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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untry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microfilm produ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s 
in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integrate these methods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forming a 
comple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ystem, and increas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such courses. Therefore, the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micro-film creation course,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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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教学方法在“微电影创作”课程中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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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项目制教学方式在微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项目制教学方式在
教学中的应用，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将该类方法渐渐地融入课堂教学中，形成完善的教育教学体系，增加学生对该类课程
的兴趣。因此，论文主要针对项目制教学方式在微电影创作课程中的探究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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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课程教育教学也开始融入了

新媒体技术。将项目教学法融入微电影课程制作中，使学生

以工作小组的形式进行电影创作学习，确保学生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高质量的微电影拍摄与创作，并积极地与学生进行

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定期或者不定期地给予学生作品指导

意见，以此提升学生的设计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合作能力，

实现高校教育与市场教学需求的无缝衔接，促进该项方式方

法的合理应用。

2 项目式教学方法基本内容
2.1 目的

项目式教学方法是将对应的设计项目加入到微电影课程

制作中，使学生自主根据任务安排进行信息收集和计划撰写，

以小组为单位，确保项目的最终制作，并且将最终的微电影

创作效果融入于整个教学计划的内容中。电影创作课程是高

校内部的核心课程，所以必须要让学生掌握影像合成的技术

原理，了解影片以及动画润色效果，使学生能通过实际的项

目创作掌握综合技能，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1]。

2.2 工作方法

电影课程制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将项目创作方法融入

于课堂教学中，兼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将教学难点与设

计需求融入于整个教育教学中，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完

整实践工作的项目教学，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 课程教学设计

在微电影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课程重点强调运用多种

学科知识技能，提升实践应用问题，运用合理的理论知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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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教学目标的首要完善。该课程应用先理论后实践的方式，

一般设置 96 个课时，前 48 个课时主要是以课堂教育教学为

主，教师根据微电影制作技术将课程划分为不同的子课题。

例如，微电影华兹华斯的相关知识、具体的拍摄要求、拍摄

取材等每个子课题的教育教学中都采用以讲练结合的方式，

着重练习 2~3 个知识点，最后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

内容探究。

2.2.2 实践任务教学

在微电影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可尝试与其他微电影制

作公司进行合作，在课程开展后的第 4 周时间，确定对应的

合作公司，使学生参与到视频公司的项目微电影拍摄中。在

相关的微电影制作中，学生可以自己进行主题拟定，电影时

长要求 8~10min，画面清晰，分辨率统一为 1920*1080。在微

电影创造中，学生可以自主与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合作公

司的对于所需微电影视频的要求，以及其他细节内容，并就

微电影制作中的技术问题积极的与相关的教师进行请教，共

同探讨最佳的解决方案 [2]。影片创作结束之后，必须要综合

教师以及其他人员的意见，以微电影的剧本、创意视听效果

以及后期处理等对影片进行综合判定。

2.2.3 团队结构

在微电影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主要是以教师和学生为

主体构成对应的制作团队。教师可以通过随机函数将全专业

的学生的名字进行重排，并分好对应的小组，依据小组做好

人员分配，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确定拍摄主题，并由学生自行

拟定小组负责人，根据任务量的不同进行人员分配。负责人

要负责小组的各项影视拍摄与制作事务，以现场的实际情况

针对遇到的问题与指导教师进行直接沟通，确保电影创作的

高效率以及高品质，实现微电影制作项目的保质保量。

2.2.4 课程评价

在微电影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微电影创作课程评价体

系主要由课堂表现、影片效果、小组自评以及组内互评组成，

其分别占总评分的 20%、30%、30% 和 20%。课堂表现是由

教师根据学生的考勤签到以及课堂学习的综合情况进行评分；

效果评价者是由教师根据最终的影片效果以及受欢迎度进行

评分；小组自评则是小组长对不同成员对作品的贡献值进行

打分，组内自评则采用匿名的形式进行排名制，以组内人员

的真实评价为主作为最终人员的分数参考 [3]。这种完善的课

程评价体系可以兼顾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课程的学习

内容，发挥同学之间的相互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地提升学生

的责任意识以及主动学习意识。

3 项目教学法在微电影制作课程中的价值

3.1 促进微电影项目的综合应用

在微电影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微电影创作项目涵盖

前期剧本创意到后期剪辑的整个过程，将这种实战型综合

性的项目引入课堂教学，可以打破传统的专业课程各自为

政的模式，将多门课程知识相融合，提升技术水平，解决

电影制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将固化的知识转变成灵活的

应用效果，以便将知识转化为创意思维的启发。其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3.1.1 微电影前期制作 

这一阶段是以确定拍摄主体、拍摄剧本以及镜头设置为

主，需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确定拍摄地点，制定拍摄计划。

依据教师所给时间对拍摄流程进行总体规划，分配好不同节

点的内容，配备计划执行监督者。在此期间，必须要学会各

项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的剧本创作以及项目规划能力。

3.1.2 微电影中期制作 

这一阶段主要是遵循多角度拍摄的指导原则，积极完成

影像以及声音素材的现场采集工作，利用摄影摄像以及影视

广告等课程中学习到的拍摄技巧以及剪辑技巧，采集丰富的

画面素材。在创作过程中，还必须要考虑画面的呈现、画面

转变以及拍摄技巧三个问题。在影像拍摄过程中必须要选择

多台拍摄机，拍摄多个角度，使同一场戏的画面更加多样化，

避免出现刻板的画面效果，针对不同的画面镜头做好无缝衔

接，使其能自然过渡，将既定影片的拍摄主题合理展示出来，

通过现场检测以及监控等确保拍摄素材的可用性，尽可能使

用同品牌和同设备的摄像机进行拍摄，建设素材之间的色差

偏差，减少拍摄的后期处理工作量。

3.1.3 微电影后期制作 

这一阶段的重点工作是在采集到大量画面以及声音素材

的基础上，以前期微电影剧本为主，设定对应的摄像镜头，

依据影视合城技术、视频剪辑技术、设计效果技术等进行方

法的支持，快速完成微电影创造和处理，并依据团队和指导

教师的意见对影片进行剪辑和合成，确定整个影片的基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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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促进学生拥有团结协作意识

在微电影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多样化的微电影创作项

目可创设条件使学生可以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提升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小组的模式进行协作学习，依据学生的

自己专业特色选择不同职位，例如，导演、编剧、摄影、监制、

剪辑等职位工作。在此期间，将学生的个人职责和团结意识

进行充分发挥，实现教师团队与学生团队的一对一指导，掌

握微电影项目创作全过程，了解其中的不同环节及需求，使

学生在毕业之后不至于连基本微电影创造都不会，也能以此

作为学生团结意识增强的载体，实现高效的微电影教育教学。

3.3 组建专业化制作团队

微电影市场的准入门槛低，投资少，容易拍摄。因此，

一些想进入电影行业的新人，如一些专业的或者业余的制片

人和导演往往从拍摄微电影开始起步，这就造成微电影市场

混乱无序，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5]。为此，我们要吸引一批优

秀的导演和制片人参加到微电影创作队伍中来，拍摄制作一

批优秀的高质量的微电影作品，在网络上进行播放，加强宣

传引领作用，引导微电影的发展升级。

3.4 坚持“内容为王”的主流价值观

影视作品主要是通过内容向观众传达创作者的思想及内

涵，因此，内容永远是影视作品的核心，微电影也不例外。

微电影的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的核心理念，不断追寻

内容上的创新与改革，从而保证微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另外，

微电影创作者应把握微电影以小见大的特点，打破传统电影

制作的桎梏，创新解构微电影内容，结合时下热门话题，追

求内容创新，大胆进行题材选择，制作出既贴合观众需求，

又具有艺术价值的高质量作品。例如，第 89 届奥斯卡最佳动

画短片《鹬》，这部微电影虽然仅有 6min，但在这 6min 内

却为观众带来了绝佳的艺术体验，通过绝美的画面，以动物

的视角，完美展现了母爱、友情、童年、成长这四个主题。

这部历时三年精心制作的微电影在内容方面以温暖的故事对

亲情、成长、挫折、勇敢与挑战进行了深刻探究，能引发人

们思考 [6]。

4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中国越来越重视项目制教学方式在微

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地提高项目制教学方式

在教学中的应用，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调动学生和教师的参

与积极性，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单向教学转变为互

动式教学，实现内容资源的有机整合，避免传统教学模式的

弊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育与实践教学之间的互通，为应用

型人才培养提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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