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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创作是影视摄影
与制作专业的专业必修
课程，根据我校《2014
版人才培养方案》，该
课程开设于影视摄影与
制作专业第四学期，1-
18周，周学时为4学时，
共计72学时。 



关注教学效益 

在教学过程中，关注“教学效益”——单位
时间内学生的学习结果和学习过程综合考虑
的结果。 

关注学生发展 

关注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关注教学中学生的
主体地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模块化教学 

将原有的18周理论课程变为理论模块和实践模块。 
理论模块讲授纪录片创作理论知识 
实践模块带领学生进行纪录片创作 
从而达到学以致用、以练促学的教学效果。 



更新教学内容 

以往的《纪录片创作》为了使学生了解纪录片的始
末，满堂灌理论知识，纵向的讲解历史；横向的讲
解纪录片的分类、结构、细节、现场采访、后期制
作等等内容。 

此次课改改变了以往的教学内容。将原本占有大部
分课时的史论和理论内容，变成了常识性知识作为
普及。以时下比较受大众欢迎的《舌尖上的中国》、
《人类星球》等近年来的优秀纪录片作品作为课堂
素材进行讲授。 



分组教学 

根据纪录片创作规律，采取分组教学。每四人一组，
由学生分别承担策划、导演、摄像和剪辑工作。 
 
 



任务驱动式教学 

通过问题引领、学生分组、任务分配、课外准备、
课下拍摄、课下剪辑、课堂汇报，实现学生课外的
组内研讨、查阅资料、自主准备、课上自主展示，
调动学生内在动力，训练学生多种能力，向课外要
功夫，向课内要状态。 



实验式教学 

安排学生分组策划创作一部纪录片，首先明确纪录
片主题的重要性和价值性，然后组织大家讨论这个
主题可以拍摄的角度和思路，最后带领学生现场拍
摄、剪辑，直到成片。在这种思路下，每组学生都
能创作出一部纪录片作品。 



研讨式教学 

采用师生讨论，小组答辩的授课形式，从纪录片创
作的选题，拍摄方案策划，拍摄器材的选择，解说
词撰写，到纪录片的剪辑，配乐，直到完成作品，
教师和学生采用研讨的方式完成教学过程。 



平时成绩30%。根据学生出勤、课堂表现、
课堂练习完成情况、课后作业完成情况 

实践成绩40%。根据学生在分组拍摄过程中的
表现，以及最后作品效果，依照分工不同给
定成绩。 

期末理论测验30%。第18周进行理论随堂测验，
根据测验结果给定成绩。 

根据343原则，可以更详细的掌握学生理论学习和专
业实践能力的情况。 



专业能力的提升 

通过课改，学生对纪录片创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学
生的专业技能有了极大的提高。 

综合能力的提升 

通过实践创作，学生查找文献能力、分析问题能力
都得到了提升。 



学生的话 

“课改后实践课比以往多，老师带着我们拍摄。我
们之前是自己分组，这学期老师是按照我们的性格
和学生的特长进行分组，效果比之前好了。这学期
之前就是交作品，最后评成绩，这次也增加了卷面。
改革之后张聪老师的课更加的严格了。” 
 
                                         ——影视摄影与制作11班刘冰莹 





1.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老师是什么？ 

教师应该是教学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从实践中产
生求知欲，再让学生自主的通过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2.适当的压力，可以转换为学习的动力。 

制定严格的考核机制，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 

比如某位同学在课改之前专业课学习水平一般，挂
科很多。但是本次课改中，由于考核标准的细化，
让他积极参与小组创作，最后作品效果很好，取得
了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