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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和课程建设能力提升

全媒体运营“双师型”师资培训实施方案

一、培训背景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

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直接关系到高职高专院校教育教学质量,是决定高职高专院

校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2002年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师

资队伍建设的意见》,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作为发展职业

教育有效途径之一,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2022年 5月 15日

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高专)院校师资队

伍建设的意见》中也论及建设一支理论根底扎实，又有较强

师资培训的双师型”教师队伍。2022年 3月 3日，国务院

批转《教育部 2022-2022年教育振兴行动方案的通知》，将

大力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鼓励企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管理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担任专兼职教师作为未来五年

教育振兴行动方案的重要内容。2022年 10月 8日，国务院

做出《关于大力开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把开展职业

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开展的重要根底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要求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高职院校教师的“双师型”师资

培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培训，提高实践操作能力，提高专

业技术素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人才，满足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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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目标

通过本次培训可以让学员熟悉全媒体运营的基本概念

和原理、掌握全媒体内容创作的技巧和方法、熟悉全媒体推

广的策略和技巧、提升全媒体运营的实践综合能力。同时，

在培训过程中，教师通过与行业专家的互动，了解行业的需

求和变化，将这些信息与课程内容相结合，使受训教师后续

教学更具实际应用性。

本次培训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熟悉全媒体运营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2. 掌握全媒体内容创作的技巧和方法。

3. 熟悉全媒体推广的策略和技巧。

4. 了解全媒体数据分析和监测方法。

5. 更新学科专业知识

（二）培训对象

高等职业学校计算机类课程专兼职教师。

（三）培训需求分析

根据教育部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高量

建设要求，明确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高

质量建设，健全教师标准体系的要求的同时，为了适应数字

媒体行业发展趋势，通过问卷调查 5所高职计算机类专兼职

教师，有 87%的教师对培训的需求聚焦在如何掌握新媒体行

业的全媒体运营方面，主要内容包括全媒体运营策略、内容

策划、图文制作、短视频拍摄和内容制作等技能。

除了专业能力和实践学能力的提升，教师尤其希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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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培训增进行业和院校之间的交流。基于行业、院校交流，

感受不同学校的校园文化、体验企业的特色发展理念，开拓

视野，实现校企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促进职普融通、产教

融合。

（四）培训模式

实行集中授课：采用专家讲授、讲练结合、案例分

析、操作演示等集中考核形式进行。培训时长 7 天，

56 学时，每班 45 人。

（五）培训专家团队结构

本项目的专家团队包括高职院校的教授、专业带头人和

骨干教师，以及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技能大师。企业高级技

术人员负责前沿技术的介绍、知识的深化和更新、案例和技

术实训类课程；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负责课程实施案例

类课程。

三、培训单位

（一）牵头单位

学校做为牵头单位，为国家级“双师型”教师培训

基地、教育部首批信息化试点优秀单位、中国电教馆首

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

技术学院、自治区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自治区优质高

等职业院校和自治区“双高计划”建设单位、首批自治

区级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学校、自治

区优秀省培基地。学校有正高级职称 19 人（二级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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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副高级 133 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 201 人，

博士研究生 5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自治区突

出贡献专家各 1 人，黄炎培奖 4 人，“草原英才”工程

高技能人才团队 1 个，开设电子信息技术等 33 个专业。

2013 年牵头成立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教育集团，按照

“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实施”的原则，

充分凝聚“政行企校”各方资源，涵盖政府部门、行业

协会、企业事业单位、高职院校、科研机构等理事单位

156 家。

（二）合作单位

合作单位包括内蒙古汇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北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2 个公司均全力支持培训项目

的申报作，协助牵头单位及其他各成员单位共同为培训

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

（三）牵头单位与合作单位协作机制

1.实施长效运行机制。

成立 2024 年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

项目工作专班，全面负责学校的师资培训工作，从项目

管理到过程实施，均有稳定的管理团队，责任分工明确，

管理经验丰富。

2、校企合作机制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31667503799318&rq=ef&pd=ee&from=ps&query=%E6%B5%99%E6%B1%9F%E4%B8%AD%E7%A7%91%E8%A7%86%E4%BC%A0%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31667503799318&rq=ef&pd=ee&from=ps&query=%E6%B5%99%E6%B1%9F%E4%B8%AD%E7%A7%91%E8%A7%86%E4%BC%A0%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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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与合作企业按照“优势互补”原则，共同

制定培训内容。

3.实施考核评价机制 ,

对参训学员进行考核评价、跟踪反馈、成果总结

四、培训内容

（一）培训内容

本次高职院校教师的“双师型”师资培训，将通过

为期六天的集中学习和实践锻炼，主要专注于教师提升

全媒体运营方面的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培

训，使教师具备“全媒体运营师”职业岗位能力，使教

师在后续的教学中，能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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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安排

课

程

安

排

阶

段
模块 课程

学

时
内容要点 培训方式 1 授课

教师
单位 职称

第

一

天

基础知

识

全媒体基础知

识
8

1、全媒体行业背景；

2、全媒体政策背景；

3、媒体深度融合下的全媒体现状；

4、全媒体传播矩阵分析；

5、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矩阵特征；

专家讲授
刘 纪

元

内蒙古汇科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工 程

师

第

二

天

全媒体

运营

运营策略与营

销
8

1、全媒体运营思路;

2、全媒体运营策略；

3、全媒体运营概念及特点；

4、全媒体内容概述；

5、全媒体各类内容特点；

6、全媒体内容营销；

专家讲授
陈杰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教授

第

三

天

图文策

划与制

作

图文策划 4

1、图文创意策划；

2、文案撰写；

3、图文传播矩阵分析；

专家讲授

讲练结合

研讨交流

孟 庆

新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教授

图片编辑和排

版
4

1、图文制作工具；

2、图片制作；

讲练结合

案例分析 刘芳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副 教

授

第

四

天

短视频

策划与

制作

策划与拍摄 8
1、全媒体短视频发展趋势；

2、全媒体短视频策划与拍摄；

专家讲授

讲练结合

丁 艳

会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副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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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第

五

天

短视频

策划与

制作

短视频制作 8
1、常用剪辑工具；

2、视频剪辑方法和技巧；

专家讲授

讲练结合

案例分析

丁 艳

会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副 教

授

第

六

天

数字媒

体交互

制作

交 互 作 品 动

画、交互制作

详解

8

1、基础界面介绍；

2、组件介绍；

3、时间轴介绍；

4、基础动画分类介绍；

5、关键帧动画制作；

6、进度动画、变形动画制作；

7、其他动画相关内容制作；

8、逻辑设定与交互制作；

专家讲授

讲练结合

案例分析

许 壮

壮

北京北测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工 程

师

第

七

天

数字媒

体交互

制作

交互作品案例

制作
8

1、实操案例解析；

2、案例制作；

3、实操练习

专家讲授

讲练结合

案例分析

许 壮

壮

北京北测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工 程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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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特色与创新

1.培训内容对接时代发展

本次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对自媒体行业，以“抖音、

“小红书”等多媒体平台为媒介，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

通过运营真实的 IP 帐号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全程

项目案例教学。通过该培训，学员将能够熟练运用各类

数字媒体平台和工具，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和行为有效实

施全媒体传播战略，提高品牌影响力和用户参与度。

2. 培训内容的设计对接教师的实际需求

根据前期调研结果，根据教师的实际需求，设置针

对提高全媒体运营能力的培训课程模块，优化培训体系

和能力成长路径，做到按需施训，同时将师德素养、工

匠精神、职业精神等融入到培训内容里。

（四）成果产出

1.自己 IP 账号：每个学员运营个人的 IP 账号。

2.图文资源：图文策划方案，不同风格的图文介绍

文本、图文带货文本。

3.视频资源：视频策划角本，多个展示视频。

4.交互作品：特定主题的交互作品。

5.团队协作与创新能力：教师能够积极参与团队协

作，共同探索和实践全媒体运营的技巧，提出创新性的

意见和建议。

五、训后跟踪服务措施

纵观以往的师资培训，常出现一种令人遗憾的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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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培训时轰 轰烈烈，培训后鸦雀无声。参训教师普

遍反映，他们很想在教学实践 中尝试培训中所学到的

知识和技能，但具体操作中遇到了困难，因缺 乏后续

的帮助和指导，便很快又陷入迷茫的困境。因此培训后

的跟踪 指导是我们承办培训院校和每一位培训者都要

认真、扎实地去做的一 个工作，以确保培训得以有效

的转化，和延伸。培训后的跟踪指导是由“计划-实施-

评价-改进”四个阶段形成的循环系统。

1.计划：明确跟踪指导的内容。通过问卷、访谈、

课堂观察等方式，了解培训后教师的教学行为表现和教

学效果，根据每位教师自己制定的专业发展目标，确定

跟踪指导的内容。

2.实施：采用混合模式进行跟踪指导。

（1）面对面。承办培训院校深入学员所在学校或

地区，与学员直接交流，对学员专业课程及教学实践中

的问题、困难与要求，及时采取措施给予指导。

（2）在线指导。针对学员分散、时间精力有限等

特点，依托网络优势，建立钉钉学习群，微信学习群，

开展与学员教育教学经验交流，疑难问题解答，课堂教

学问题咨询等活动。

3.评价：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在

过程性评价中注重发展性评价，特别关注学员的知识、

技能和教育价值观等有没有得到新的提高和发展。

4.改进：对跟踪指导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处理，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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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经验进行归纳，并建立跟踪指导档案，作为以后可资

借鉴的宝贵财富，并且这也是下一个阶段计划制定的起

点和依据。

六、培训保障

（一）培训资源情况

学校设有 13 个能够满足项目实施的实践教学基地

或场所，且实践教学过程中配备实践教学指导教师或评

价专家，培训教学实训基地 6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21

个，校企合作单位 199 个，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骨干专业 3个，申报国家级大数据专业群“双师型 ”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我校为内蒙古唯 一获教育部评选

的信息化能力提升培训基地，我校的“基于城市数据大

脑的智慧交通车路协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被教育部拟

定为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自治

区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自治区大数据教育实践培

训基地，高职院校“数字校园标杆学校”。

教学有实验实训场所 10.4 万平方米；学生公寓餐

饮等生活场所 13.5 万平方米；文体活动场所 7.9 万

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1.48 亿元；藏书 77.29 万

册，电子藏书 4915GB；数字化教学资源覆盖了全部多

媒体 教室；无线网络覆盖全院，实现了智慧校园。有

学术报告厅、会议室等 13 余个，培训教室若干，机房

20 余个，可同时容纳 1000 人左右，各类专业实验室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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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勤保障

成立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工作

专班，全面负责学校的师资培训工作，从项目管理到过

程实施，均有稳定的管理团队，责任分工明确，管理经

验丰富。

建有智慧教室、高端实训室 ,所有实训教室均配有智

能化教学设备、多套显示设备、无线智能网络、及智能

录播设备和空调等相关配套设施，所有设施设备均满足

相应的国家安全要求标准，能满足培训安全按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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