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教学视频设计与制作》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教学总目标是使学生能够掌握数字化教学视频设计与制作的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的编写；熟悉数字化教学视频设计与制作的基本知识和基

本理论；能熟练运用专业设备完成数字视频教材的拍摄；并能熟练运用相关工具软件完成教学视频或微课编辑及后期制作。同时熟悉各阶段各岗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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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职责和任务分工，为今后数字化教学视频设计与制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引导学生在作品赏析中培养艺术素养、增加文化自信；在技能锤炼中

传承工匠精神；在实践创作中崇尚协同创新；在艺术表达中凝练社会责任，在综合实践中培养师德情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课程具体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引导学生使用各种数码设备完成学习活动和实训活动；会使用多种编辑软件获取、加工和制作信息化教学视频素材；会拍摄并利用各信

息化学习资源，促进个人专业发展。

课程目标 2：培养学生会设计符合数字化教学视频要求的信息化教学活动方案、脚本、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会设计制作数字化教学视频的设计与

编导。解决设计、策划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数字化教学视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掌握微课制作、摄影摄像的基本方法、思维技巧和艺术手段，并在

实践过程中练就扎实的技术功底，进行作品创作。使学生能够在创作中对教学进行评价、反思教学现象。

课程目标 4：通过对数字化视频制作技术学习，引导学生在作品赏析中培养艺术素养、增加文化自信；在技能锤炼中传承工匠精神；在实践创作中崇

尚协同创新；在艺术表达中凝练社会责任，在综合实践中培养师德情怀；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的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贡献度



目标 1

4.教学能力：具有独立开展小学语文、数学、科学、道德与

法治等课程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能力，在教育实践中，根

据课程标准，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能运用学科教学知

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获得教学体验。

具有扎实的教师基本功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

4.2 学会研究。较好掌握小学教育研究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了

解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前沿动态，初步具备联系实际开展教研

活动与教育研究的能力。 M

目标 2

4.教学能力：具有独立开展小学语文、数学、科学、道德与

法治等课程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能力，在教育实践中，根

据课程标准，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能运用学科教学知

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获得教学体验。

具有扎实的教师基本功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

4.2 学会研究。较好掌握小学教育研究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了

解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前沿动态，初步具备联系实际开展教研

活动与教育研究的能力。 M

目标 3

4.教学能力：具有独立开展小学语文、数学、科学、道德与

法治等课程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能力，在教育实践中，根

据课程标准，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能运用学科教学知

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获得教学体验。

具有扎实的教师基本功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4.2 学会研究。较好掌握小学教育研究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了

解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前沿动态，初步具备联系实际开展教研

活动与教育研究的能力。 M



目标 4

8.沟通合作：认识学习共同体对于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价值

和意义，懂得学习伙伴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具备团队合作的

意识，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在合作中体验协同合作共同体

对师生生命成长和学校发展的意义。

8.3 善于合作实践。能够与小学生、家长、同事、社区等进行有

效的沟通交流，学会组织小组合作学习及其他合作实践活动。 L

填写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

“中支撑”，“L”表示“弱支撑”）表示。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及资源对应关系

1.章节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表 2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支撑的课程目标

模块一
数字视频制作基础 2 2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模块二
视听语言的视觉构成 16 4 12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模块三
视听语言的听觉构成 6 2 4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模块四
视听语言的语法 8 2 6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模块五
数字视频作品的设计与策划 12 4 8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模块六
数字视频后期处理 4 2 2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模块一 数字化教学视频制作基础（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电视节目数字视频制作

主要知识点：种类、流程、方式、制作人员组成与职责。

第二节 多媒体数字教学视频制作

主要知识点：制作过程、种类。

第三节 数字图像基础

主要知识点：类型、构成、格式、获取。

第四节 数字音频基础

主要知识点：数字音频技术特性、声音数字化、常见音频处理软件。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数字化视频节目制作流程。

（2）了解数字化视频节目制作人员组成和职责。

（3）理解基于电视节目和基于多媒体的两种数字视频制作方式和差异。

（4）理解视频压缩编码概念、常见数字视频格式的特点。

（5）掌握格式工厂等视频格式转换工具软件的使用方法。

（6）理解数字音频格式的特点。

（7）树立爱国情怀彰显教育使命，引导学生从爱国情怀出发，结合小教教育特色，确立了“匠心筑梦、技能强国”的类似内容宣传主题。



【重点难点】

重点：数字教学视频制作的种类、流程、方式以及制作人员分工；视频压缩编码、数字视频格式、视频格式转换。难点：图像基础；音频基础。

模块二 视听语言的视觉构成（1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景别、 角度、 方位

主要知识点：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平拍镜头、仰俯视镜头、正面镜头、侧面镜头、背面镜头。

第二节 焦距、运动、长度

主要知识点：标准镜头、长焦距镜头、广角镜头、变焦镜头、推镜头、拉镜头、摇镜头、移镜头。

第三节 表现形式、构图

主要知识点：主观镜头、客观镜头、构图要素原则要求、构图因素、构图形式。

第四节 光线、色彩

主要知识点：光的特性、被摄体照明因素、光线条件效果、色彩语言。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理解视听语言的概念。

（2）掌握远景、全景、近景、中景、特写镜头的概念、特点与作用。

（3）掌握不同角度镜头、不同方位镜头、不同焦距镜头、运动镜头的概念特点与作用。

（4）了解决定镜头长度的因素。

（5）了解客观镜头、主观镜头、空镜头的概念及特点。

（6）掌握构图要素、原则、要求、以及影响构图的要素。



（7）解视听语言中景别的概念与功能，在结合应用案例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勇于挑战自我，掌握自己人生。

【重点难点】

重点：景别、角度、方位、焦距、运动。难点：主客观镜头、构图。

模块三 视听语言的听觉构成（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声音在数字化教学视频中的应用

主要知识点：声音在数字化教学视频中的运用。

第二节 数字化教学视频中声音的种类

主要知识点：语言、音响、音乐。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 了解声音在数字化视频中运用的发展史。

（2） 掌握数字化教学视频作品中语言的种类、特点与作用。

（3） 了解数字化教学视频作品中的音响的种类。

（4） 掌握数字化教学视频作品中的音乐作用。

（5）在掌握专业知识概念的同时，提升学生创新设计能力，具有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问题，培养审美观念和创造性解决问

题的能力。

【重点难点】

重点：数字化教学视频作品中的音响的种类。难点：声音在数字化教学视频中的运用。

模块四 视听语言的语法（8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蒙太奇

主要知识点：蒙太奇概念、作用、常见形式。

第二节 声音蒙太奇

主要知识点：声音与画面的关系、声音与声音的关系。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 理解蒙太奇的概念与作用。

（2） 掌握蒙太奇的常见形式。

（3） 理解声音与画面的关系。

（4） 理解声音与声音之间的关系。

（5）在掌握专业知识概念的同时，提升学生创新设计能力，具有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问题，培养审美观念和创造性解决问

题的能力

【重点难点】

重点：蒙太奇形式。难点：蒙太奇应用。

模块五 数字化教学视频作品的设计与策划（1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数字视频作品的一般设计过程

主要知识点：确定主题、安排结构、设计创意。

第二节 策划不同类数字化教学视频作品要领



主要知识点：专题片、纪录片、剧情片、短视频。

第三节 数字视频作品的稿本

主要知识点：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画面稿本。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理解数字视频作品的设计过程。

（2） 了解文字稿本的类型与格式。

（3） 掌握文字稿本的撰写要领。

（4）理解分镜头的依据。

（5）了解分镜头稿本的性质与作用。

（6）掌握分镜头稿本的格式与撰写要领。

（7）掌握画面稿本的格式与撰写要领。

（8）在主题内容的选择上，通过案例为例，提升个人修养，远离偏见、歧视，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保持真诚善良正直、坚

守正确的价值观，掌握自己人生。

【重点难点】

重点：策划不同类数字化教学视频作品要领。难点：数字视频作品稿本撰写。

模块六 数字视频后期处理（4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前期准备

主要知识点：策划、选景、成立摄制组、分镜头稿本创作。



第二节 现场拍摄和场面调度

主要知识点：工作程序、指导表演、场面调度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导演的主要工作。

（2）了解选内景和外景要考虑的因素。

（3）掌握拍摄日程的原则、选择演员的主要原则。

（4）了解现场拍摄的工作程序。

（5）掌握摄像机调度的主要方式与作用。

（6）通过案例分析等活动，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科学精神、质疑精神等；通过评价设计活动，培养学生的表达力和批判性思维等。

【重点难点】

重点：策划不同类数字化教学视频作品要领。难点：数字视频作品稿本撰写。

3.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基本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材 卢锋，沈大为，季静．数字视频设计与制作技术（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主要参考书

1.朱佳维．摄像基础项目教程[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2.郭韬．短视频制作实战[M]．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

3.金洁．微课设计与制作一本通[M]．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4.李宇宁．微电影创作实录与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5. 张静民.电视节目策划与编导[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

6. 傅正义.影视剪辑编辑艺术[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7. 王蕊、李燕临.电视节目摄制与编导[M].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8.赫伯特·泽特尔.摄像基础[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9. 卢锋.Premiere Pro CC 多媒体制作案例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主要教学网站

1. 网易云课堂 https://study.163.com/

2. 中国大学 MOOC www.icourse163.org

五、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及实施对应关系

1.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采用“行动导向型”教学法组织教学。本课程改变了以往传统教学方式，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成为学习的组

织者和工作过程的引导者。每 3—5 名学生组成一个摄制小组，进行合作学习，共同完成项目任务。教师课前下达任务书，陈述性知识由学生自主学习获

https://book.jd.com/writer/钟玉琢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_1.html


得，课堂教学组织以工作过程为引导，并最终形成成果，以班级为单位共同观摩评价。

（2）教学中综合运用讲授、指导自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等教学方法，利用丰富的富媒体教学资源，使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帮助学生积极思考，学会独立学习、自主学习。

（3）在数字化视频作品拍摄、用光、编辑等环节，通过案例分析、任务驱动、小组协作等方法，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开拓视野，系统设计问题解决

方案，学以致用。

（4）在综合项目设计与制作环节，不拘泥于机械的、验证性的、封闭式的任务设计方法，提倡设计开放的、不完备的、研讨性的训练任务，旨在使

学生能够主动地去整合与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积极地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在实践中产生思考、联想和创作的欲望。

（5）将课程知识体系与本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活动、学科竞赛等有机联系起来，延伸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

（6）在掌握专业知识概念的同时，提升学生创新设计能力，具有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问题，培养审美观念和创造性解决问

题的能力；良好的交流、沟通、与人合作的能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与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

2. 教学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表 4 教学环节、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对应表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

目标 1：引导学生使用各种数码设备完成学习活动

和实训活动；会使用多种编辑软件获取、加工和制作信

息化教学视频素材；会拍摄并利用各信息化学习资源，

促进个人专业发展。

课前：1.搜集资料，了解知识背景；2.初读教材，梳理知识脉络；3.完成课前测验，

记录难点和疑惑。

课内：1.检查预习情况，答疑；2.师生共同回顾知识背景和知识脉络；3.讲授新知；

4.课堂练习，解决课前测验时记录的难点和疑惑。

课后：1.课外拓展阅读与思考；2.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3.小组作业。



目标 2：培养学生会设计符合数字化教学视频要求

的信息化教学活动方案、脚本、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

会设计制作数字化教学视频的设计与编导。解决设计、

策划问题的能力。

课内：1.师生共同回顾知识背景和知识脉络；2.讲授新知；3.案例分析。

课后：1.课外拓展阅读与思考；2.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3.小组作业。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数字化教学视频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掌握微课制作、摄影摄像的

基本方法、思维技巧和艺术手段，并在实践过程中练就

扎实的技术功底，进行作品创作。使学生能够在创作中

对教学进行评价、反思教学现象。

课内：1.师生共同回顾知识背景和知识脉络；2.讲授新知；3.案例分析。

课后：1.课外拓展阅读与思考；2.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3.小组作业。

目标 4：通过对数字化视频制作技术学习，引导学

生在作品赏析中培养艺术素养、增加文化自信；在技能

锤炼中传承工匠精神；在实践创作中崇尚协同创新；在

艺术表达中凝练社会责任，在综合实践中培养师德情怀；

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的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课内：1.讲授新知；2.案例分析。

表 5 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引导学生使用各种数码设备完成学习活动和实训活动；

会使用多种编辑软件获取、加工和制作信息化教学视频素材；会拍摄

并利用各信息化学习资源，促进个人专业发展。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课内讲授与讨论、课后作业、章节测验等环节；主

要判据为课前测验成绩、课堂表现、作业成绩、测验成绩及期末考试成绩。

目标 2：培养学生会设计符合数字化教学视频要求的信息化教学活动

方案、脚本、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会设计制作数字化教学视频的

设计与编导。解决设计、策划问题的能力。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案例分析与练习、课后反思及练习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

堂表现、作业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数字化教学视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

基础上，全面掌握微课制作、摄影摄像的基本方法、思维技巧和艺术

主要达成途径：小组作业、课堂展示、专项测验；小组作业情况、专项测验成

绩、课堂展示环节表现和期末考查成绩。



手段，并在实践过程中练就扎实的技术功底，进行作品创作。使学生

能够在创作中对教学进行评价、反思教学现象。

目标 4：通过对数字化视频制作技术学习，引导学生在作品赏析

中培养艺术素养、增加文化自信；在技能锤炼中传承工匠精神；在实

践创作中崇尚协同创新；在艺术表达中凝练社会责任，在综合实践中

培养师德情怀；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的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讲授与讨论、课内案例分析与练习。

六、课程目标与考核依据及评价标准对应关系

1. 课程总体考核

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评价，实行项目化过程考核方法，加大对学生学习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实验操作能力的考评与鉴定。通过考核学生设计性或

综合性实验项目的完成情况，对每一个模块的内容进行学习评价，累计各个模块的考核成绩，再与期末考核成绩相加，形成课程考核成绩。其中，平时

表现占 25%，项目实验成绩占 30%，期末综合项目设计占 45%。最终课程总成绩采用五级制计算。

2. 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重

过程评价 平时表现

目标 1：引导学生使用各种数码设备完成学习活动和实训活动；会

使用多种编辑软件获取、加工和制作信息化教学视频素材；会拍摄

并利用各信息化学习资源，促进个人专业发展。

出勤与学习态度

线上线下学习内容完成度

学习笔记

师生交流

25%



目标 2：培养学生会设计符合数字化教学视频要求的信息化教学活

动方案、脚本、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会设计制作数字化教学视

频的设计与编导。解决设计、策划问题的能力。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数字化教学视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

础上，全面掌握微课制作、摄影摄像的基本方法、思维技巧和艺术

手段，并在实践过程中练就扎实的技术功底，进行作品创作。使学

生能够在创作中对教学进行评价、反思教学现象。

目标 4：通过对数字化视频制作技术学习，引导学生在作品赏析中

培养艺术素养、增加文化自信；在技能锤炼中传承工匠精神；在实

践创作中崇尚协同创新；在艺术表达中凝练社会责任，在综合实践

中培养师德情怀；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的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的

能力。

项目实验

操作熟练度

实践作业

创意体现

技术运用

30%

期末综合项目设计 综合作品

目标 1：引导学生使用各种数码设备完成学习活动和实训活动；会

使用多种编辑软件获取、加工和制作信息化教学视频素材；会拍摄

并利用各信息化学习资源，促进个人专业发展。

目标 2：培养学生会设计符合数字化教学视频要求的信息化教学活

动方案、脚本、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会设计制作数字化教学视

频的设计与编导。解决设计、策划问题的能力。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数字化教学视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

视听语言的运用

视听语法的表现

编导技术的运用

摄像镜头的表现

编辑软件的系统性与实用性

技术实现与创新

多媒体软件特点体现

45%



础上，全面掌握微课制作、摄影摄像的基本方法、思维技巧和艺术

手段，并在实践过程中练就扎实的技术功底，进行作品创作。使学

生能够在创作中对教学进行评价、反思教学现象。

目标 4：通过对数字化视频制作技术学习，引导学生在作品赏析中

培养艺术素养、增加文化自信；在技能锤炼中传承工匠精神；在实

践创作中崇尚协同创新；在艺术表达中凝练社会责任，在综合实践

中培养师德情怀；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的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的

能力。

七、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1.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本课程目标达成总体评价依据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分为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直接评价以定量为主，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在课程考核

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采用课程考核成绩数据进行计算，评价分析课程分目标的达成值，再依据课程分目标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权重，

计算得出各分目标的达成度，取平均值为本课程目标达成度。间接评价以定性为主，主要通过任课教师评价（通常为确定值）、学生评价（通常取平均

值）、同行或督导评价综合分析、论证、审核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各指标点的达成情况。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 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

所在系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通过分析学生预习情况，观察学生课内学习主动性，分析学生作业以及

测验情况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分析学生期末考核情况来实

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供学院与任课教师从产出角度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

并作为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观测依据；存档供同行或

专家审核使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通过问卷、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教学成

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同行及督导评价
由同行专家、督导依据过程性材料与终结性考核材料对课程教学的效果

做出评价。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的依

据。

2.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
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掌握各种硬件设备的使用

方法，操作熟练；对支持

教学的相关软件运用熟

练；能够熟练地获取与加

工编辑学习资源和素材。

掌握各种硬件设备的使用方

法，操作较熟练；对支持教

学的相关软件运用较熟练；

能够比较熟练地获取与加工

编辑学习资源和素材。

掌握各种硬件设备的使用

方法，能完成简单操作；

对支持教学的相关软件运

用较熟练；能够比较熟练

地获取与加工编辑学习资

源和素材。

基本掌握各种硬件设备的

使用方法，能在提示下完成

简单操作；对支持教学的相

关软件会使用；能够获取与

加工编辑学习资源和素材。

基本掌握各种硬件设备的

使用方法掌握不全面，能

在提示下完成简单操作；

不会使用支持教学的相关

软件会使用；不能够获取

与加工编辑学习资源和素

材。



目标 2

数字视频设计与制作技术

理论基础掌握全面、系统；

能熟练的根据拍摄题材设

计出文字稿本、分镜头稿

本等；制作的数字化教学

视频具有教育性、适用性

和创新性。

数字视频设计与制作技术理

论基础掌握全面、系统；

能比较熟练的根据拍摄题材

设计出文字稿本、分镜头稿

本等；制作的数字化教学视

频具有教育性、适用性和创

新性。

数字视频设计与制作技术

理论基础掌握比较全面、

比较系统；能比较熟练的

根据拍摄题材设计出文字

稿本、分镜头稿本等；

制作的数字化教学视频具

有教育性、适用性。

能掌握数字视频设计与制

作技术理论基础；会根据拍

摄题材设计出文字稿本、分

镜头稿本等；制作的数字化

教学视频具有一定的教育

性。

数字视频设计与制作技术

理论基础概念不清；不能

根据拍摄题材设计出文字

稿本、分镜头稿本等；不

能制作的数字化教学视

频。

目标 3

能够将数字化教学视频设

计与制作理论与实践与本

专业有效融合，实验项目

及综合作品设计技术体现

鲜明，具有很强的独立设

计能力和软件综合运用能

力，创新意识体现突出。

能够将数字化教学视频设计

与制作理论与实践与本专业

有效融合，实验项目及综合

作品设计技术体现鲜明，具

有较强的独立设计能力和软

件综合运用能力，创新意识

体现较突出。

能够将数字化教学视频设

计与制作理论与实践与本

专业相融合，实验项目及

综合作品设计有一定程度

的技术体现，独立设计能

力和软件综合运用能力体

现一般。

能够将数字化教学视频设

计与制作理论与实践与本

专业相联系，实验项目及综

合作品设计能达到学习的

要求，能在教师指导下完成

项目实验和作品设计。

不能够将数字化教学视频

设计与制作理论与实践与

本专业相联系，实验项目

及综合作品设计能达不到

学习的要求，综合设计作

品不完整。

目标 4

能够准确把握作品拍摄和

编辑的艺术之美，具有优

秀的数字技术操作应用能

力，有积极主动的合作能

力。

能够准确把握作品拍摄和编

辑的艺术之美，具有良好的

数字技术操作应用能力，有

积极主动的合作能力。

能够比较准确把握作品拍

摄和编辑的艺术之美，具

有较好的数字技术操作应

用能力，有积极主动的合

作能力。

能够比较准确把握作品拍

摄和编辑的艺术之美，具有

较好的数字技术操作应用

能力，有较为积极主动的合

作能力。

对作品拍摄和编辑的艺术

之美理解不够准确深入，

数字技术操作应用能力

弱，不够积极主动的合作

能力。

八、课程教学改进方案

任课教师要综合课程目标达成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课程教学团队研讨、专业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

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评价结果利用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供学院用于培

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年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