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学资源库面向广东省建设“超高清视频

显示”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的需求，推进摄录设备、内容制作等关键

技术取得突破；切实服务广州市巩固提升影视传播等传统优势文化产

业，构建超高清视频及新型显示“设备制造—内容创作—应用服务”

全产业链集群的需求；满足影视制作行业短视频领域、超高清领域迅

猛发展的迫切需求。主要建设内容包含以下九个方面：

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将联合主持单位中的省内、省外院校，依托联

合主持单位中的行业协会和企业，以建设团队中的院系领导、行业企

业专家、专业负责人为骨干力量，通过充分调研，对接广播影视行业

职业标准、技术标准以及“1+X”证书标准，共同制定并实施适应“互

联网＋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突出线上线下协同育人，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建设内容列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具体任务

1 建设机构与

团队升级

扩充参与建设的单位，构建省内省外合作、境内境外共建

共享的资源库建设架构。参建单位境外院校≧1家，国内

高职院校≧5家，中职学校≧4家，企业（机构）≧10 家。

扩充参与建设的师资团队，实现课程建设校企双负责人，

引入行业大师打造大师系列课程。行业企业师资中引入广

东影视行业技能大师≧3位，大湾区知名编导、制片、演

员等≧4位。

组建资源库建设督导团队，负责素材质量审核，课程开课

教学质量监督。设置校内督导 1人、外校督导 1人、企业

督导 1人组成督导团队。



2 完善建设机

制

编写资源库建设与管理制度，包含管理制度、审核及评价

制度、激励制度等。形成资源库建设与管理制度汇编。

3 开展市场调

研

调研广播影视节目制作行业发展、岗位要求、人才需求等，

形成调研报告。

4 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

以调研报告为指引，针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与线上自主

学习的开展，修订学历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并针对职业培

训、继续教育等不同类型学习者，制订相应的专业培养方

案。

5 上传专业建

设资源

整理专业建设规划、专业建设方案、专业教学研究与实践

的案例、成果等，优化后上传，向教师提供教学建设、教

学改革方面的参考资源。

二、基本资源

根据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学标准规定的内容，设计并构建知

识技能树，覆盖专业知识点和技能点。资源以单个知识点、单个技能

点为基础进行高度颗粒化的设计与制作。资源根据知识点、技能点的

基本属性，采用恰当的表现形式，根据专业特性，重点建设教学视频

类资源。资源数量和质量能够支撑专业核心课等标准化课程建设，也

足够支撑。面向产业发展背景及行业需求，基本资源建设重点领域包

含以下两个方面：

1.面向广东省“超高清视频显示”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需要的超

高清视频制作相关资源，包含超高清技术标准、超高清视频制作技术、

超高清设备使用等知识点和技能点资源。

2.市场需求量激增的短视频制作、直播制作相关教学资源，包括

行业调研报告、实训素材、成功案例、技术技巧等相关资源。



基本资源主要建设内容列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具体任务

1 优化知识技

能树

根据人案及市场需求，修订知识技能树，完成栏目任务分

配。

2 新建标准化

课程及相关

资源

新建 12 门标准化课程：新媒体文案策划与写作、新媒体

制作技术、动态影像技术、影视照明技术、影视录音技术、

影视造型与化妆、影视调色技术、影视混音技术、影视特

效技术、纪录片创作、影视制片管理、影视艺术工作坊。

包含技能训练模块≧45 个，微课≧180 个，素材≧1500

个。

3 完善原标准

化课程

完善已有 8门标准化课程：新媒体短视频创作、Photoshop

图像处理、摄影基础、Premiere 零基础入门到进阶、

Edius8.5 入门到精通、创意写作、视听语言、电脑效果图

与 3dsmax。

三、拓展资源

在建设基本资源之外，资源库针对产业发展需要和用户个性化需

求，开发建设具有特色或前瞻性的资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面向境外学习者的多语言拓展学习资源，对接中文+技能项目，

有针对性的根据当地需求，开发相应的资源。

2.辐射广播影视行业前端后端的拓展学习资源，如影院管理、电

影发行等等。

3.对接相近专业、相关行业的拓展学习资源，如基于摄影基础延

伸的平面摄影等等。

拓展资源主要建设内容列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具体任务

1 对接超高清视

频

新建对接超高清视频的课程 2 门：超高清视频制作技

术、超高清影视设备操作。包含微课≧30 个，素材约

80 个，超高清视频技术标准文件 1套。

2 大师系列课程 新建课程 6门，微课≧18 个，素材约 120 个。

3 多语言课程 从资源库中选取 5 门课程制作为多语言课程，包括英

语、日语、马来语等。

4 行业拓展课程 新建对接产业链前端或后端的课程 2-6 门：影院管理、

电影发行、电影放映、影视武打特技、影视烟火等。

5 专业拓展课程 新建对接相近专业领域的课程 1-4 门：影视广告、展

示设计等。

四、培训资源

资源库针对社会学习者开展需求调研，根据需要开发建设各级各

类专业培训资源，遵循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服务

于各类需求，如视频制作爱好者、自媒体经营者、中小学影视教育相

关教师等。同时全面支持学习者通过资源库学习，获取多类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提升业务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建设两类证书培训

资源：

1.资源库对接专业相关“1+X”证书标准，面向各院校证书试点，

积极开发符合相关标准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资源和课程。

2.资源库对接广播影视行业相关国际标准和认证，如代表行业领

先技术的达芬奇调色认证，开发相关资源和课程。

培训资源主要建设内容列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具体任务



1 对接 1+X 证书 建设对接 1+X 证书的课程 2-3 门：三维引擎技术应用、

新媒体制作技术等。

2 对接国际认证 建设对接国际认证的课程 2-3 门：影视调色技术、Adobe

软件系列课程等。

五、资源属性

资源库采用符合国家资源库建设标准的智慧职教平台。上线资源

按照内容和性质全面详细标注属性，关键词注意专业术语与通俗名称

同时备注，同时适应专业人士与一般社会人员的使用习惯，可以便捷

地进行资源的检索和组织。资源形式规格遵循网络教育技术标准，符

合国家要求。

六、资源类型

资源库的资源类型覆盖文本类素材、演示文稿类素材、图形（图

像）类素材、音频类素材、视频类素材、动画类素材和虚拟仿真类素

材。库内视频类、动画类、虚拟仿真类资源的占比高于 50%。资源库

重点建设以下类型资源：

1. 视频类资源

按照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对接行业的特点，资源建设以教学视

频为主要类型，包含声音与动态图像，单个资源内容含量大，具备叙

事性和完整性，形式生动直观。同时视频资源能支撑视频微课建设，

方便社会学习者碎片化时间开展学习的需要。

2. 虚拟仿真类资源



资源库重点建设 AR、VR 等新媒体虚拟资源，对接影视行业虚拟

制片、虚拟演播等行业先进技术，虚拟资源制作教学与虚拟仿真教学

相结合，支撑虚拟制作人才培养也支撑虚拟仿真教学场景应用。

3.音频类资源

结合广播影视音频制作相关课程，针对特别选择的知识点内容，

打造音频类特色素材资源，形成以“听”为主要学习方式的学习资源，

并以此构建音频特色学习课程，适应学习者特定环境下的学习需要。

七、分层建设

资源库按照符合国家资源库标准的智慧职教平台进行建设。资源

包含素材、积件、模块和课程等不同层次。素材是最基础的、颗粒化

的资源单体，由资源库内设计构建的知识技能树进行连接；积件（微

课）是以知识点、技能点为单位，由多个内在关联的素材组合形成，

可调用组成课程，也可支撑碎片化时间的直接学习；模块（技能训练

模块）以工作任务、技能训练项目等为单位，由多个知识点、技能点

的积件组合形成，对接广播影视行业工作项目；课程由多个工作任务、

技能训练项目等组合形成，包括逻辑合理、内容完备、周期完整的标

准化课程以及满足不同需要、用户自行搭建的个性化课程，教师可通

过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习者也可通过课程开展系统性的

自主学习。

八、资源冗余



资源库内素材在数量和类型上超出标准化课程包含的内容，能有

效支持用户自主搭建课程和拓展学习。

资源库按照广播影视行业工作需求，特别建设数量充足的项目素

材库，包括影视空镜库、影视包装模板库、影视特效库、音效库、背

景音乐库、三维模型库、三维贴图库等等，可以支撑教师设计各种实

训项目，也可以支撑学习者利用素材自主进行各种实践练习。

九、支持服务

资源库提供各类广播影视相关资源及服务。资源库内容包括：专

业介绍、教学文件、职业标准、技术标准、作业及测评系统、题库、

企业案例、双师团队、就业与岗位、产品及文化展示、就业创业平台、

企业网站链接，以及导学助学系统等。同时资源库结合资源内容和课

程教学，提供相应的线上线下助学、教学交流、学习成果展示、影视

作品创投等各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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