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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本人申报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郑重承

诺：

    1. 对填写的各项内容负责，成果申报材料真实、可靠，

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未弄虚作假、未剽窃他人成果。

    2. 成果奖评审工作期间，不拉关系、不打招呼、不送礼

品礼金，不以任何形式干扰成果奖评审工作。同时，对本成果

的其他完成人提醒到位，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接受取消

参评资格的处理。

    3. 成果获奖后，不以盈利为目的开展宣传、培训、推广等

相关活动

 

 

 

 

 

 

 

 

     成果第一完成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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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年 月

所获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授 奖
部 门

2017年度全国优秀原创

2017-11
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
扶持项目大学生单元

特等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特别推荐作品”

2021-05
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

展演艺术作品一等奖
一等

国家教育部、四川

省人民政府

2020-07
湖南省第二届民族教育

优秀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 湖南省教育厅

2021-05

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及教学团队

未评等

级
国家教育部

2019-05
广播影视校企共建生产

性实训基地

未评等

级
国家教育部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3 年 07 月 实践检验起始时间: 2017 年 09 月

完成：2017 年 08 月



1.成果简介

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组织编制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中明确提出现代职业教育要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

人才培养体系，加强职业院校的德育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作为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既是学生锻炼知识技能的主阵地，更是锤炼职业

素养的重要渠道。而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推进，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中校

企合作深度不够、专业技能转化不畅、德育培养力度不强等问题日益突

出，亟需一套新的实践教学模式以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

基于此，学院高职广播影视类专业积极顺应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

转型升级、数字化改造的趋势，深度对接数字视频内容生产链，贯通数

字视频内容生产传播价值链，最终构建了一套“三层次递进，双螺旋耦

合”的广播影视类专业实践教学新模式。该模式围绕“德技并修、产教

融合”这一主线，通过多平台搭建、多导师传授、跨专业融合、真项目

引入、融媒体传播等多项举措，推行“小课堂—大课堂—真课堂”三层

次递进式课堂， 在“德”、“技”耦合递进的双路径中实现学生知识、

能力、素养综合达成实践教学目标，以期培育具备家国情怀、懂历史人

文、有国际视野、能进行内容创新、优质生产、融媒传播的新时代高素

质复合型“传媒工匠”。

本成果在实践检验过程中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先后与20余家国内一流

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共享实训基地24个，形成了“校、政、行、企”

多方联动的长效互动机制，建立多元平台支撑实践育人；以多彩潇湘的

红色、绿色、古色、新色为篇章，形成了“数字视频+红色文化、数字视

频+生态文化、数字视频+地方戏曲、数字视频+非遗传承、数字视频+文

物保护、数字视频+乡村振兴、数字视频+时代楷模”等一系列特色鲜明

的“数字视频+”品牌。期间，师生共创艺术实践作品三百余部，于各级

比赛中获奖五百余项，擦亮了学院“多彩潇湘”数字视频内容生产的金

字招牌。近五年，学生的职业技能、综合素养显著提升，疫情下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逐步攀升至93%，为面向产业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省内外各级

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网络视听平台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在

行业内形成了湖艺学子“德技双高”的口碑效应。其相关事迹多次被央

视网、人民网、中国教育台、中国日报等各级媒体广泛报道，全方位立

体的优质评价吸引了长沙民政职院、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等十余所兄弟院

校前来学习交流，为本专业建设提供了一套可供复制、推广的示范性样

本，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解决的问题

1.解决了实践教学目标中如何将学生专业技能转化为职业技能的问题。

2.解决了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技不精 德不厚”综合素质难提升的问

题 。

3.解决了师资队伍简单组合难成合力，形式僵化难显效果的问题。

（二）解决方案

1.擢升教学目标，以“三层次递进”为路径，实现职业技能转化

以服务地域发展为使命，以深化产教融合为抓手，建立多元平台支撑

实践育人，创造性构建了“三层次递进”的实践教学目标。该目标由以了

解系统性专业知识、启发理想信念为目标的“45分钟”小课堂；以熟悉

实操性专业技能、锻造精神气格为目标的“广播影视校企共建生产性实

训基地+湖南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大课堂；以掌握综合性职业技能、

树立劳动精神为目标的“校内实习实训基地+企业顶岗实习基地”真课堂

为构成主体，同时，通过劳动教育日、4K观影周、虚拟工资制度等多措并

举，促使学生知识、能力和素养综合达成这三层目标，解决了学生专业技

能难以转化为职业能力的核心问题。

2.革新教学理念，以“双螺旋耦合”为思路，提升综合素质培育

采用整体思维构建“德技并修”一体化实施思路，在“三层次递进式

课堂”中，遵循技能培养与思政教育耦合并进的新思路，形构出“双螺旋

耦合”的模式：即打通“以德为本，寓德于技”的德技双脉络，以实践教

学项目及活动为载体激活两者逻辑互动、共同演进，在“德”、“技”耦

合递进的双路径中实现学生专业技能向职业技能的高效转化、完成其“树

立理想信念”——“锻造精神气格”——“提升综合素养”的演变成长，

解决了学生“技不精，德不厚”综合素质难提升的关键问题。

3.夯实教学保障，以“多主体联动”为方法，凸显协同育人实效

以“德技并修”为育人目标，在“小课堂”中通过多师备课，构建

“师师学习共同体”；在“大课堂”中通过教师指导、学生主导，构建

“生生学习共同体”；在“真课堂”中通过企业真实项目打破师生界限，

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逐步建立有价值引领的师生共同体；同时打

破以往实践教学中专业教师、思政教师、企业导师简单组合的陈旧形式，



将增强师资队伍的合作力与灵活度作为突破口，打造了一支由院系主任、

专业教师、思政教师、企业导师、文化大师、甲方代表、乙方管理人员、

辅导员组成的多元教师队伍，并基于不同教学项目及活动的现实需要对其

进行机动组合，系统性解决了教师队伍简单组合难成合力，形式僵化难显

效果的枢纽问题。



3.创新点

（一）原创性提出“活育”的实践教学理念

成果原创性提出“灵活队伍、盘活平台、激活脉络”的“活育”理念。

“灵活队伍”，即打破专业及校企壁垒，以学生为主体创建全生产链化的

实践团队，以专业教师为主体构建多元多维度的育人队伍。“盘活平

台”，即挖掘校内外思政教育、实习实训资源， 强调德技培养的层次递

进性，联动平台拓宽育人渠道。“激活脉络”，即打通“以德为本，寓

德于技”的德技双脉络，激活两者共同演进、逻辑互动，将德技育人贯穿

实践教学全过程。

（二）创造性构建“三层次递进 双螺旋耦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成果切入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痛难点，创造性构建了“三层次递进，

双螺旋耦合”模式，以三层次递进式课堂中的“项目”与 “活动”为载

体促成“德”、“技”双链条相补相融，协同演进，实现学生专业技能向

职业技能的高效转化、完成其“树立理想信念—锻造精神气格—提升综合

素养”的演变成长，以此实现“育德”“训技”双螺旋耦合式互动，创造

性构建了高职广播影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的新模式，有效解决了专业人才

培养的关键及核心问题。

（三）创新性构筑“共同体模式”的师生互动关系

成果创新性构筑教师多主体联动、学生跨专业融合的模式，为提升师

生关系提供了新思路。课堂是师生关系最基础、最集的体现。成果研究表

明，学生采用的学习方式与其感知的学习环境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对其感

知的教学质量满意度则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不同层次实践课堂

教学环节的设计至关重要。如，在“45分钟小课堂”中通过多师备课，

充分挖掘小课堂所蕴含的教育资源，结合课程教学目标与教学大纲，强化

情感与实践感知，明晰课程承载的精神塑造和价值观教育职能，构建“师

师学习共同体”；在“基地大课堂”中通过多师共导，多专业融合的模

式，把课堂“还”给学生，通过营造生动有趣的实践教学情景与温馨和谐

的教学关系，让教学互动更平等、通畅和自由，构建“生生学习共同体”；

在“中心真课堂”中通过企业真实项目打破师生界限，探索个性化、反

思式、探究型的师生交流模式，引导师生聚焦真实项目，形成紧密的学习

共同体， 建立互促式师生关系，让师生共同进步，共同提升，构建“师

生学习共同体”。



4.推广应用效果

（一）学生主体崇德尚艺活跃于传媒行业，口碑度佳

在本成果的教学实践中，学生荣获省级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等共6项，

成功孵化创新创业项目20余项；学生职业技能、综合素养提升显著；在

疫情笼罩影视行业受创的大环境下，紧密对接新兴产业，毕业生就业率

仍稳步增长，2022年初次就业率达92.89%；近五年，为面向产业输送了

2100多名毕业生，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中央电视台、湖南广播电视台、

芒果TV、腾讯视频等各级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网络视听平台的高素质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其中优秀毕业生陈清宇在“中国V谷”——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创办“松鼠传媒”，刘为制作的《刘少奇的故事》在

CCTV播映，张艳、宋思甜参与制作的电影《你好，李焕英》以54亿票房

荣登2020年度电影票房冠军，在行业内形成了湖艺学子“德技双高”的

口碑效应。

（二）师资队伍全副身心投入在改革创新，成效性强

自项目启动以来，教学团队寓教于研，以研促教，主持成果获省级教

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共5项；立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及项目近30项，

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或教材共10余本；通过教学改革积极参与教

学能力大赛和课程类评选活动，荣获省级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等共3

项；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项；通过持续改革，形成本成果独具

特色的实践教学模式，该模式在全校进行推广教学，团队成员多次受邀

在省内外进行专业建设及实践创作经验的分享与推广，极大提升了学校

及专业人才培养的社会声誉。

（三）师生团队肩负担当参与技术服务，影响力大

师生团队以服务地域发展为使命，积极主动参与技术与社会服务，实

践成果以多彩潇湘的红色、绿色、古色、新色为篇章，形成了“数字视

频+红色文化、数字视频+生态文化、数字视频+地方戏曲、数字视频+非

遗传承、数字视频+文物保护、数字视频+乡村振兴、数字视频+时代楷模”

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数字视频+”品牌，成效得到各级政府部门表彰，

事迹多次被央视网、人民网、中国教育台、中国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

在国内领域形成了品牌效应，在国际领域拓宽了辐射影响。

（四）为同类专业提供了一套可供复制、推广的示范性样本

目前本成果已推广辐射至本校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播音与主持等多

个艺术专业，其应用效果良好、认可度高；同时吸引了长沙民政职院、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等10余所兄弟院校前来学习交流，为同类专业提供了

一套可供复制、推广的示范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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