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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教学已经在应用型高校基本普及,如何向纵深化发展,却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以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影视传媒类实践教学中心

建设为例,探索学分制度下“三融三链”式创新实践教学方案的可行性。用传媒行业发展的眼光,从指导思想、构建理念、培养目标、优势特色、

发展战略、实施方案、师资构成、资金预算等方面进行了可行性论证。为传媒类实践教学向更深层次发展做了探索与畅想。 

[关键词] 实践教学；产教融合；资源融合；媒体融合；生产链；平台链；工作链 

 

地处西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少数民族资源丰富,文化旅游产业多元,

庞大的传媒类产业需求和滞后的产业开发确定“三融三链式”人才培养的

必然性。按照“文化是基础、资源是优势、产业是保障”的基本理念,云

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影视传媒学院以省级特色专业、省级综合质量改革试

点专业和省级影视传媒类专业实践优秀教学团队为依托,以2005年以来实

践教学中心为积淀,围绕“产教融合、资源融合、媒体融合”打造“三链

式”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即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生产链、传媒艺术媒体融

合化平台链、传媒艺术人才职业化工作链。 

简称“三融三链”式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1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2019年1月25日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

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的推动媒体融合

发展、建设全媒体,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等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落实云南省高校本科实践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文件精神和云南

艺术学院文华学院学分制改革及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等相关改革要求。 

2 构建理念 

构建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生产链、构建传媒艺术媒体融合化平台链、

构建传媒艺术人才职业化岗位链。 

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生产链：工业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工,即任何事

情都可以项目化,标准化,流程化。打造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生产链是传媒

类高级应用型、实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而参与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生产

链的各个环节恰恰是实践教学最好体现。 

传媒艺术媒体融合化平台链：媒体融合、全媒体正在社会应用中逐步

推向纵深,打造传媒艺术媒体融合化平台链是培养学生与社会应用贴合的

又一要素。 

传媒艺术人才职业化岗位链：传媒艺术涉及的工作内容很多,打造适

应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生产链和媒体融合化平台链所需要的人才职业化

岗位是完成培养高级高级应用型、实用型人才的保障。 

3 培养目标 

现代传媒的发展让传媒高等教育的定位要紧紧围绕当下和未来的媒

介形式、传播内容、艺术呈现而展开。即培养学生成为传媒艺术人才职业

化岗位链上,能够掌握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生产链的所有环节、掌握传媒

艺术媒体融合化平台链的各种形式的高级应用型实用性人才。 

4 优势特色 

影视传媒学院自2005年建立以来,始终注重实践教学发展,从最初的

实践小组、项目小组、创新小组到现在的实践教学中心积累了不少优势,

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4.1优势 

4.1.1资源优势——形成传媒艺术类西南地区辐射影响 

独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丰富的文旅资源,每年传媒类创意、技术、人才、

平台需求给传媒类产业集群发展带来了机遇。依托文华学院多年办学优势,

积累了众多的资源,从乡村振兴中的新形势村播到一带一路文创产业中的

歌舞展演,从校企合作完成项目到校企共同培养人才,从民族节庆演绎到

影音创作录制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为进一步打造“三融三链”式创新实

践教学奠定了基础。 

4.1.2积淀优势——形成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产生产链雏形 

依托云南,在文华学院经过多年的实践教学经验积累,基本形成了面向

各种传媒类需求的生产链雏形,例如：依托录音艺术专业形成的面向演出扩

声、现场录制、音乐创作、影视录音等。依托影视摄影、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形成的面向影视拍摄、影视后期、宣传片制作、短视频拍摄等。依托数

字媒体艺术专业形成的面向网页制作、新媒体、节目包装、公众号运维等。 

4.1.3融合优势——形成传媒艺术媒体融合化平台链雏形 

成长在综合类艺术院校,从“跨专业联合训练”到“跨学科融合发展”

已经成为常态。“产教融合、资源融合、媒体融合”理念已经在教学、科

研、展演、创作中逐步落实。例如：以专业竞赛、团队合作、社会服务三

平台为支撑,实现“艺术与科技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实践与产业结合”

的“三平台、三结合”培养模式等。 

4.1.4体制优势——形成传媒艺术人才职业化岗位链雏形 

讲坛无疆界,处处是课堂。专业教育不仅在教室和实验室,实习的路

上、演出的现场、系统搭建的间隙,我们带队老师都会有针对性的对学生

进行专业素质教育。教导学生通过观察法,参与法来了解本实践活动局部

与整体的关系、与其他部门沟通和协作的重要性以及不同艺术类型对本专

业的要求等。 

4.2特色 

4.2.1“3融1加”创新实践教学 

即：3融：产教融合、媒体融合、资源融合1加：互联网+。 

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在实践教学体系方面,依托文华影视传媒学院,

形成“一虚两实三融合”实践教学体系(一虚：利用“互联网＋”形成虚拟

实践平台,两实：校内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基地,三融合：产教融合、媒体

融合、资源融合)。虚拟实践平台的搭建——网络全媒体(网络电视台)。产

教融合创业平台搭建——大创实训与实战结合,教场项目管理、项目带动

教学、校企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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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位1体”完善课程体系 

即：技术类、艺术类、通识类三类课程融为一体,构成完善的实践课

程体系。 

形成“科艺结合,学实并重”“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抓住定位,特色

办学”“接轨行业,开设讲坛”四类形式的教学课程体系。 

4.2.3“3培1孵”保障就业去向 

即：3式：订单式培养、校企合作式培养、职业式本科培养,1创：创

业式人才孵化。 

经过综合改革逐步形成精准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管理模式,首先经

过大一的专业基础教育,大二的专业方向教育,大三的职业定位教育,大四

的社会实践教育,再与企业合作融入订单式培养、校企合作式培养、职业

式本科培养三种培养形式,且在学校对部分同学提供创新创业孵化,最终

保障学生的就业。 

4.2.4“3层1网”组建教师团队 

即：3层：通过改革形成“教授治学、专家督导”“讲师主讲、助教参

教”“行业引导、企业参与”三个层次的教学是师资团队。1网：利用现代

“互联网+教学”的技术广泛吸纳全国优秀师资,实现“互联网+特色课程”

教学模式。 

5 发展战略 

(1)部署3个群：传媒系统设备集群、传媒行业人才集群、传媒创新创

业集群；(2)构建3个链：构建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生产链、构建传媒艺术

媒体融合化平台链、构建传媒艺术人才职业化岗位链；(3)形成3个核：传

媒产业核、艺术文创核、产值增长核；(4)辐射3个域：文化、艺术、科技；

(5)组成3个部：教学部、商业部、运维部。 

6 实施方案 

“三融三链”式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实施方案中人员管理为企业式管理

模式进行,职业化的工作要求,具体有人才选拔、学分换算、岗位职责、绩

效考核等。业务及经费管理为竞标立项式管理模式,具体有创新业务立项、

竞标,常规业务立项、指派,重大业务立项、合作等。平台构成分为自主建

设、校企合作、企业赞助等。管理体系为聘任制,聘期一年,暂设“四部一

处”后期视发展情况而调整。 

6.1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分为学分转化、人才选拔、行政管理、业务流程四个内容。 

6.1.1学分转化体系 

传媒类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除去专业学科专业教育课程平台学分

和通识教育课程平台学分外还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平台34学分,创新创业

与职业化素质拓展平台学6分,共计40学分。 

课程类别 性质 学分 比例 学时 比例

通识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 40

29%
876

37%
选修 6 96

学科专业

教育课程

平台

基础课程 必修 18

46%

340

59%核心课程 必修 32 640

个性课程 选修 8 216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平台 必修 34 21% 0 0%

创新创业与职业素质拓展平台
必修 2

4%
60

4%
选修 4 32

合计 144 100% 2260 100%  

以上40学分中,社会实践2分、公益劳动1分、课外(科技、学术、文体)

活动2分、专业概述1分、视听艺术实践2分、校内专业实践1分、校外专业

实践1分、毕业实习10分、专业创新训练2分、媒职业技能教育2分,共计24

分可以通过参与“三融三链”式创新实践教学模式进行学分转化。 

其他类专业学分中均有24学分可以通过参与“三融三链”式创新实践

教学模式进行学分转化。 

学分转化标准与人才选拔体系及“三融三链”体系有密切关系,具体

如下： 

传媒艺术系统工业化生产链

传媒艺术媒体融合化平台链

传媒艺术人才职业化岗位链

1 级(见习级) 2 级(初级) 3级(中级) 4 级(高级)

1.原则上为大一年

级

2.主要在整个传媒

生产链、平台链、岗

位链中处于见习阶

段。

3.学习业务阶段,完

成相应的培训学习。

4.人才选拔从本级

开始。

1.原则上为大二年级。

2.在传媒艺术系统工业

化生产链中处于初级阶

段例如：素材采集等。

3.在出传媒艺术融合化

媒体平台链中处于初级

阶段例如：单一媒体平

台操作等

4.在人才职业岗位中处

于初级阶段例如：只能

胜任 1—2 个岗位。

5.能够带领见习级成

员。

6.初步具备引进项目和

业务能力。

1.原则上为大三年级。

2.在“三链”中处于中

级水平,例如能够独立

完成生产链中的大部

分环节,能够运用两种

以上平台完成工作。能

够胜任岗位链中多个

岗位。

3.能独立开展工作,能

够具备创新业务立项、

洽谈的能力。

4.能够带领初级和见

习级岗位人员工作。

1.原则上为大四

年级。

2.在“三链”中

达到企业级,能

够 完成 所有 工

作。

3.在“三融”中

能够引入资源和

业务。

见习 2 次为 1 学分,

最高 6 学分。晋级学

分为 5 学分。

完成初级业务 1 次为 1

学分,引入业务 2 学分。

本级最高 6 学分。晋级

学分为 5 学分。

完成中级业务 1 次为 2

学分,引入业务 1 次 2

学分,本级最高6学分,

晋级学分为 5 学分。

完成 1 次业务为

2 学分,引入业务

1 次 2 学分,本级

最高 6 学分。
 

6.1.2人才选拔体系 

人才选拔是“三融三链”式创新实践教学方案的激励机制,从大一年

级开始,原则上各专业同学的起点和基点是相等的,但随着分级考核的递

进,专业学习及业务能力的差异逐步拉开档次,充分体现“能者多劳,多劳

多得”的分配原则。 

人才选拔体系

1 级(见习级) 2 级(初级) 3级(中级) 4 级(高级)

1.见习 2 次为 1 学

分,最高 6 学分。晋

级学分为 5 学分。

2.具备传媒类职业

资格证书者可晋级。

3.申请省级传媒类

大创项目者可获得

晋级。

4.提供业务资源 1

次,可获得 1 学分。

5.获得传媒类奖励 2

次,获得学分 1 分。

6.参与国际交流着

可获得 4 学分。

1.完成初级业务1次为1

学分,引入业务 2 学分。

本级最高 6 学分。晋级

学分为 5 学分。

2.在本级期内获得媒类

职业资格证书者可晋

级。

3.获得传媒类奖励 2次,

获得学分 1 分。

4.参与国际交流着可获

得 4 学分。

5.在本级内申请省级传

媒类大创项目者可获得

4 学分。

1.完成中级业务1次为

2学分,引入业务 1次2

学分,本级最高6学分,

晋级学分为 5 学分。

2.在本级期内获得媒

类职业资格证书者可

晋级。

3.获得传媒类奖励 2

次,获得学分 1 分。

4.参与国际交流着可

获得 4 学分。

5.在本级内申请省级

传媒类大创项目者可

获得 4 学分。

1.完成 1 次业务

为2学分,引入业

务1次 2学分,本

级最高 6 学分。

2.在本级期内获

得媒类职业资格

证书者可获得 3

学分。

3.提前签订就业

协议者可获得 4

学分。

4.参与国际交流

着可获得4学分。

 

6.1.3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主要指行政、业务管理,即：统筹“三融三链”各环节传媒

类工作、统筹影视传媒学院各专业实践教学管理、统筹实习实训基地管理、

统筹学生校内外实习实训管理、统筹“两赛一周”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的开展工作。 

6.1.4业务流程 

业务来源：校内传媒类工作需要；校外传媒类业务招揽；政治性传媒

类业务服务；业务员推广。 

业务范畴：扩声工程、直播拍摄、录播拍摄、微电影拍摄、广告宣传

制作、影视节目包装、新媒体运维、传媒类系统设计、音乐录音、影视录

音、设备租赁。采编播一体化业务。职业资格培训。音乐制作。 

扩展业务：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设计等类相关业务。 

业务接洽：界定业务范畴,费用洽谈,合同签订,法务介入,制定业务任

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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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竞标：生产链流程制定,业务负责人及团队竞标,业务预期目标预估。 

业务实施：安全协议签订,任务书签订,项目实施。 

业务考核：质量评估,业务交付,满意度调查,业务考核。 

6.2平台构成 

“三融三链”式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平台构成由“融”平台和“链”平

台构成。建设“三融三链”为核心“积分式管理、模块化搭建”的生产链

式平台。 

6.2.1融平台 

融平台主要体现资源融合、媒体融合、产教融合。 

资源融合平台主要融合学校教学资源,跨学科、跨专业、跨门类资源

共享。 

媒体融合主要融合传媒类各种媒体形式,打造全媒体平台。如手机媒

体、网络媒体、短视频媒体等。 

产教融合主要是让实践教学融入到真实在生产链中,让生产链融入人

才培养的方案中。 

平台构成： 
A 类：影视制作

①剧本创作

②剧本改编

③视频拍摄

④影视录音

⑤后期制作

⑥平台发布

⑦其他相关

B 类：录音制作

①乐队录制

②声乐录制

③合唱录制

④影视录音

⑤影视配音

⑥影视拟音

⑦其他相关

C 类：演艺类

①扩声工程

②演艺策划

③演出拍摄

④演员统筹

⑤演出直播

⑥平台发布

⑦其他相关

D 类：媒体类

①媒体创建

②内容编辑

③包装推送

④后台运维

⑤图文视音推流

⑥其他相关

E 类：文创传媒

①创意策划

②产品开发

③艺术创编

④其他相关

F 类：音乐制作

①作曲

②编曲

③录制

④后期

⑤其他相关

G 类：其他传媒类

①业务评估 ②平台搭建 ③团队遴选 ④应对方案 ⑤形成岗位链

H 类：职业培训、技术输出类

①音响师培训 ②录音师培训 ③摄像师培训 ④摄影培训 ⑤剪辑制作培训 ⑥新媒

体培训 ⑦其他培训

I 类：音乐舞蹈类

协调相关资源处理

J 类：美术设计类

协调相关资源处理

K 类：戏剧类

协调相关资源处理

L 类：科研项目类

大创项目、互联网＋项目、创新创业项目、各类科研项目  

6.2.2链平台 

链平台主要构建工作步骤类、人员岗位类、媒介运用类平台,不同的

艺术需求、不同的业务层次,对产品的需求也不一致,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形成针对项目而组成的工作链,目的性、实用性、适应性更强。 

平台构成： 

工业化生产链：针对项目及业务,定制工业化生产链。

A 类：演艺项目

①洽谈 ②节目组成 ③设备系统搭建 ④调试 ⑤彩排 ⑥演出 ⑦回收设备 ⑧总结

B 类：录音工程

①洽谈 ②录制形式 ③录音棚选择 ④拾音 ⑤录音工艺选择 ⑥后期处理 ⑦母带制作

⑧成品

C 类：扩声工程

①洽谈 ②规模确定 ③声场布局 ④扩声方案确定 ⑤扩声系统搭建 ⑥调试 ⑦彩排

⑧总结

D 类：宣传片制作

①洽谈 ②脚本准写 ③素材拍摄 ④同期录音 ⑤后期剪辑 ⑥后期处理 ⑦成片 ⑧

总结

E 类：音乐创作

①洽谈 ②采风 ③元素构成 ④乐谱小样 ⑤编配 ⑥混音 ⑦母带 ⑧总结

F 类：教学培训

①洽谈 ②培养方案制定 ③教学实施 ④考试

G 类：后期包装

①洽谈 ②创意构思 ③AE 等处理 ④调色 ⑤渲染 ⑥成片
 

融合化平台链：利用校内传媒资源平台和校外企业媒体平台

A 类：音乐录音棚

B 类：环绕声录音棚

C 类：非线性编辑室

D 类：摄影棚

E 类：黑匣子

F 类：电脑音乐创作室

G 类：互联网+

H 类：手机 APP类

I 类：直播推流平台

K 类：融媒体中心

I 类：企业名录

云南省京剧院专业实训基地、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专业实训基地、南新飓风电子器材有限

公司专业实训基地、昆明泛亚新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专业实训基地、昆明教育电视台专业实

训基地、云南省音像出版专业实训基地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专业实训基地、深圳易科企业、

云南广播影视艺术团专业实训基地、昆明电视台阳光频道专业实训基地、北京太平宝迪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昆明华飞影业有限公司  

职业化岗位链：根据行业需求设置岗位链

录音师、音响工程师、摄像师、剪辑师、包装师、剧本创作组、创意组、导播、新媒体运维

师、系统规划师、数据分析师、调色师、导演组、新闻采编、主持人、策划组、声乐演员、

教师、培训师等
 

7 师资构成 

实践教学的成果的好坏关键是师资,影视传媒学院围绕专业核心课程,

形成了“教授治学、专家督导”,“讲师主讲、助教参教”,“行业引导、

企业参与”三个层次组成的师资团队。 

特别聘请具有丰富行业实践经验的工程师、摄影摄像师、后期制作人

员、录音师、音乐制作人、企业主管等10名,担任本实践教学导师。此外,

青年教师还通过进修、参加讲座、外出交流、教学质量评比等各类方式积

极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进修和研修的学校有中央民族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云南大学、

厦门大学等知名院校。 

8 经费预算 

影视传媒学院目前有在校生人数总计1003人,按生均300元/学年,总

计预算为300900元/学年。每年“三融三链”式创新实践教学还会产生一

定的经济效益。视每年效益情况酌情拨付预算。 

(1)“两赛一周”：按生均50元/学年,需要50150元；(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大赛暨视听艺术实践周。包含项目获奖奖金、评审费用、

项目支持费用等)；(2)职业岗位考核：生均补贴20元/学年,共计20060元/

学年；(3)设备、平台运维费：生均50元/学年,共计50150元/学年；(4)

企业导师培训讲座费：每学年4次,每次2人,每人每次2000元,共计16000

元/学年；(5)企业导师产生交通费、食宿费：每学年4次,每次2人,每人每

次2000元,共计16000元/学年；(6)优秀工作者、优秀团队奖金：每年评选

15位优秀工作者,5个优秀团队。每人、每团500元,合计10000元/学年；(7)

传媒类技术设施更新：生均50元/学年,合计50150元/学年；(8)优秀指导

教师、优秀教学团队业绩考核奖金：优秀指导教师每年评选5名,每名1000

元,优秀教学团队每年评选5个,每个2000元,业绩考核突出教师每年评选5

名,每名800元,合计1900元/学年；(9)打造优秀传媒类产品,如影视作品、

声音类作品、新媒体作品等费用。每年生均70元,合计70210元/学年。 

以上经费是实践教学中心运行保障经费,根据每年情况,酌情审批第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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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筛选机制,激励机制 ,让
学生参与企业式职业化管理。

2、实施技术对外支持。

3、实施媒体对外辐射。

4、传媒企业思路探索。

产教融合创业平台

1、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

2、项目带动教学。

3、校企合作。

4、视听艺术系列讲座。

5、传媒类全生产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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