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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数字媒体领域新工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胡　敏　刘占军　腾　欢　武　俊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400065）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高等工程教育面临新机遇和挑战。数字媒体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对复合型、

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本文以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为试点，探讨了数字媒体领域新工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研究，提出和实

施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第一课堂、项目驱动第二课堂、“毕业设计新工科长程”版方案等多项措施，旨在培养符合新经济发展需求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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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数如何培养出能够适应时代发

展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本

文探讨数字媒体领域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以期为高

等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分析

（一）研究背景

从 2017 年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

讨会开始，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构成了新工科建设

的“三部曲”，从共识到行动到指南，明晰了新时代背景下新工

科建设的内涵和行动大方向。我国数字媒体领域的人才培养分为

数字媒体艺术和数字媒体技术两个专业，国内大部分高校培养出

来的人才要么是纯技术人才要么是纯艺术人才，创新型、复合型

数字媒体领域的人才培养都在摸索之中。

我们以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为试点，积极开展在数字媒体领域具

有复合型、创新型等新工科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二）问题分析

在数字媒体新工科专业建设中面临和存在较多的矛盾、问题、

挑战和机会，我们研究并结合地方院校的资源和条件，分析了存

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问题 1：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与当代大学生特性不匹配

问题 1.1：学生缺乏从基础到专业再到应用循序渐进模式的耐

心：现有的培养模式是源于工业革命时代的模式，课程体系也是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设置：从基础课 -> 专业课 -> 系统应用等。

而当代大学生容易被周围新奇、有趣、刺激的事物吸引而分散精力，

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已经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对系统化完整的

知识和经验循序渐进积累过程缺乏耐心。

问题 1.2：高校较高的生师比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当

代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都是一门心思憋足了劲“考大学”，身

心的发展并不完善。进入大学校门后，会有很多的不适应和需要

自己成长成熟的困惑与机会，这样的困惑与机会出现在不同学生

的不同阶段，且个性化特征突出。较高的生师比会让学生在这些

困惑和机会面前没有得到很好的启迪与指导，容易导致学生较长

时间处于迷惑甚至自我放纵、自暴自弃状态。

问题 1.3：现有人才培养模式无法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

知欲：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就是统一标准和规格的人才，

而当代大学生个性化特征更强，这样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很难

适合每一个学生的需求，更不能充分激发每一个学生的兴趣与好

奇心，没有兴趣和好奇心的激发，很难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与积极性。

问题 2：现有人才培养能力结构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新要

求

统一规格的人才培养成功地满足了工业革命时代以及信息时

代早期的人才培养需要，拥有某种操作技能的技术工人或者具有

信息操作技能的信息技术工人通过标准流程的批量培养来满足社

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在信息时代的中后期，特别是智能时

代的到来，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

能系统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型”“创新型”人。很显然，统一

规格的单一学科单一方向培养模式已经捉襟见肘。

问题 3：现有工科人才培养模式自反馈和评估长程机制不足

现有工科人才培养模式中的自反馈与评估机制通常都是以一

门课程为单位进行的短程反馈与评估机制，原本毕业设计是作为

整个课程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但大部分

学生的毕业设计的完成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很多学生以应付了

事为目的，毕业设计质量令人堪忧，屡见部分高校老师建议取消

毕业设计，可见毕业设计原有的自反馈效果并不奏效。没有自反

馈自评估长程机制的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不能很好地做到反思与提

升，其自我优化能力较低，同时，学生也丧失了一次自我肯定、

自我成长的好机会。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目标

（一）改革目标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为框架，以数字媒

体技术专业为试点，探索符合新经济发展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T

型”或“Π 型”人才培养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

结合 OBE 的教育理念，构想、设计、实施和运行数字媒体技

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1. 培养“T 型”或者“Π 型”人才

如果说传统高校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是“钉子”型人才，根

据工程认证的毕业要求以及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人才需求，后

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需要的人才是从“钉子”向“T 型”转变，

强化共性基础与共性的宽度，从强调“专业为主的本科教育”到

“更宽广的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本科教育”的演变。从 T 到 Π，

简单的理解是加上另一条腿，即另一项领域知识。两个“竖腿”：

一个“竖腿”是学科内的整合，对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来说，例如

媒体信息处理 + 人工智能、交互媒体技术 + 人工智能等；另一个“竖

腿”是跨界到其他专业的应用领域，如媒体 + 商务运作（商务分析）、

媒体 + 设计、媒体 + 管理、媒体 + 心理学、媒体 + 健康等。具有

“T 型”或 “Π 型”特征的人才就是中后期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

所急需的人才。同时通过鼓励学生参加不同的项目来实现“竖腿”

的深入与专精。

2. 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第一课堂，促进学生学科知识和个

人基本能力培养，构建更宽厚的基础

第一课堂，就是学生培养方案里规定完成的学生必须修满的

学分课程，比较好地满足了工程认证标准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

力培养。结合新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第一课堂的相关内容进行如

下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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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学科交叉融合课程体系设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既是工

程技术类型的专业，同时媒体的技术与用户的体验息息相关，要

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和设计素养，因此，课程体系的设计

必然是数学、自然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设计学等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

②与企业结合，增加专业体验与应用实践能力水平的课程：

学校师资专业理论能力较强，强调“理论性和系统性”，企业的

项目资源和实践能力都非常强，强调“有用和有效”，企业老师

的实践应用水平很高，能有效补足学校师资在应用和实践能力与

水平的不足。

③完成一个入门水平的“构想 - 设计 - 实现 - 展示”项目经

历：“把想法变成现实”的“变现”能力是我们在学生入校时的《数

字媒体技术专业导论》课程就会给学生提出来的学习方法和学习

目标之一。在能够实践动手的课程里都要求学生完成一定功能的

个性化项目，这类课程比如数字逻辑与微处理器、三维动画基础、

虚拟现实技术、自然人机交互技术等。

3. 项目驱动第二课堂，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创新能力、综

合能力的提升

第一课堂是学生的规定标准动作，主要解决学生知识架构的

完备性问题，是刚性需求的解决方案，是“T 型”或“Π 型”人

才中那一“横”构成的主要渠道；第二课堂更多的是满足学生的

个性化兴趣与好奇心需要，满足学生个性化探索与发展的需要，

最终成就学生个性化能力的增长。

①打造支撑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开放实验室平台：

数字媒体领域的专业解决方案、前沿性研究等需要的设备都比较

昂贵，比如图形工作站、VR 眼镜、动作捕捉装置、眼动仪等，我

们需要为学生打造一个高水平开放实验室平台，将学生感兴趣的

问题转化为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构思，将学生的个性化解决方案构

思孵化为学生的个性化项目进行实施。

②依托高水平专业实验平台，组建学生兴趣方向团队 / 社团：

通过学生兴趣爱好的激发、吸引和共鸣，组建兴趣方向团队 / 社团，

加大朋辈引（指）导团队建设和扶持力度，让更多的学生得到更

多个性化成长的机会。学生的朋辈影响力往往大于教师对学生的

影响力，学生的自我学习和管理能力往往能超出我们的预期。

③依托参加各类比赛机会，完成一个进阶水平的“构想 - 设计 -

实现 - 运行 - 迭代改进 - 展示”跨学科项目经历：通过课赛结合、

社团等方式引导学生完成跨学科项目，学生可以主动地深化、整

合和扩展自己所学。

④组建跨学科交融、校企结合的协同指导团队：一个有实际

应用价值的项目的完成与运行，往往需要多学科人才聚集和协同

才能完成，因为项目的特征，组建跨学科交融、校企结合的协同

指导团队。

4. 打造“毕业设计新工科长程”版，让毕业设计展成为专业

文化，强化自反馈与优化的长程机制

为增加毕业设计在大学学习生涯中的价值、意义感和仪式感，

让学生重视自己的学习成果与进步，让家长和社会知晓学生的能

力，让学生的努力和进步可视化并有反馈，同时也是增强学校对

人才培养质量的自反馈与评估的一个长程机制的机会，我们设计

并实施了“毕业设计新工科长程”版，通过课程体系设计和第二

课堂的推动，从新生入校开始引入，到最后举办毕业设计展，增

加毕业设计在大学学习生涯中的价值、意义和仪式感，让学生积

极参与到毕业设计各环节，重视自己的学习成果与进步，提升毕

业设计对创新人才、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

时间 环节名称 过程与作用

第 1

学期

《专业导论》

课程

启发、引导和鼓励学生大学期间提升将“想法

变为现实”能力，宣传把完成的作品作为毕业

设计进行展出的专业文化

第 2

学期

《设计思维与

创新方法》课

程

让学生掌握将“想法变为现实”的创新理论、科

学方法和工具，并带领学生实现一个实际项目的

“构想 - 设计（调研 / 同理心 - 重新定义问题 -

创意解决方案）- 原型与测试”，并探访学习本

专业大四学生的毕业设计展，体验专业文化

第

3 ~ 5

学期

利用第二课堂

资源，积极参

加各类比赛

让学生将学到的创新理论、科学方法和工具，

结合现实情况、自己的想法、导师的科研项目

等参加各类比赛，课赛结合，以赛促学

第 6

学期

《工程项目管

理与伦理》

大三学生以大四学长学姐要举办的毕业设计展

为实际项目，既学习了项目管理的有关知识、

方法和工具运用，承担整个毕业设计展的全部

工作，有了实际运用经验，提升了综合能力，

并沉浸式体验了毕业设计展的所有环节和文化。

第

7 - 8

学期

毕业设计的开

题、制作、测

试和撰写论文

对大学四年所学和所做进行复盘，选出自己想

做的项目，与指导老师讨论，对原项目进行进

一步的优化，并用文字、图表撰写毕业论文。

第 8

学 期

6 月

毕业设计的答

辩和公开展出

广发邀请函，诚邀全校的师生、企业、家长、朋

友一起来参观毕业设计展，见证学生大学四年的

专业能力、成长与成果。答辩和展出同场进行。

四、结论

通过实践研究，我们发现：校企结合的课程更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多种项目与比赛能够充分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耐心以及自信心；跨学科交融、校企结合

的协同指导团队和学生兴趣社团等朋辈指导方式结合能够缓解生

师比高的问题并给学生更好地引导；“毕业设计新工科长程”版

的设计让学生更愿意投入精力去做毕业设计和毕业设计展出；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第一课堂拓宽和夯实了学生的工科基础，丰富多

彩的第二课堂促进了学生个性化发展、创新能力、综合能力的提升，

二者的结合能更好地培养“T 型”或者“Π 型”人才，有效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

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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