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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入推进校企合作是网络与新媒体这一实践性强、行业变化快的专业产教融合的重要举措。本文从本校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校企合作现状谈起，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结合院校的办学特点，挖掘校企合

作的突破口，寻找“校企共赢、项目引领”这一教学改革路径。通过有效的课程对接，将真实项目融入

教学板块，创新评价机制，助力校企合作的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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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ound enhancement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 entities 
represents a critical strategy for the amalgam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new media sector, 
an industry characterized by its practical nature and rapid evolution. This treatise commenc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cademic-corporate partnerships within the university’s net-
work and new media discipline, proceeds to evaluate the extant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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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ves into the potential for breakthroughs in such cooperative endeavors. By leveraging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chool-enterprise synergy 
and project-oriented” educational reform trajectory. The integration of actual industry projects into 
the curriculum, coupled with an innovative assessment framework, is posited to facilitate the sus-
tainable progression of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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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由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正式增设网络与新媒体专业。2013 年，经

教育部专业名称修订，本科专业目录中不再保留原有的三个专业，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高校率先设置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并开始招生[1]。随着传统媒体势微，新媒体不断涌现壮大，互联网技术

普及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成为了备受关注的新兴专业。截至 2024 年，全国有 368
所院校开设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随着新媒体人才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该专业招生和就业形势均较为

乐观。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是与市场需求强对接，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有效地开展校企对接合作，从专业教

学层面来说会及时为教研人员提供业内热点课题、技术变革方向以及人才实际需求。从人才培养层面来

说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将系统的理论知识得以反复练习和检验反思。从学生就业层面来说，

帮助学生摆脱学生思维，提前进入半职场状态，有助于学生对企业需求有科学理性的认识，也能够让企

业对学校及专业产生信任感，推动就业工作顺利进行。基于专业特性、人才培养需求以及就业形势等诸

多因素，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进行广泛且深入的校企合作势在必行且意义深远。 

2.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校企合作现状 

2.1. 主要合作模式及成果 

以桂林旅游学院为例，我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于 2017 年正式招生。经过七年的发展，2022 年获批广

西壮族自治区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并成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主体专业。本专业

面向文旅产业、政府部门、新闻出版机构以及互联网行业、网络传媒公司等相关企事业单位培养新媒体

专门人才。目前已经产生三届毕业生，在读人数超过五百人，为广西传媒人才发展持续供能。 
截至 2024 年，依托文化与传播学院 33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与校企合作单位展

开了内容较为丰富、形式多种多样的合作共建。合作模式主要包括联合项目开发、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课程共建等。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共研人才培养方案、实习实训学生派驻、互派挂职人员以及共享实

践素材等。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与实践，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校企合作有了初步的成效。自 2022 年与临桂融媒体

中心建立部校共建合作机制以来，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已经组织七次联合实习活动，一次跨校跨区的新闻

实践活动，旨在辐射更多学生提高新闻实践能力，提高新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用作品说话讲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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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在“山水相逢，红色印记”主题实践活动中，参与项目的同学探访十个广西红色旅游胜地，用镜头

和文字讲述桂林青山绿水间的红色故事，作品在全国红旅创意策划大赛华南赛区和广西红旅创意策划大

赛中获得 30 多个奖项。网络与新媒体教研室结合实践内容和呈现出的问题，集结成案例集反哺教学。对

于区域内的科技企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也进行了联合项目开发，完成了为科技企业文化赋能，给全系

产品注入人文故事的校企合作项目，最终作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举办的“广西有礼”特色

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上获得银奖，参加项目的学生也得到了合作方的认可和信任。 

2.2. 目前校企合作呈现的问题 

虽然目前的校企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隐含着的危机也成为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不得不

面对的问题。 
问题一是部分校企合作难以落地。结合其他学校的校企合作举措，大多数院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校

企合作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签署合作协议后，企业真正能落地在校园内的项目非常有限。其原因主要

在于合作双方人员在时间、精力和目标上难以达成一致。如高校寒暑假的间隔使得企业在长期项目运营

有所顾虑，学生产出水平参差导致企业产出面临风险、双方项目参与人员的劳务分配等实际问题。另外

企业里的部分项目不适合在学校环境运营，或与人才培养方向有出入等等都导致了学校与部分合作企业

没有达到合作预期，最终失去联系。 
问题二是校内导师的参与感不强。校企合作过程中，教师往往把学生推给企业，由企业导师制订项

目目标，发布工作流程以及作品的审核。 
问题三是合作深度不够。校企双方只停留在实习实训这样简单的合作维度上，反馈机制匮乏，合作

成果难以形成教学改革成果从而引领人才培养方案的改善。同时还要首先满足学生正常课业需求，校企

合作没有真正融入课堂，成为学生课业外的任务。另外校企合作的新媒体作品审美陈旧，新的技术手段

缺失，少有创意佳作。长此以往，校企合作表面上看参与的企业越来越多，但是合作的持久度难以为继。 

3.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校企合作的突破口 

要想让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校企合作进入新纪元，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就要遵循时代的新媒体

人才需求的呼唤，紧跟地方发展的大方向，才能寻找到突破口。2023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桂林世界

级旅游城市建设发展规划》，这意味着桂林旅游行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作为地方旅游院校、应用

型本科院校的桂林旅游学院势必要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 

3.1. 围绕办学特色 

根据学校办学特点和地方经济发展走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校企合作首先就要更多地倾向文旅产

业。既要在传统旅游的不同环节，如“吃、住、行、游、购、娱”进行深入的合作，利用传媒行业优势，

为广西文旅宣传贡献力量，又要在文旅的新兴领域下功夫，跨专业地进行校企合作，比如与休闲与健康

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大数据学院联合，在乡村旅游、康养旅游、体育旅游、研学旅游等

新业态中，广泛深入地进行合作，共同培养文旅传媒人才。 

3.2. 服务地方经济 

经历了行业寒冬后的旅游企业，从 2023 年开始恢复生机。在与校企合作企业接触的过程中，很多企

业提出了利用新媒体手段对旅游产品进行销售的需求，这是校企合作中能够直接服务地方经济，为企业

增收的路径。这里既包括旅游产品的电商销售，文创产品的推介以及旅游路线的推广，也包括了对广西

区内旅游目的地特色的挖掘和表达。根据近些年文旅热门话题，无论是淄博一夜间成为网红城市，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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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超引发的全民狂欢，还是天水麻辣烫开遍全国，哈尔滨款待八方来客，再到黑悟空山西旅游线路的推

出，旅游地的爆火都需要通过共情式的议程设置来引爆。桂林的引爆点在哪里不光是旅游企业需要思考

的问题，也是旅游学院老师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需要注入思考的重点。 

3.3. 做好文化引领 

校企合作要服务地方经济但是也不能全然追求经济效益。在校企合作中让学生体会企业的商业运作

逻辑固然重要，但是融入思政议题、挖掘文化内涵、关注社会公益、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文化观也

是校企合作追寻的目标。例如与蓝天救援队的合作，让学生看到社会公益组织运营的艰难，体会到社会

公益事业的价值，感悟多种价值观的碰撞。与民族博物馆的合作，让参与项目的师生能够认真调研了解

广西少数民族发展历史，挖掘蕴含其中的文化瑰宝，从而升腾出对家乡的热爱，树立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4. “校企双赢，项目引领”模式的改革方案 

要想实现校企合作的高质量推进，服务好现代文旅产业，培养卓越的新媒体人才，建立完善的“校

企双赢、项目引领”模式是有效途径。从内容传播与运营实践出发，利用学生实训促进创业实践产业化。

以项目模拟为抓手，依托学院教学理论和科研成果，科学规划、全面指导院校 IP 资源孵化[2]。具体改革

方案如下。 

4.1. 校企合作下教学内容的革新 

1. 企业项目需求与课程对接 
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对接，搭建更加稳固的合作平台[3]。校企合作的前提是深入细致的调研，调研企

业的真实需求，项目活动的人力及技术要求，然后与目前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课程进行对接。吸取过

去的经验教训，课程对接应该是长链条的，跨课程的对接，这样能够让校企合作项目辐射更多师生，同

时也减轻学校内专业课老师的负担。例如企业要求代运营一个账号，那么账号图文的设计对接平面设计

类课程，如图形图像处理、新媒体产品设计；账号内容设计对接新媒体类课程，如新媒体运营、数据新

闻、融合新闻报道；短视频拍摄和直播对接视频类课程，如摄影摄像基础、视听语言等课程。与课程对

接成功的老师都应该纳入项目组，共同跟踪项目流程。 
2. 企业资源与课程资源的整合 
企业经营的核心是逐利，学校的核心价值是育人，在此基础上“双向奔赴”才能实现共赢。要想获

得企业和学校双赢，校企合作双方应当开诚布公地摆出双方资源，共同支持校企项目的落地实施。例如

某直播 MCN 公司孵化大量的人物 IP，作为意见领袖可以在农产品直播销售、文旅活动组织承办上提供

流量支持，那在校企合作中企业是否愿意对接这些优势项目给校方，还是只提供项目框架，由校方全权

代理，对于合作的结果验收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校企合作的校内导师如果能真正履行带学生做校企合

作项目的职责，有效地将项目内容与课程实践项目相融合才能真正在校企合作中效率最大化。 

4.2. 实践教学环节项目制方案的拟定 

1. 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 
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发展方向的具体体现，是教学活动开展的基本依据。师生根据这份学习指南、

学习地图，按图索骥就能有计划地，有层次地完成大学教育过程。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一定要

走访校企合作单位，倾听用人单位对于实习学生和项目参与者的真实反馈，尤其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这

样一个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业务内容的专业。如企业普遍反映学生在项目实践中文案能力差，效率低

下，就要在增加新媒体写作、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中关于新媒体文案写作能力的专项训练，并且严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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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稿时间。再如过去的人培中的新媒体运营相关实践课程主要针对的是公众号、微博等图文领域的课

程，但是在“去公众号化”的市场条件下，就要适当降低其实践比例，增加短视频创作、直播等实践项

目。同时关注校企合作方行业竞争者的发展，锁定最新的技能要求，尽最大可能消除大学应用类学科教

学的滞后性。又如开设 AI 技术与新媒体内容产出、数据可视化、新媒体国际传播等行业前沿课程，及时

优化调整人培中的陈旧课程，引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行业竞争力。 
2. 实践类课程活页教材的开发 
面对社会和产业环境的演变，陈旧的教学模式已不足以适应时代对高素质人才的呼唤[4]。在项目制

校企合作的方案中，双方导师共同开发活页教材是非常有效的教学改革手段。将对接课程中的实践项目

梳理出来，根据企业的需求建立对应模块，制订 SOP，由校内导师讲授课程理论知识，企业导师发布项

目要求，提供相应案例，共同指导完成实践项目。例如摄影摄像基础课程的章节中会有场面调度设计的

实践项目就可以对接校企合作项目中剧情类视频拍摄，脚本设计中完成场面调度的元素、视点的选择，

画面空间等知识点的学习与实践；在拍摄练习中完成对正反打镜头以及动作轴线等知识点的学习；在剪

辑中完成对合理越轴，动作顺接等知识点的学习和实践。一个项目活页教案就串联起了整个章节中的所

有知识点，并且能够真正体会将知识应用于实际作品创作中的过程。再通过对作品的反馈与修改，了解

企业对艺术作品创作的关注点和评判标准。 
3. 虚拟演播平台的共建与运行 
利用好互联网建立虚拟演播平台能够让校企合作高效地执行。在过去的校企合作中，我们会发现时

空的限制是校企合作中令人头疼的问题。学生上课时间固定，企业的项目实施则不可控，常常出现需要

学生直播或者产出短视频，但是学生当天并没有对应课程的情况。虚拟演播平台的建立与运行就能灵活

应对校企双方时间空间难以一致的问题，减少学生外出的时间和成本，在校内通过虚拟平台完成项目创

作，及时交付和反馈。例如在虚拟演播室就可以完成产品直播和短视频的创编，企业导师也可以通过互

联网进行复盘和指导。这里也需要学校对场地、网络覆盖、设备搭建、人员管理等做出相应的响应。 

4.3. 项目制校企合作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校企合作应是长期的、可持续的。随着合作的深入，彼此信任的加深，企业导师应该走进校园，通

过讲座、汇报、授课等形式与本专业老师和学生进行沟通，带来行业动态、实战经验以及人生感悟。从

理性到感性，从书本到社会实践，从校园到行业一线，架起沟通的桥梁，也能唤起学生对校企合作的兴

趣，从而更投入、更有使命感地完成项目。校方也可以根据师资的优势，面向企业进行培训，完成相应

的社会服务。例如某景区作为校企合作单位邀请礼宾礼仪课程、新媒体运营课程、公共关系课程的专业

教师与从业者进行交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人力素质，也可以让教师了解行业痛点从而找到科研

新方向。总之，无论是企业导师走进来，还是学校导师走出去，都能让未来的合作质量更好、效率更高、

持续更久。 
另外成立基于项目的专业工作坊也是项目制校企合作机制的有效手段。工作坊能够摆脱课程束缚，

以创作团队的形式承接校企合作项目，同时能更大程度地尊重学生的创作意愿。 

5. 项目制校企合作的评价体系创新 

项目制校企合作的最终落点是建立有效、公平的评价体系。评价主体不仅包括双方导师，还包括团

队小组的互评以及项目甲方的评价。在这个多元的评价体系中，校内导师仍然是评价的主体，主要在思

想性、主题上要严格把关，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要结合学生在项目运行中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职

业素养的体现、个人成长变化、创新意识等诸多元素。企业导师结合甲方的评价也应给出公允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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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小组间的互评主要评价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这也是未来执业的重要软实力。在实践项目为主的课

程中尽量使用过程性评价方案，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获得感。 
构建项目制校企合作的评价指标，一般包括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和作品质量三方面。专业能力包括

在项目中学生对于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主题策划、内容创作、平台运营、数据分析等基本能力。职业素

质包括在项目协作中学生展现出的职业态度，职业道德、创新能力以及创作效率。作品质量包括产品本

身的质量以、企业的认可度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 结语 

“校企共赢、项目引领”模式下的校企合作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建设的有效路径。高等教育的最终

目的是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在与企业的“碰撞”中，师生虽在校园却与行业同频，推动专业理念、技术

的更新。企业通过与学校的合作也能激发新的灵感，完成项目预期的同时了解年轻从业者的意愿，实现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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