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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教学科研主要业绩成果证明材料

1、教师团队主持及参与相关课题、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与等级
批准部门

1
“广播影视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

地”项目建设
部级 国家教育部

2
新时代纪实影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

视觉建构与创新输出研究
部级 国家民委

3
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

的湖南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研究
部级 国家民委

4
全球化视阈下湘西少数民族纪录片

的当代价值与发展策略研究
省级

湖南省哲学社科规划基

金办公室

5
全媒体视阈下红色经典作品的影像

重构与创新发展研究
省级

湖南省哲学社科规划基

金办公室

6
少数民族题材微电影创作与推广研

究
省级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

7
湖湘文化精神观照下微电影创作研

究
省级 湖南省教育厅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影视

编导专业教育教学体系研究
省级

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

协会

9
融媒体时代纪实影像对湖湘文化的

创新输出研究
省级

湖南省社科联评审委员

会

10
全媒介新闻资源领域下网络影视作

品的选材与改编策略研究
省级 湖南省教育厅

11
湖湘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全过程研究
省级 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

12
广播影视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的运行机制研究
省级 湖南省教育厅

13
以媒体为手段推进湖南瑶族文化的

保护、传承与创新研究
省级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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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团队发表相关论文、著作

序号 论文或著作名称 刊物

1 湖湘文化题材微电影传播策略研究 中国传媒科技

2 湖湘文化精神观照下的微电影实践创作探析 新闻研究导刊

3 少数民族题材微电影艺术创作研究 今传媒

4 少数民族题材微电影发展传播策略研究 新媒体研究

5 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纪录片创新发展研究
电影文学（全国中文

核心期刊）

6 全球化视阈下湘西少数民族纪录片发展策略研究
电影文学（全国中文

核心期刊）

7 湘西少数民族纪录片生存现状及价值探究
电影文学（全国中文

核心期刊）

8
新闻改编类微电影的剧本创作思路研究——以《当国

旗升起》为例
艺海

9 基于新闻资源优势下网络影视作品的选题研究 新媒体研究

10 泛社会化视角下影视教育的多维移情影响研究
电影评介（全国中文

核心期刊）

11 微电影创作（第一副主编） 河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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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团队思政课程教学能力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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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团队获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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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微电影创作实践成果证明材料

1、微电影（纪实）《蜡染湘西》



15

内容简介：湘西苗山一隅，绿峰清水，苗歌荡漾。一块土制白布

经过蜜蜡点绘、蓝靛浸泡、流水冲洗后终成蓝底白花。年幼的石杰忠

怀揣着对这蓝底白花的痴迷颠簸上路，多次走访苗家蜡染大师，在反

复锤炼中造就了独特的蜡染技艺，成为了享誉湘西的民间艺术家。石

杰忠期待他饱含深情的“大美湘西”丰足富饶，他积极响应国家“精

准扶贫”的号召，为蜡染推开市场之门、点燃创新之火、开启传承之

道，用蜡染之魅为苗乡儿女开辟了致富之路。一根拐杖、一双妙手、

一颗初心石杰忠带着他的蜡染艺术继续前行！

获奖情况：

1、2017.11 荣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 年度优秀原创网

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特别推荐优秀作品”；（此荣誉全国高校仅此

一部）

2、2017.12 荣获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委网信办指导，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湖南省网

络原创视听节目大赛纪录片类“一等奖”；

3、2017.11 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央电

视台农业频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优秀作

品”；

4、2018.4 荣获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文化

厅、湖南省青年联合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湖南省

青年文化艺术节网络电影大赛“金奖”。

5、2018.12 荣获由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全省党员教育

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纪录片单元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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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蜡染湘西》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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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湘西》部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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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电影（纪实）《湘声吆喝》



19

内容简介：吆喝声是劳动人民创作的最为原始的街头广告，是凝

聚着他们精神与智慧的朴实音调，也是中国城镇各个时代民生面貌的

侧面缩影。伍仁斌老人作为收集长沙吆喝声的第一人，数年来以一己

之力收集了百余种长沙独有的街头吆喝，并将此编写成合唱歌曲以展

现往昔的湘人民俗，以一个民间艺术家的责任与担当传承着湖湘人民

的文化面貌与精神特质，为星城人民留存了宝贵的文化记忆。

获奖情况：

1、2019.05 荣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19年度优秀原创网络视

听作品推选活动“年度优秀纪实作品”；

2、2019.12 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平台主办的“我爱

我的祖国”全国微视频及摄影大赛“二等奖”；

3、2019.12 荣获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广播电视局、

湖南省委网信办、湖南省教育厅、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广播电视台

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湖南省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大赛纪录片类“一等奖”；

4、2019.11 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农

业电影电视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最佳

纪录片奖”；

5、2019.11 荣获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湖南省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新湖南微视频大赛“最佳纪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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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声吆喝》部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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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电影（纪实）《芦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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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每逢初冬，就有一群如候鸟般的工人，从五湖四海来

到洞庭湖漉湖芦苇场砍割芦苇。故事的主人公叫吴桃英，一个三十八

岁的妇女，看起来却像四五十岁。她来了八年，在这荒芜人烟，只有

寒风呼啸的芦苇地，为了患癌的丈夫和两个上初中的孩子，她唯一能

做的就是默默地坚持，唯一拥有的乐观是她坚强下去的信念，用她仅

有的力气撑起一个家。她只是芦苇地里的一个，还有成千上万个，在

随风飘荡的芦苇地默默坚持。

他们如那候鸟般如期归来，在芦苇荡默默耕耘，犹如那皑皑芦苇，

随风飘荡，轻如芦花，四处漂泊，却坚毅如那芦根，无论被命运如何

摧残，始终默默生息，默默承受，默默坚持，等到来年春光，昂扬生

长，报之以歌。

获奖情况：

1、2016.09 荣获由金鸡百花电影节执委会主办的第 25届金鸡

百花电影节微电影展映单元纪实类“二等奖”；

2、2017.11 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农

业电影电视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优秀

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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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纪实）《芦苇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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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人》部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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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微电影（纪实）《湖南的“刘海哥”何冬保》



28

内容简介：花鼓戏是中国汉族地方戏曲剧种，通常特指湖南花鼓

戏。作为湖南地方戏剧的代表剧种，花鼓戏剧情简洁明快，曲调活泼

流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深受人民喜爱。提到花鼓戏，百姓想必

会唱上一段《刘海砍樵》，提起“刘海哥”，人们必定会想到一代梨

园大师——何冬保。何冬保年幼登台，六十年的花鼓人生中演了成千

上万遍的“刘海哥”，他曽向弟子们说过：“这辈子演‘刘海哥’演

得太多，有时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何冬保还是‘刘海哥’。” 何冬

保先生的艺术人生与其塑造的艺术人物“刘海哥”有着密不可分的血

肉关系，“刘海哥”就像何冬保的亲密战友般伴随着他一路高歌，开

辟湖南花鼓之疆土。时至何冬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湖南艺术职

业学院将以《湖南的“刘海哥”何冬保》为题制作一部人物专题片以

纪念及缅怀一代梨园大师。

获奖情况：

1、2018.12 荣获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广播电视局、

湖南省委网信办、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第三届湖南省网络原创

视听节目大赛纪录片类“一等奖”；

2、2018.11 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农

业电影电视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最佳

纪录片奖”；

3、2017.11 荣获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第二届新

湖南微视频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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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湖南的“刘海哥”何冬保》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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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刘海哥”何冬保》部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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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微电影《等风来》



32

内容简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徐智博和文姵两位大学生在板梁

村为村民义诊，为无偿行医的共同梦想而努力奋斗。志同道合的两人

互生情愫，无奈却因战乱分离，文佩跟随父亲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

讯。四十年后，海峡两岸首次通航，已是花甲老太的文佩带着小女儿

欣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板梁村。接待她们的却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是徐智博的徒弟李昂，在文佩故地重游的途中，通过李昂的讲述，

文姵才明白，自她走后，徐智博孤身一人留在了村子里，继续为乡亲

们行医义诊，坚守着两人的梦想，终身未娶，直到倒在了去救人的路

上。文姵得知，黯然神伤，动容恸哭。在纪念完徐智博之后，垂暮之

年的文姵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为了使年轻时的梦想不中断，她要

代替徐智博留下来为乡亲们继续义诊。欣怡和李昂两个当代大学生也

在文姵和徐智博的影响下，决心将义诊行医的善举传承和延续下去，

以此来帮助更多的人。文姵的归来，通过这段跨越了海峡两岸的探望，

也表达了大陆一直在等待台湾回归的期许以及盼望两岸团聚，祖国统

一的美好心愿。

获奖情况：

1、2019.2 荣获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2018“网聚正能量 共筑中国梦”重庆微视频

大赛“优秀作品”；

2、2016.11 荣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央新影集团等主

办的第四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优秀作品奖”。

3、2017.11 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农

业电影电视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最佳

故事片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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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等风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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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等风来》部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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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微电影作品及获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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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社会反响证明材料

1、微电影作品在众多平台展播

作品经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单位推荐至

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平台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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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在湖南卫视国际频道、央视网、芒果 TV、腾讯视频、优酷视频

等各类平台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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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体报道（部分摘选）

序号 标题 媒体

1
《Scratching out a living among the tall
reeds》

中国日报

2
本人参加中国网络视听大会颁奖盛典并接受
采访

央视网

3 《引领学生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展播 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湖南大学生首获“金鸡百花”微电影奖》 人民网

5
《最佳作品揭晓 微电影中的佼佼者登上最高
荣誉奖台》

CCTV 央视网

6
《将湖湘文化烙印进每一部作品——青年骨
干教师张睿湖湘文化系列微电影创作纪实》

三湘都市报

7
《湖南艺术职院教师张睿指导纪录片获金鸡
百花奖》

红网

8 《湖南大学生首获“金鸡百花”微电影奖》 湖南日报

9
2017 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培训班开启 四位讲师
分享网络创新发展

红网、芒果 TV

10 《蜡染湘西》获评“特别推荐优秀作品”
湖南日报
（要闻版）

11
《湖南的“刘海哥”何冬保》获新湖南微视频
奖

红网

12
《湖南大学生作品斩获亚洲微电影“金海棠
奖”》

长沙晚报

13 《我省大学生斩获金鸡百花电影节微电影奖》 长沙晚报

14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师生美丽乡村国际微电
影艺术节获奖》

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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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2016年 11月 14日对本人及作品报道

中文翻译：陈增灿的老师——张睿，也是本部纪录片《芦苇人》
的指导。张睿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纪录片应多聚焦社会底层这群
芦苇人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展现当代大学生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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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月 30日

纪录片《蜡染湘西》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荣誉
教师及学生参加中国网络视听大会颁奖典礼并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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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电视台展播《张睿：引领学生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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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2016 年 1月 27日对本人进行一场题为《将湖

湘文化烙印进每一部作品——青年骨干教师张睿湖湘文化系列微电

影创作纪实》的专题报道



48

《人民网》、《凤凰网》2016 年 9月 22日对创作者及纪录片《芦苇人》转载

报道



49

CCTV央视网资讯 2017年 11月 10日微电影《等风来》报道



50

微电影《等风来》获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节奖项

创作代表参加颁奖典礼（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播出）



51

《湖南日报》2016年 9月 22日对创作者及纪录片《芦苇人》报道

《长沙晚报》2016年 9月 21日创作者及纪录片《芦苇人》报道



52



53

《红网》2016年 9月 20日对创作者及作品进行的专题报道



54

《湖南日报》要闻版

2017年 12月 04日对创作者及作品宣传报道



55

2017年 11月 27日《红网》对创作者及作品宣传报道



56

《红网》对讲座授课宣传报道



57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
2016年 11月 07日对创作者及微电影《等风来》作品报道



58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

2017 年 11月 05日对创作者及微电影《等风来》作品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