面发展。首先，学校可以建立

个性化导师制度，为每位学生配备一名经验丰富、业内资深的导师。这些导师不仅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和知识储备，还能够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职业规划建议。通过与导师的一对一交流和沟通，学生可以

获得更加直观和有效的学习指导，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更好地结合起来。其次，个性化导师辅导应该

注重针对性和个性化。导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以及职业发展目标，量身定制学习计划

和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借助导师的指导，学生可以更好地梳理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明确未来的发

展方向，同时在求职、实习等环节给予有针对性的帮助。此外，个性化导师辅导也要注重心理辅导和情

感支持。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导师不仅仅是学业上的指导者，更是一位可以倾诉、分享的朋友和长辈。

导师应该给予学生鼓励、支持和理解，关心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引导他们克服困难，增强自信心，保持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12


张晨歌 
 

 

DOI: 10.12677/ae.2024.142212 1374 教育进展 
 

积极的学习态度。最后，学校还可以鼓励导师和学生之间进行更加频繁和深入的互动。例如，可以组织

导师学生座谈会、导师带学生参观行业企业等活动，增强双方的互动和交流，从而更好地发挥导师在学

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通过个性化导师辅导，学生可以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指导和支持，有助于他们

更好地规划个人职业发展道路，提升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与此同时，导师也可以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交

流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成长情况，从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总的来讲，个性化导师辅导

将为影视类学生提供更加贴心和个性化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为他们成长和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结合“双创”理念，影视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将展现出诸多优势和特点。该模式强调跨学科融

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跨界素养，使其具备更全面的影视制作技能。其次，注重实践导向，通过与

行业合作、个性化导师辅导等方式，促进学生的实际能力提升，增强其就业竞争力。这一模式的试行在

学生的就业率提升、毕业生的职业发展中将会产生显著成效。 

6.2. 展望 

影视类行业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新技术将不断渗透到影视制作领域，对人才储备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与科技企业的合作，提供前沿技术的学习机会，培养学生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应用能力。另外，拓

展海外交流与合作，增加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这些举措，可以更好

地适应未来影视类行业的发展需求，为人才培养模式的进一步完善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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