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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基于对专创融合相关教学改革理念与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从专业素养、创新创业意识、

专业技能等三条线索以及教法与学法创新的“三线两创”新型思路框架进行专创融合的课程重构，并应

用于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实践，来推进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符合移动

互联新时代的高质量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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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ideas and practical research results related to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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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tion of specialty and creativity, exploring the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alty and creativity from the three clues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 awareness, professional skills, as well as the new thinking framework of “three lines and 
two innovations” of teaching method and learning method innovation, and applying it to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dia Art, To promote the deep in-
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o achieve 
high-quality personnel training in line with the new era of mobil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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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我国

高校纷纷成立了创业学院，开始建设创新创业教学课程和培养体系，掀起了双创教育浪潮。 
2019 年教育部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高校专业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提出建设“专创融合”特色示范课程。随后“专创融合”教学改革研究和实践也

成为本科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新方向和热点。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备受欢迎的新专业，在教育部专业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创新

创业技能模块的要求。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作为专业首门基础理论课，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育

最基础的实施单元和载体。基于专创融合理念下的课程战略性重构将是有效地培养符合移动互联时代需

求的数字媒体艺术人才的关键。 
本论文是以专创融合教学改革理念与实践相关研究为起点，参照“三线两创”的课程重构思路框架，

重新建构适合概论课程的“三线两创”的目标、要点、课程设计，并应用于在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教

学改革实践中，探索符合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特点的专创融合课程重构之路。 

2. “专创融合”课程重构理念提取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发展作为高校培养综合型创新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高

校的课程设置还存在着专业教育与创新教育分立[1]、专业课程注重学术，强调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学习识

记，对本科学生作为未来崭新时代中的创造主体角色认知、意识唤醒意识不足，要激发其学生创新创业

意识，主动培养相关素养于技能，需要深化对社会变革需求前瞻性的洞察和对学生迎接创新兴国立业的

发展诉求做出回应。 
通过对“专创融合”为关键词的文献研究，有论文剖析过专创融合教学改革的理论逻辑并从理念认

知、课程改革、师资队伍、体制机制等方面分析专创融合的主要现实困境，指出以创新创业的“创”字

为核心，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师、等方面要实现转变路径[2]；专创融合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一文中

论述了课程重构需要设计促进综合型人才提升的课程内容、加强培养学生创新技能的教学实践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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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也有学者提出专创深度融合的四螺旋路径即“人才–创新–文化–成果”相互转化以及计划–执行

–检查–处理的多重 PDCA 循环路径的模式[4]。针对国内外高校现状，指出课程情景仍是高校教育的主

阵地，推进双创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根植双创理念，挖掘资源主题的内容于形式创新来进

行专业课程重构[5]，将创新创业理念与意识融进每一次课程单元来调度激发每个学生的创新潜能[6]。通

过对专创融合的模式和路径、课程教学等展开的理论探究与实践成果表明创新教育介入的专业课程对于

传统的教育模式、方法、手段、教法与学法、评价方式都应该有所改变[7]，还需要结合具体专业进行更

细致的专创融合课程重构研究。 
其中，《基于“专创融合”的专业课程重构研究——以“供应链管理”课程改革为例》[8]提出以需

求为导向，立足专业学习、就业技能、长远发展的多维需要，梳理构建专业技能线，双创能力线和理念

方法线的“三线”，教法和学法创新的“两创”的课程重构框架思路和内容体系，是解决创新创业教育

仅存在双创课程或第二课堂等实践活动等与专业教育分离的现状，有效融合双创理念和素养于专业课程

教学单元和过程中，是可借鉴的专创融合课程重构模型。 

3. 专创融合的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重构框架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专创融合的重构需要授课教师关注学生作为大一专业基础学习的现实需求和

创业就业等长远发展需求，结合本课程教学大纲、教材、教学资源，以及理论课程单次授课时间短跨度

长等教学特点，构建不同与实践课的“三线两创”。 

3.1. “三线两创”的课程重构目标 

不同于专业实践类的专业技能线，双创能力线和理念方法线的“三线”，本课程关注数字媒体艺术

基础知识与基本素养，提出构建“专业素养线”，加入对创新创业理念、思维方法初步了解的“创新创

业意识线”和基础数字媒体设计软件技能和设计管理方法的“专业技能线”构成的新“三线”。重构目

标是在原有课程中主动补齐创新创业意识线，通过三线交融的课程作业项目设计，来推进与之配合的教

法与学法的创新设计，使“三线”通过教与学的“两创”教学实践过程，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共同完

成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重构和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数字媒体人才培养的底层需求。 
课程重构目标设定后首先要求授课教师加强对专创融合理念知识进一步研究学习，自觉地进行教学

理念更新，这样才能主动关注当下快速发展的数字媒体环境思考学生所需要的专业素养线的相关内容迭

代，然后把当下创新创业领域的新热点、新话题带入课程中来，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辅以对其数字媒体设计相关技能方法的运用剖析与布置合适的学生学习任务项目，构建三线有机融合，

具有创新创业属性的，与时俱进、开放、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体系。 

3.2.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的“三线两创”的要点细化 

基于文献研究“三线”的梳理需要教师综合数字媒体艺术行业发展与洞察学生大一设计大类分流后，

对数字媒体艺术四大模块的进一步了解的现实专业学习需求和未来职业生涯规划分析、专业模块选择、

实习就业岗位抉择等当下、中期、长远三维度的需求，着眼培养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的符合专业培养标

准的创新型人才。 

3.2.1.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的“三线”的梳理 
课程重构的三线是在认真分析我国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依据高等学校数字媒体专业规

划教材的基础上，梳理清楚专业素养线、创新创业意识线、专业技能线的细化，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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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ree lines of Digital Media Art Introduction course 
表 1.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的三线表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素养线 面向数字设计的专业技能线 创新创业意识线 

1. 了解数字媒体艺术的概念和构成； 1. 基础造型能力 1. 关注设计创新的意识 

2. 了解数字媒体艺术的伦理性、娱乐性、 
大众性、社会性、服务性等理论 2. 艺术创作能力 2. 关注社会问题，注意运用专业素

养与专业技能分析思考的意识。 

3. 了解数字媒体的发展历程、重要事件与未

来发展方向、理解其科学与艺术双重属性。 3. 数据与信息可视化能力 3. 具有主动思考的意识 

4. 了解数字媒体艺术主要类型和创作方法。 4. 基础软件(PS、CRD)等使

用能力 4. 具有主动学习意识 

5. 理解数字媒体艺术与数字媒体设计产业

的相互影响关系 5. 基本的设计管理 5. 具有自我设定目标驱动的意识 

6. 了解数字媒体设计流程、设计工具等 6. 媒体运营策划能力 6. 具有创新创业型人格培养的意识 

3.2.2.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的“两创”的思考 
改变以教师主讲的传统教法，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更多的实践环节，创设数字媒体调研或创意创业情

景、以项目任务驱动，通过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最后以图片分享、PPT 提案展示、演讲辩

论、游戏比赛等学法或玩法完成体验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做中学等教法与学法的创新融合。 

3.3. 课程设计基本要素的重构 

根据课程设计的基本要素：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活动以及课程评价的基本框架，更新课程目

标；重构专业课程内容模块；创新学生活动，构建多维课题评价来落实专业素养线、创新创业意识线基

础上融合专业技能线的执行方案。 
项目任务命题，课程交流共建等具体细化、的交叉融合，来实现专创融合的课程重构设计。思考学

生课程现实需求与专业深入学习需求、长远职业规划需求、就业升学需求、学技术与养悟性以创新思维、

高创业情商等多维角度考虑课程目标的更新。 

3.3.1. 课程目标更新 
立足“需求”，围绕“三线”更新课程目标。 
1) 增加创新创业意识线的目标设计——推动创新创业启蒙，创新习惯养成 
面对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信息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设计工具大众化等趋势，学生不仅

能较容易地接触体验到数字媒体艺术特有的沉浸感、互动性、更丰富的声光电配合下酷炫的艺术效果，

更可以借助低门槛的设计工具进行数字媒材的解构、拼贴合成，与再创作。加上数字媒体艺术的学生们

有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与获得专业认同的需求。立足这些需求将目标重构为通过教师示范具有创新创业属

性的数字媒体艺术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更自主地关注、寻找、分析最新的数字媒体艺术形态与典型案例，

讨论其媒体特性、创新点与商业模式，有机地将“三线”融合，并鼓励学生借助工具，选择自己感兴趣

的模块或主题，进行创作或创业，来启蒙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其创新习惯。 
2) 围绕“数字媒体”构建学生为主的创新者角色情景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作为理论课程，相较专业课单次 8 节的授课时长，更容易形成“老师单向讲授、

学生被动听课”的传统模式，但数字媒体本身打开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课程目标设定为以学生为主

题的创新者角色创设课堂情景，变“讲解知识”为“关照当下、创建未来”的论坛或沙龙形式是课程重

建的新模式。通过角色扮演、辩论、研讨、表演、提案、投票等多元互动的课堂组织形式的就可以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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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让学生在课堂上的角色从“被动听者”变成“参与主体”，改变以教材、教师、教案为中心的模

式，调动学生主动关注社会、议题设置、探寻新知与答案的“两创”教学目标与课堂组织形式。 

3.3.2. 课程内容重构 
对照国家对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培养要求掌握影视特效创作、网络视频制作与互联网产品开发，能

在传媒文化产业从事网络媒体策划、创意、制作、传播、运营或管理的创新型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9]。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内容存在着知识快速老化、碎片化等的问题[10]。为应对数字媒体行业日新月异技

术与需求变化、需要新增对应元宇宙、虚拟现实交互设计新趋势的主题单元；更应该打破专业素养与技

能方法相分离的理论课程内容单元的教学设计，重构为面向岗位需求，根据产业发展实际的流程化“工

作过程”内容单元；加入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下对应用户需求的应用个性化定制与开发，数字影像

的双微传播、沉浸式体验、数字交互装置的光电化、智能化等新形态的课程资源分享、典型案例分析与

创作任务发布，让学生有意识地增加从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及信息技术的历史历程推演前沿动态及创新

方向等研究性、开发式的学习议题设置。 

3.3.3. 学习活动重构 
重构课程学习活动，通过发挥课程线上群组、延伸参观实践活动，将学习活动从课堂时间延展至课

堂时间，特别适合进行一些前沿资讯知识或技术方法资源的分享交流、热门话题讨论、相关比赛、实践

活动的宣传介绍等专业素养积累与创新创业意识唤醒的学习活动，而且不同学生可以根据各自情况灵活

安排。此外，课堂内也可以设计利用手机等移动设备、微信或钉钉等社交平台完成投票、答疑等新媒体

互动模式，拓展多元学习交流活动主体，创新课堂体验，让学生自己成组，发起、组织、体验学习活动，

在自己设计的学习活动中提升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等创新创业意识。比如在数字媒体艺术形式单元，让

学生们设计各自感兴趣的艺术形式主题，组建团队，分工合作完成形式主题视频介绍。两个班级同主题

进行竞赛 PK，通过团队作业任务，形成了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关注数字媒体艺术领域的热点，组内决策主

题，组外对抗内容设计，班级同学两两成组提问答疑，全班组长打分投票等互动性强的学习活动。设计

数字媒体前沿你说我看等主题系列学习活动，师生持续关注数字媒体艺术前沿动态，共享共创课堂内容

“实时体验”研讨式学习活动，添加 PPT 展示、设计 TIPS 等“激趣”“共享”专业技能线互动分享，

探索从知识搜索、分享到设计共创型课堂，交流研讨和共同创新的课堂来提升参与度与营造新氛围，潜

移默化中重塑学生创新型人格。 

3.3.4. 课程评价重构 
围绕三线建构，聚焦需求，以综合素养能力的提升来对课程评价进行重构。帮助学生自主建构个人

能力评价图谱，对课程成长需求和达成情况纳入最终评价体系。做好课程活动表现过程纪录与考核，进

行数据可视化。测量指标是由每次课程单元能力分析表组成，测评成绩由学生自评和教师测评相结合。

测量内容包括了课前准备、课堂参与、项目实施等各项内容。从课程能力评价与考核体系的构成来看，

主要完成测量指标制定。并且在项目合作化的前提下，做好个人成绩和团队成绩的区分，并且最终将以

数据变量来呈现和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增长。在课程群公布不仅作为课程绩点的依据，更为学生

学习与自我成长提供了观察指标与成效肯定。 

4. 专创融合的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重构实践 

4.1. 学情调研推进三线两次融合 

首先，教师通过前期对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相关的社会趋势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关键词检索，收集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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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最新的 WEB3、元宇宙、数字虚拟人、虚幻引擎 5 等最新行业热点话题和研究报告，并招募积极学

生进行专业访谈，调研洞察学生现实学习需求与痛点，设计出需要学生关注学习的数字媒体艺术大方面

模块主题、值得探索的知识单元主题、并推荐专业基础软件与最时髦应用软件、相关学习资源，通过学

期调研问卷形式在课堂上进行全覆盖的学情调查，更重要的是通过学生做问卷来引导其对课程内容更认

真的了解思考。 
其次，通过给学生讲解问卷设计思路和方法以及分析问卷结果，给学生做了一个数字媒体艺术课程

内容学习、搜索资源、如何做数字媒体调研、如何做案例分析的示范。还让学生全面的接触了数字媒体

艺术行业嵌入日常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同时看到同为同学却有着差别迥异的学习兴趣和知识需求，

各自掌握的软件技能不同，差距明显，能激发优秀同学带动后劲青年的效果，也为下阶段学生自主组队

完成主题调研、设计任务提供了考量观察点。 
然后，为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特别是培养自我学习意识与信息可视化技能，将数字媒体艺术认

知单元的任务设计为自选主题的短视频制作，其中团队集体完成调研设计任务培养了团队协调沟通意识；

视频制作锻炼了学生对数字媒体艺术发展现状问题主题热点的观察能力和基本创作与信息可视化能力。

在教师已经做过案例或实践小示范后，各组学生都能较快地通过模仿设计思路与工作流程，完成短视频

的制作，第一轮分享交流还极大地调动了学生思考，提升专业素养与专业技能，做中学的方式也更符合

艺术生爱创作的学习习惯，取得了更好的课程效果。 

4.2. “目标导向型”的课程单元教学设计 

专创融合的课程能力体系是课程实施的目标和方向。能力主要有课程实施单元的知识结构能力组成，

能力体系构建针对课程进行细化，指导学生用能力雷达图谱法描述个人创新能力现状与发展目标。构建

专业技能线，必须打破纯理论的课程内容体系，根据产业需求与企业项目实际工作流程重构，教学内容

体系以培养学生的专业职业素养。 
本轮数字媒体艺术课程项目任务设计，就是根据数字媒体认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创作与鉴赏三大专业技能线考虑设计了 3 个课程学习任务项目。项目 1 是让学生了解数字媒体的认知分

析基础上做的数字媒体艺术形态与技术介绍视频短片项目。项目 2 是对于从 13 届作品分享中选择一个获

奖作品来从技术(用什么软件设计制作)、媒体传播(品牌方目标，目标人群需求，传播内容，传播方式)，
主题表达(作者理性思考与艺术表达)等三大维度分析，注重作品分析鉴赏和信息可视化表现。第 3 个项目

是以数字媒体艺术相关的广告艺术设计比赛命题导向的数字媒体艺术创作探索。 

4.3. 学生为主的专创融合教与学法 

以课程学习任务项目与创作比赛为主要授课单元，以学生团队来完成课程单元内容展示交流，学生

通过提案演讲和交叉点评，更注重各组的竞争和团队合作，通过学生共同关注、讨论交流，教师适当引

导来完成三线融合提升。 
具体来说，专业素养线主要采用的是任务驱动案例启发小组学习，讨论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形式，

借助于展示比赛，游戏等方式，以学生为主完成课程知识单元内容的自主学习的任务，课堂主动权还给

学生，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增长知识掌握技能分享成果，养成自主习惯，共享共建共创的方式来提高专

业和双创的综合素养。在专业技能线上本次课程教授给学生除了基本软件外，较新的艺术算法编程软件

processing，还额外补充了 SWOT、Xmind 等思维导图等工具方法，指导其在项目任务中实践应用致力于

提高学生的课程参与度与任务实现度。通过老师和学生团队在过程中给正向激励与评价，主要肯定其追

求创新、合作自律、共创双赢、团队大局观等提升了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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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对数字媒体艺术形式短视频制作任务中学生的自主选题规划，是一个视频公司职场场景下的

主题策划会形成展开，各项目组成员要通过数字媒体设计公司的角色扮演完成自由组队、项目决策、队

员分工，推进安排、成果评价等环节。数字短片制作过程中团队体验到了相互信任与激励，共同分析、

解决完成作业的困难和障碍。在大赛作品分析的任务中培养了学生运用信息可视化更好地展示自主选择

分析鉴赏优秀获奖作品，进一步去了解专业知识，并关注大赛的作品媒体传播特点是如何借用网络热词

搭上流量分发的高速路实现翻倍的设计传播效果，加深了对基于微信、抖音、小红书、B 站等数字媒体

平台分发、运营、传播的认知。 
通过这些的任务项目的设计与学生实践，帮助其摆脱了以往理论课参与度不高，被动学习知识容易

遗忘，提高了课堂的活跃度和学习活动体验感与收获感，更好的激发了学生对数字媒体艺术的学习兴趣

和专业素养，更提升了主动关注创新主体、探索创意形式的创新创业意识以及设计运营等专业基本技能。

这些引导学生建立关照现实社会与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设计表达，为后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和就业

创业等中远期发展，从素养、理论、技能方法和意识意愿等方面都做了积极准备。 

5. 专创融合课程重构的效果总结 

通过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课程“三线两创”的专创融合课程重构实践，完成了对新时代数字媒体艺术

概论课的专业素养线、创新创业意识线、专业技能线的梳理与课程目标重构，课程设计创新，立足数字

媒体艺术学生专业发展，未来长远的就业升学的发展，考虑到数字媒体相关领域的创作及研究方法，能

够在艺术、科技、传媒等多交叉领域开展创新实践探索，着重补齐了培养学生具备关注数字媒体领域最

前沿的创新创业资讯与动态、观察社会问题，保持自主思考，主动学习意识、积极创作等为创新创业意

识线的短肋。以学生为主体，融合数字媒体新技术应用，在关键环节上更深层面有效地实践了基于专创

融合的教学改革，有利于满足面向未来智慧社会的高素质创新型数字媒体艺术人才素养的基础建构，也

可供其他专业课程重构提供了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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