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授课专业 学时 学分

《短视频创作》 必修课 广播影视

节目制作

108 6

二、课程思政教育案例

(一)课程简介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影视方面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影视作品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不仅要提供消遣、娱乐，同时它也是传播思想、文

化和知识的载体。影视作品不仅满足精神需求，同时也引导社会风向，承担着文

化传播的责任和使命。

短视频创作课程是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必修课程，课程的任务是通过课

程讲授与实训，让学生系统地对前期相关课程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培养学生策

划、拍摄、剪辑短视频的能力，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使命意识，让学生能够在正

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高效创作更有创意的短视频内容并获得广泛传播。能胜任新

闻、专题、宣传、广告、Vlog 等短视频的策划、制作、直播、运营工作。

（1）知识目标：了解短视频制作流程；掌握短视频制作规则；掌握视频编辑

软件应用技巧；掌握短视频发布平台规则；掌握直播内容策划和直播带货技巧；

（2）能力要求：具备不同类型短视频制作技能；具备短视频制作与创意能力；

具备短视频发布平台选择能力；具备直播带货和直播运营能力；

（3）价值目标：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使命意识，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

仰。

（二）案例主题

本课程思政的案例是依托广州市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项目——基于“莲麻特色

小镇”的产教研融合、校企政协同育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设计完成。本案例针对新

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喜欢短视频、微表达的特点，精准对接广州

市穗北红色文化产业带的项目需求，以“直播带货助脱贫、红色传播短视频”为主

题，植入到短视频创作的课程之中，学生利用课程所学为吕田镇莲麻村提供直播

技术服务，同时，学生以红色记忆和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创作短视频，呈现当代

大学生思考问题的独特角度和思想深度。助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与革命精神传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设计意图

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短视频正成为人们日常文化消费的

内容。短视频兼具图像、文字、语音等传播优势，再加上技术的智能化，操作的

简单化，使得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更加快捷方便。如今，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已

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大众日常交流分享的方式和载体。已有越来越多的政务

媒体、专业机构和严肃内容生产者重视并利用这一新兴媒介平台的传播效能。

视听语言表达的柔性化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在短视频创作课程

教学中有机融入红色主题，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把红色记忆和核心价值观作为短

视频创作课程中的实训主题，让学生根据主题深入到红色革命基地、革命历史博

物馆进行短视频的创作，在学习和创作的过程中，学生接受红色记忆主题传递的

信息，将其内化为情感认同，并逐渐外化为行为示范和实践，以视频作品为表现

手段，深刻领会核心价值观，真正实现思政进课堂。达到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作用。

（四）结合点分析

1、教学与思政相结合

短视频专业课程教学时间长，参与的教师人数较多，分别参与到策划、拍摄、

剪辑等教学环节，通过专业知识的讲解，专业技术的分析，案例的展示，完将其

中所包含的价值观、伦理判断等有意识但无痕迹地传递给学生。同时，专业课程

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非“标签”式的教育，采用潜移默化的渗透方式，利用

学生对短视频创作的兴趣，通过学生自身的体验、感受来接受教育，让学生在不

知不觉中体验、感受、领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会更容易深入，更容易持久。

2、社会服务与思政相结合

社会服务是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获得直接经验、发展实践能力、增强

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学生在课程中，将所学习到的知识与社会体验学习结合

起来，通过精准帮扶的形式，帮助村民掌握新媒体直播技术，增加学习的新鲜感，

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帮扶之心，将脱贫攻坚与零售新热点直播带货结合起来，增强

学生对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五）案例描述

通过前期调研与协商，短视频创作课程精准对接广州市穗北红色文化产业带

的项目需求，组织学生深入莲麻拍摄短视频、微电影，进行新媒体技术服务，助

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与革命精神传播。依据课程的教学计划，以

直播带货助力脱贫攻坚，短视频传递红色精神两个环节开展。

（1）直播带货助力脱贫攻坚

专业教师李顺利在莲麻村委会面对村民和学生开展直播培训，通过理论讲解、

案例分析、实践操作等方式，分享了 5G 时代如何利用手机直播新农活、开启自己

短视频直播创作之旅等内容，讲座内容通过网络和数据存储的方式交付莲麻村委

为村委开展直播培训提供课程服务支持。现场培训完成后，学生按照之前的分组，

消化所学知识，在教师的指导下分组与莲麻村的农户进行对接、指导了莲麻村十

余户村民如何开通直播账户，教授农户直播带货的技巧。深度挖掘农产品健康文

化与商业价值。

（2）短视频传递正能量

以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开展“广州红色记忆”主旋律短视频作品创

作，让学生自发组织团队、制定选题、撰写策划案。在此环节中，教师通过观看

短视频案例、介绍莲麻村黄沙坑东江纵队革命遗址、讲授新媒体传播技巧等方式

向学生介绍短视频内容选材、短视频制作、直播手段的方法技巧，在此过程中注

意激发学生爱国热情，运用新媒体增强思政吸引力。

在莲麻村黄沙坑东江纵队革命遗址现场考察及短视频创作的过程中，学生对

主旋律题材中饱含的思想性和道德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将课堂所学的思想政治

理论应用于实践。在拍摄手法上，体现职教学生的工匠精神，运用新媒体规律,

使用网络话语艺术,立足红色文化自身优势,发讲好红色文化故事。

以核心价值观为主题拍摄公益广告短视频，让学生创作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

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以行动来实践核心价值观，激发生活热情，提升文化认同，

坚定文化自信。

（六）案例反思

1、实施效果及成果



（1）明确了短视频创作课程的价值目标，提高育人效果。利用短视频“新、短、

快、实、美”的特性，引导学生创作正能量短视频，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社会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注重课程设计，学生学习不同类型短视频制作和直播技巧。课程挑战度增

加，学生获得感加强。

(3)从知识与能力、情感与态度、价值与立场这三个维度，组织课堂教学和实

训，同步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学生参与度

高。

（4）课程成果：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以学致用，指导了莲麻村十余户

村民如何开通直播账户，教授农户直播带货的技巧，完成 10条莲麻村 Vlog短视

频。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完成公益广告短视频 10余条，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广州起义纪念馆拍摄 2条短视频。学生拍摄的《发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获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精品超高清（4K/8K）

视频征评活动”二类扶持。

2、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当前高职学生的来源复杂多样，有学考、3+证书、普通高考等不同渠道，

这就导致学生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如果只有一个专业课老师的话，因为时间精

力有限，无法做到全面细致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因此，本案例中，同时有三位老

师同时带着学生参与到直播带货与短视频的拍摄的活动当中，最大限度的保障学

生达到课程德育目标。

（2）教师是影响思政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需要提高专业课教师自身的思政

素养，可以加入辅导员、思政课教师，在协同育人上多下功夫，积极构建多学科

合作教学机制。

（3）课程思政的教学资源建设还需要继续加强，思政教学实施效果评估方式

有待完善。



三、课程思政教育案例相关电子材料（逐项罗列）

1、专业教师开展直播培训讲座

2、学生为村民提供直播技术支持



2、拍摄公益广告，2020 精品超高清（4K/8K）视频征评活动二类扶持作品

3、为广州起义纪念馆拍摄短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