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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建设情况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文创产业学院是艺术设计系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平台，2022 年 10 月份第一期工程建设完成，产业学院内有“数字影像技

术专业产教融合基地”及“大湾区动漫游戏设计人才培养基地”，实用面

积 400 余平米，内设有展厅、洽谈厅、头脑风暴室、摄影棚、大师工作室、

项目组工作室、多功能交流厅等功能室，可容纳 60多名学生参与产教融

合项目实训。文创产业学院除基础装修部分为学校出资，其余办公用品、

电脑等设施设备全部为企业投资，其中投入项目用电脑 80余台，总价值

约 100 万元；影视器材及设备价值 50多万元。学校内还建有两个影视、

动漫专业实训室，装备有联想计算机工作站 150 台，总价值 2550000 元。

文创产业学院二期已经完成立项申报，计划与东莞市摄影家协会深度合

作，共同打造“东莞市青少年影视人才培养基地”，发挥经贸学校地处莞

城文化教育中心的地理位置优势，协助附近几所重点中小学、初中、高中

共育影视人才。二期工程还规划有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牵头打

造的元宇宙 3D内容人才创作“职教工场”，以及东莞市高技能实训中心

经贸学校新媒体内容分基地两个项目。

经贸文创产业学院（含数字影像技术专业产教融合基地）建设一年以

来，充分发挥“政、行、企、校”协同育人机制，与东莞市文化馆、东莞

可园博物馆、东莞市广播电视台、东莞阳光网、东莞市美术家协会、东莞

市摄影家协会、东莞市松山湖科技创业促进会、广东工业大学华南设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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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东莞市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中科智谷--中国玩

具产业城、百鸣集团、东莞市梦行悟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东莞新领袖教

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众多行企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大量

的、不同层次的真实项目实践机会。学生通过参与企业项目实践，提升了

学习兴趣、收获了专业自信，学校的办学效益也得到了社会、家长的认可。

2023 年 3月份至今为止，接待了包括外省市教育局、各中职高职本科院

校、行业、企业等近 40余家单位约 2、300 人来文创产业学院交流、学习。

具体内容见下表

建设任务 2023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

点）

完成情况
任务完成

率(%)
佐证材料编

号
任务 具体任务

1 合作机

制建设

1.1 完善“政

行企校”协

作育人机制

1.2 成立东

莞市经济贸

易学校数字

影像技术专

业建设委员

会

1.1.1 目前已经和

东莞市广播电视台、东

莞阳光网、东莞可园博

物馆、东莞摄影家协

会、东莞市梦行悟空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东莞

新领袖教育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广东工业大

学华南设计创新院、东

莞市职业技术学院等

十多家单位建立深度

合作关系，真正实现

“政行企校”协同育人

机制。

1.1.2 成立了学校、

企业、行业协会成员为

主的专业建设指导委

员会

已完成 100%

1.1.1（P2-P9）

1.1.2（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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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教

学改革

2.1 教育、教

学评价制度

和机制

2.2“岗课赛

证”综合育

人

校企“双主

体”人才培

养方案

2.3 项目驱

动教学改革

2.4 制定专

业课程教学

大纲与模块

化指导方案

2.5 制定基

于项目与案

例的校本培

训教材编制

计划

2.1.1 引进项目工

作室，以项目驱动教

学，以真实项目验收标

准进行评价，并结合业

绩奖励。

2.2.1 企业全程参

与数影班的专业课教

学及项目工作室教学；

2.2.2 专业课教学

内容全部对接数影专

业岗位；

2.2.3 在 2023 年东

莞市短视频竞赛中，数

影专业学生获得一等

奖 1项，二等奖 1项；

2.2.4 目前正在联

系数字影像技术 1+X

证书试点单位；

2.3.1 专业课、项目

工作室均采用项目教

学；

2.4.1 已经制定专

业课程教学大纲，并采

用模块化教学；

2.5.1 已经开始编

订数影专业校本教材；

基本完

成
90%

2.1.1
（P11-P12）

2.2.1（P13）

2.2.2（P13）

2.2.3（P14）

2.2.4（P14）

2.3.1（P15）

2.4.1
（P15-P16）

2.5.1（P16）

3 竞赛考

证辅导

3.1 申报《数

字 影 像 技

术》1+X”证

书试点院校

（2023 年 6

月）

3.2 申报《数

字 影 像 技

术》竞赛项

目（2023 年

6 月）

3.3 其它专

3.1.1 目前正在联

系数字影像技术 1+X

证书试点单位；

3.2.1 已经成功申

报短视频项目东莞市

赛，并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完成竞赛组织

工作；

已完成 90%

3.1.1（P17）

3.2.1（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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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相关竞赛

辅导

4 实训基

地建设

4.1 大师工

作室

4.2 影视设

计工作室

4.3 文创编

导工作室

4.4 企业项

目组工作室

4.5 部分理

实一体化实

训室

4.1.1—4.1.4 在基

地内建设有台湾知名

新媒体陈浩群大师工

作室；影视设计工作

室、摄影工作室、文创

编导工作室、企业项目

工作室等；

4.5.1 基地内建设

有历史一体化实训室

已完成 100%

4.1.1— 4.1.4
（P18）

4.5.1（P18）

5 实习实

训计划

5.1 规范制

定 学 生 见

习、跟岗、

顶岗实习计

划（2022 年

6 月）

5.2 制定《企

业师傅教学

管理条例》、

《专业教师

入驻企业参

与实践管理

办法》

5.1.1 已完成学生

实习、实训等工作计

划；

5.2.1 已制定基地

各项管理制度

基本完

成
90%

5.1.1（P19）

5.2.1（P19）

6 师资队

伍建设

6.1 完善教

师培养培训

制度

6.2 定期安

排专业教师

到企业实践

和轮训

3. 校 企 融

通，双师型

教师培养

6.1.1已有3名学校

教师在基地进行为期

2个月的实习；

6.2.1 有多名专业

教师定期在基地参与

实践；

6.3.1 经常开展校

企教师专业研讨，共同

提升；

已完成 100%

6.1.1（P20）

6.2.1（P20）

6.3.1（P20）

7 合作成

果总结

1.教学改革

典型案例

2.教师成长

典型案例

7.1.1 随着项目制

教学与工作室的制度

的深入开展，一年来已

吸引近 40 家兄弟学

基本完

成
90%

7.1.1（P21）

7.2.1（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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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企合作

相关课题研

究

4.其它合作

成果

校、单位来基地考察；

7.2.1 校企合作专

班从入校时德育评分

最差，一年后到全校前

三，班主任老师也获全

校优秀班主任称号；

7.3.1《东莞经贸数

字创意产业职业培训

基地 》获省级课题立

项；

7.4.1 成功申报东

莞市高技能实训基地

经贸学校新媒体项目

分基地

7.4.2 顺利通过教

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

发展中心元宇宙 3D 内

容创作人才培养“职教

工场”认定

7.3.1（P22）

7.4.1（P23）

7.4.2（P23）

注意：1.建设任务及预期目标要对照申报表填写；2.具体任务、

验收要点及佐证材料的编号要对应，方便评审专家查阅

二、取得主要成效

经贸学校数字影像技术产教融合基地完全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设置

相关的专业课程，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掌握实际工作中所需的知识和

技能。企业与校内老师共同参与课程开发及授课。并通过以赛促学,以赛

促练,以赛促干增强学生的技能实操水平，通过参加各种技能竞赛，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也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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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共参与 3 项东莞市技能竞赛和其他相关专业参赛辅导工作，短视频项

目以及数字艺术设计项目分别获得东莞市赛一等奖，另还有二等奖两项；

考证工作方面，我们已经开展游戏美术设计 1+X 证书考点申报工作，以及

数字影像技术等级证书培训，全面实现“岗课赛证”贯通培养。

（一）近一年来落地的项目和部分成效（见下表）

序号 具体项目 主要成效 时间

1
校企共建数字影像技

术企业专班

校企共同招生、共同
培养，实现校企“双
主体”育人机制

2023 年 9月

2
打造“双师型教师”培

养基地

已四名学校教师在数
影基地为期两个月的

实习
2023.3—12 月

3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和
教学资源库建设

已经完成部分教材及
教学资源库建设

2022 年至今

4
陈浩群大师工作室建

设

引入东莞台商协会、
国台办等部分项目带
领学生参与制作，目
前已完成40多集内容

制作

2022 年至今

5
艺术设计系视频号创

建
校企合作参与系部视

频号内容建设
2022.10

6
东莞可园博物馆线上

数字展厅建设

师生参与线上 360 全
景数字展厅采集、设

计工作
2023.6

7
东莞阳光网实时新闻

视频制作

制作了 50多条，录用
38条，点击率最高达
80多万，10 条上同城

热搜

2023.4 至今

8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海峡两岸文化宣传-

福建天气晴

完成40多集宣传片制
作

2022.10 至今

9
百鸣集团电影预告宣

发制作
已完成大量电影预告
宣传短视频制作

2023.3

https://www.so.com/link?m=bxqUEUrvifExjag3yozxrG9DyWAwZ86+1A5CByNS+fUyLxyJi2WNWQ7ZI7Wgx9JWpUINu2bAbT6b1C9CznedlFw+1t2822gh04TcCcBdLjOnsEkVFpeEvtxPOgQVjLiFibkCyrVbCfSLYJzbd5TF873EDkH2VJNnoX8advu8nG+T6a6xuUXp2eMEuon6yPAftfkxGRJJSJduhqHU+
https://www.so.com/link?m=wayZcNfkRuLfeDvU8Dfuzgs5TRkuq0Jk34NotrqLJILiVkinl7jkg9ZAJQxGzfmL1b2tDeUY76hJzm49UyLeo6M4nAF00RpJtbzgDuTVHerCu24uOvocwGqNoSqH2yvRIDgS5KfqBWEDqHdivPG/IKgWHe61FTwFMpuMv9FehFArMIKxdEJGEh7ca390wqhjSDvLuMt7jWkHf9pJ1kCyGPYs3wyacrbLpbeTnBLwBWSkF6TQ2m5D0jRzKimRqcDGP0wXa5ffXLmjqjaIZzms4RO0NjuB3j231lH156MP7y1f+Xy3Vxk3V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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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盟大集团电商视频制

作
两周完成35条短视频

制作
2023.4

11
中科智谷-中国玩具产
业城战略合作伙伴

动漫、新媒体等内容
制作

2022.10 至今

12
东莞市高技能实训中

心分基地
新媒体项目分基地，

开展社会培训
2023.10

13
东莞市短视频竞赛组

织、参赛

承办赛项，43支参赛
队伍以及师生同赛，
数影专业师生参赛获
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1
名，企业老师参与辅

导

2023.11

14
元宇宙 3D 内容创作人
才培养“职教工场”

数字艺术设计等产教
融合项目

2023.11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校企双

方达成一致的培养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协调工作安排，由于学生各

方面还不成熟，校企合作要想实现“共赢”也是非常难的，追究需要有产

教融合专项资金的投入。

（一）存在问题

1、因为学生参与稳定性、时效性不够，学校活动又比较多，还有漫长的

寒暑假等（企业不可能有这么多假期），很难保证项目的持续性和时效性，

导致企业不敢放项目过来（企业项目完成不了的话要承担违约风险）。没

有学生参与项目，合作企业就很难实现盈利，同时又缺乏产教融合专项经

费支持与投入，在企业没有盈利的情况下校企合作难以长久维系。

2、学校教师参与度还有待提升，要做到产教深度融合需要学校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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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教师的积极配合与支持，校企合作是非常脆弱的，哪个环节推动

受阻，就可能随时夭折，因此需要有完善的配套机制、激励措施，否则很

容易流于形式，激励措施。

3、大部分中职学生升学，影响了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积极性，企业辛苦付

出培养出来的学生，最终无法为企业服务，这点也是对产教融合开展的极

大考验。

（二）改进措施

1、尽快出台关于教师开展产教融合工作的激励措施与评价细则，要将产

教融合工作开展成效跟职称评定、绩效考核、评先评优等挂钩。

2、出台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经费投入管理细则，加大对产教融合的项目

投入，实现校企双赢。

3、完善学生参与产教融合项目的管理制度，做到学生参与项目有据可循。

4、联合合作企业、高职申报现代学徒制班，实现中、高、企贯通培养，

解决学生升学、企业用人的需求。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1、数字影像技术产教融合基地建设三部曲：先“有”起来、再“好”起

来，最后“精”起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引进不同层次的项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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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混合式”校企合作平台建设。

2、教学成果、育人成果凝练，产教融合型课题申报；省级、国家级教育

教学成果奖申报。

3、继续参加各类竞赛及行业赛事，争取国赛取得优异成绩。

4、产教融合成果推广、分享，打造数字创意内容市域产教联合体。

5、继续优化校企合作模式改革，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将文创产业学院

（含两个基地）打造数字创意内容设计人才深加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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