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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媒体语境下短视频课程的数字化探索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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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人工智能在影视行业应用的新业态，为实现短视频专业课程与行业岗位能力的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影像

和语音技术引入专业课程学习，通过课程链对接产业链来进行短视频课程的系统重构。应用智能媒体技术，推进短视频课程

的数字化改造与升级，开发短视频策划、拍摄、制作以及运营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培养新型短视频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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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git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hort Video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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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face of the new business for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hort video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ndustry post capabilit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age and voice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 learning, and the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short video courses is carried out by

connecting the course chain with the industry chain. Intelligent media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hort video courses, develop a curriculum system integrating short video planning, shooting,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cultivate new short video technology skill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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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与媒介实践的深度融合带来了人机

交互的信息生产模式[1]。当前,传媒产业加速转型升

级，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短视频传媒产业

具有跨媒介、融合性、创新性特征。影视多媒体技

术专业结合智能媒体语境下短视频行业发展新需

求，重构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与行业对接、与产业

协同发展的跨媒介复合型短视频人才培养模式。

为媒体行业提供短视频传媒人才和智力支持，助

力中小微企业宣传和产品品牌传播。

1 短视频传媒产业生态中的技术升级和内

容变迁问题
1.1 传媒产业生态中影像和语音技术升级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物联网等新技术的

支持下，短视频传媒产业技术壁垒不断被打破，内

容生产趋于多元化与复合化，从网络媒体平台到

拍摄制作设备，为创意实现、故事表达、视觉呈现、

内容生产、传播渠道等提供越来越灵活多样的表

现技法和传播方式。在当下新一代信息技术语境

中，人工智能在感知智能方面的技术及应用不断

完善成熟，认知智能方面，部分技术开发应用效果

不佳，是智能媒体发展的难点，特别是对于画面情

境和语言情感的认知。另外，媒体行业内容生产丰

富多样，其工作内容、技术和方法需要更多熟悉智

能技术的传媒从业人员，传媒人才的岗位能力需

要与持续升级的智能媒体技术相匹配。

1.2 短视频人才培养与课程内容动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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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定位而言，影视多媒

体技术专业是从传统媒体发展而来的。长期以来

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实训建设以及

传播模式，与传统媒体的组织、运行、传播、管理方

式密不可分。随着媒体内容和媒介技术的变迁，受

众的媒介消费习惯不断改变[2]。当下手机成为重要

的传播媒介，公众通过手机媒体平台获取视频信

息，观看小而精的短视频内容。在智能媒体持续发

展的当下，短视频传播和智能互动的方式成为新

的传播方式。传媒行业生产内容和传播平台的改

变，使得基于传统媒体的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发

展瓶颈日益凸显。在短视频传播智能化的行业变

迁中，需要重构短视频人才培养方式和课程体系

结构，解决短视频课程内容与转型升级中传媒行

业岗位能力不匹配问题。

2 基于业态变迁的短视频岗位能力重构
2.1 短视频职业岗位能力动态重构

对接智能媒体技术发展，短视频传媒行业向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要优化升级传媒人才的岗

位能力。目前我国全媒体运营方面的专业人才缺

口较大，尤其是设计类、运营类、营销类、经营类人

才[3]。短视频是传媒产业中的重要媒介，短视频工

作领域为视频策划、影视拍摄、后期制作以及运

营。对应工作岗位为短视频策划师、摄像师、后期

制作师以及视频媒体运营师。短视频策划环节，短

视频策划师主要从事智能传媒市场调研、数字产

品创意、智能视频策划、短视频剧本、短视频文案、

分镜头脚本设计以及短视频编导等工作内容。短

视频拍摄环节，摄像师主要从事摄影、手机视频拍

摄、短视频拍摄、短视频录音、短视频灯光、短视频

布景等工作内容。短视频制作环节，后期制作师主

要从事镜头组接、短视频剪辑、音频制作、短视频

特效、短视频动画、后期合成等工作内容。短视频

运营环节，视频媒体运营师主要从事短视频传播、

智能传媒数据分析、智能媒体交互、数字营销、媒

体运营等工作内容。

2.2 新技术引领短视频人才培养的数字化升级

面对全程媒体、全员媒体、全息媒体、全效媒

体的媒体新常态[4]，结合视频传媒数字化的业态变

迁，从短视频岗位能力重构和智能媒体技术能力

新需求出发，优化短视频职业岗位和升级职业能

力。应培养能在互联网、影视、传媒、广告等企事业

单位，从事视频策划、视频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制

作、智能媒体运营以及媒体数据应用等相关岗位

工作，具有良好的媒体职业能力和传媒创新素养

的技术技能人才，能熟练运用智能媒体软件设计

与制作互动媒体作品，并在智能媒体平台传播推

广。同时，在智能媒体技术支撑下，通过智能媒体

的数据分析和成效反馈，对短视频人才的职业能

力和传媒素养进行动态重构和优化提升。

3 基于岗位能力衔接的短视频课程数字化

建设
3.1 以智能运营为导向，构建与岗位能力相衔接的

课程体系

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推动

下，当下的传媒产业逐渐转型为高效、集约、自动

化的媒体智能化发展方式[5]。短视频创作课程体系

建设，不仅要涵盖短视频创意、策划、拍摄、制作

等，更需要将智能媒体、智能工具、智能软件等纳

入短视频课程建设的范畴。将智能文案、智能拍

摄、智能剪辑、智能传播等纳入短视频职业岗位能

力的范畴。将智能创意、智能思维、智能分工、智能

协作等纳入短视频岗位职业素养的范畴。对接视

频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态势，以短视频项目为

载体，以短视频智能运营为导向，构建短视频策

划、文案、分镜头脚本、摄影摄像、视频编辑与合

成、视频后期制作、影像虚拟交互、数字媒体运营

等一体化、数字化的专业课程体系。

3.2 以数字技术赋能短视频课程的动态革新

通过市场调研、行业协作、师生反馈等方式，

构建以岗位能力协作为导向的短视频课程体系，

以短视频作品成果为导向的课程实践。在传统媒

体时期，影视作品在渠道有限的媒体平台展播，因

媒体渠道条件和传播技术的薄弱，短视频线上传

播、营销、运营等技术能力存在不足。当下全媒体

融合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大大降低视频传媒技

术的传播难度，普通个人用户也能通过手机等便

捷发布个人的媒体作品，实现全员传播[6]。对于影

视多媒体技术专业，不仅需要学会影视专业技能，

更要掌握数字媒体传播规律及其技术应用。以短

视频行业的网络化、数字化发展为契机，开展短视

频课程的动态改革，进行课程数字化应用建设。在

短视频营销与运营、数字虚拟影像技术、数字视频

数据应用、网络直播策划和表演、数字产品视频设

计与制作等方面拓展新的专业课程，提升短视频

线上运营能力，优化视频作品的影像观感和音效

体验。

紧随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影视多媒体技术

专业开展数字媒体传播与运营的课程教学与创新

实践。在传媒创意、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媒体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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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课程中，开展融媒体特征、融媒体策划、融

媒体设计、智能媒体运营、智能媒体数据应用以及

风险防范等媒体理论知识和技能学习。在抖音、微

信、微博等数字媒体平台开展短视频策划、制作、

发布、运营实训，增强学生在数字媒体平台的运营

能力。在短视频项目实操、媒体运营中，通过短视

频策划、短视频制作、线上运营等环节，培养学生

遵守传媒法律法规的意识和行为，科学规范地使

用数字媒体、进行媒体智能化运营，提升短视频作

品在数字媒体平台的传播与认可度。

3.3 线上线下融合，培养短视频线上运营能力

短视频平台日益成为人们线上学习、工作、生

活交流的平台，短视频传媒运营需要向智能化线

上平台转型。对于影视多媒体技术专业而言，不仅

要在线下课堂培养学生视频策划、拍摄、制作的技

术技能，也要培养学生掌握视频线上传播方式与

运营能力。因此，线上教学、线上学习、线上视频制

作以及作品传播等，日益成为影视多媒体技术专

业的常态，并与线下课堂、实训活动结合，开展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与教育方式。以教学效果为导

向，完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质量保障与评价

策略[7]，提升学生线上线下短视频综合制作和运营

能力。线上教学，应不局限于课堂教学。学生在短

视频策划、拍摄操作、制作展示、线上传播、平台运

营以及项目创新实践等过程中会碰到各式各样的

问题，专业教师组建短视频策划、制作、传播一体

化的教学创新团队为学生学习成长提供技术技能

指导。通过线上网络教学平台，开展问卷、讨论、测

验以及智能数据分析等环节，了解学生短视频课

程学习情况和技能需求。差异化、个性化开展线上

辅导答疑、内容指导、操作示范、技术支持等，为培

养短视频运营人才提供全方位支持。

3.4 推进课程思政，培养短视频团队协作人才

5G技术赋能媒体应用智能化，视频流将成为

主要信息表达形式，视频直播无处不在，无人不

播[8]。在直播化的视频传播语境下，需要复合型视

频传媒人才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学校影视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深入挖掘短视频课程的

思政元素，通过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社会实践、作

品成果展播等方面全过程开展思政教育，将思政

教育与短视频专业技能有机融合。短视频作品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主动融入劳动技艺、社会

责任、家国情怀、文化认同等，传承与创新传统文

化，以影像的方式让人们感知思想之美、文化之

美、劳动之美。

智能传播是多种媒介生产流程和传播要素的

重组和整合，传媒人才的定位从单一型的“一专”

人才向复合型的“一专多能”人才转变[9]，从视频单

一生产环节向团队化协作运营转变。面对智能媒

体的复合型人才新需求，以团队共创影视作品和

媒体运营。在团队化学习与创作中，学生组队策

划、拍摄与制作短视频作品，在线上短视频平台展

播。并广泛参与线上传媒行业比赛，促进师生与行

业产业对接。以赛促学，以赛促教，通过短视频作

品载体来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检验团队执行力和

成效。通过线上比赛和展播平台，不仅使得学生团

队影视作品获传媒行业认可并广泛传播，更是与

各高校、影视行业进行专业技能的交流协作，共同

提升。

4 结语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态变迁为契机，对接短

视频行业数字化转型，依托智能媒体技术优化重

构短视频岗位能力，进行基于岗位能力衔接的短

视频课程数字化建设。聚焦短视频行业跨媒介融

合新业态，推进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改革，不断

调整和优化短视频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构建短

视频创作与运营数字化、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开展

创意创客型短视频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动态

培养短视频线上制作与数字化传媒运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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