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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影视人才的
核心能力与素养提升路径探究

马凯

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电影学院，海南  海口 571132

摘      要  ：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影视行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对影视人才的核心能力与素养提升提出了新的要求。本

文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影视人才所需的核心能力与素养，为后续设计相应的培养体系建立基础。研究指出，新

质生产力的特征包括高科技应用、高效能生产流程和高质量作品标准，这些特征对影视人才的数字素养、创新思维、

跨文化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通过分析影视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探究提升影视人才核心能力与素养的路

径与策略，为影视教育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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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which pose new requirements for enhancing the core competencies and 

qualiti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alent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re competencies and qualities 

required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design of corresponding training systems.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clude high-tech applications, efficient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high-quality work standards, which place higher demands on the digital literacy,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alent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paths and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encies and qualiti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alent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actic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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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与智能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推动各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影视行业作为文化与艺术的重要载体，亦

不例外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新质生产力不仅改变了影视作品的创作方式、生产流程，更对影视人才的核心能力与素养提出

了全新的要求。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到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从创新思维的培养到团队协作的高效执行，影视人才必须具备适应新质

生产力时代的能力与素养，才能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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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影视行业发展与人才需求

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是经济新常态出现

的生产力新质态，由“高素质”劳动者、“新质料”生产资料构

成，以科技创新为内核、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适应新时代、新

经济、新产业，为高品质生活服务的新型生产力。[1] 其“新”主

要体现在劳动者新、劳动对象新、劳动工具新三个方面，这一概

念的提出，标志着生产力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了科技

创新、数字技术、智能化应用在现代生产中的核心地位。[2]

新质生产力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时代特征。一是依托尖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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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提升效率，如 AI应用于影视剧本创作、特效制作，数字化平台

整合全流程提升质量；二是强调创新驱动与艺术价值，影视作品

需融合技术工艺与文化内涵，推动人才提升创作力；三是推动跨

领域协同创新，影视行业通过与科技、金融等产业协作，拓展艺

术与科技融合的创新空间。

1. 新质生产力下的影视行业变革

新质生产力驱动影视行业多维变革。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

深度介入剧本分析、特效生成等环节，VR/AR技术重构叙事空

间，数字化平台实现制作流程提效40%以上；在内容生产呈现圈

层化特征，短视频、互动剧等形态通过数据挖掘适配分众需求，

文化符号转译强化作品国际传播力；在产业生态层面，金融资本

通过完善担保机制介入制作，流媒体平台依托算法推荐重塑发行

体系，用户反馈数据反向驱动创作迭代，形成跨领域协同的创新

网络。

2.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影视人才的挑战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影视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

深刻变化，对从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首先，数字素养成

为必备技能，人才需熟练掌握各类数字工具与软件，如视频编

辑、三维建模软件，以及具备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以从海量信

息中提取有价值的数据支持创作与决策。其次，创新思维至关重

要，它促使人才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无论是在剧本创作、角色

设计，还是项目策划与营销环节，都能提出新颖独特的创意。

此外，跨文化沟通能力不可或缺，随着影视作品国际化趋势的

加强，人才需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需求与审美，

以促进国际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这些新需求为影视教育与人才

培养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促使教育模式与培养体系的创新与

变革。

二、影视人才核心能力与素养的培养路径

1.数字经济推动下影视人才数字素养的培养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型经济形态，

正成为全球产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引擎，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抓手，赋予了新质生产力更高效率的属性。[2] 数字经济作

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通过技术集成与数据要素重构影视产

业效能体系，迫使影视人才数字素养的结构性升级。该能力涵盖

数字工具操作（视频编辑、三维建模等）、数据分析及智能技术

应用（AIGC、VR/AR），要求从业者既能实现数字化内容生产全

流程优化，又能通过数据挖掘支撑创作决策。

高校需构建“理论－实训－实践”三维培养框架。模块化课

程体系需整合数字内容创作全流程技术，强化智能工具场景化应

用能力；实施校企协作项目制教学，依托短片制作、跨媒介开发

等真实工作场景深化技术迁移；同时搭建数字技术自主研习平

台，驱动个性化能力迭代，形成动态适配产业发展的数字素养培

养范式。

2. 创新思维，影视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

创新思维作为新质生产力驱动影视产业价值重构的核心动

能，贯穿内容创作与产业运营全链路。其不仅体现为叙事范式革

新（非线性结构、交互式视听语言）与美学形态突破（生成式特

效、音效设计），更延伸至全产业链创新，包括基于社交媒体的

精准化传播策略与跨媒介 IP开发模式，形成内容竞争力与商业价

值的双重提升机制。

影视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高校需构建“认知－实践－协

同”三位一体培养体系。设立创新方法论课程群，结合经典案例

解构与数字创作工具实训；搭建跨媒介创作工坊，通过短片竞

赛、互动叙事实验等项目激活学生颠覆性创造力；建立学科交叉

协同机制，联合计算机、人类学等学科开展非遗数字化、智能影

视等课题，系统性培育复合型创新能力。

3.“新质人才”的跨文化沟通与全球视野

“新质人才”具有人类共同体思维与跨文化行动力。在经济

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新质人才”需具备超越地域限

制的远见卓识和智慧，不断拓展自身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资

源、国际化的积累，以及国际文化理解的能力，并能够在不同文

化背景的个体 或团队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作。[3]新质生产力驱

动的全球化生产网络要求影视人才具备文化转译能力，其核心在

于解码多元文化符号系统与审美认知差异。从业者需掌握跨文化

叙事策略，既能精准把握本土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表达，又能实现

跨国合作中的价值观适配，从而构建具有全球传播效力的影视文

本，推动文化软实力与产业价值的协同增值。

在提升影视人才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方面，高等教育应建立

“认知－实践－协同”培养体系：系统性开设文化符号学、国际

制片标准等课程，强化文化解码能力；搭建跨国联合创作工坊，

通过海外驻地创作、国际影展策展等实战场景深化跨文化协作经

验；构建数字孪生文化实验室，运用虚拟制片技术模拟多元文化

传播情境，实现跨文化能力的沉浸式养成。

三、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与实践课程优化

基于培养路径，优化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等教育影视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实践课程显得尤为重要。该优化将综合考虑

教育体系、行业需求和技术创新等多个维度，以培养出能够适应

未来影视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1.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影视人才培养模式

首先，高校应调整课程设置，增加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课程内容，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同时加强实践教

学环节，通过项目驱动、案例分析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思维。其次，高校应加强与影视行业的紧密的合作关系，

通过实习、实训、项目合作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实际的工作经验

和行业洞察。行业专家可以参与高校的教学过程，以工作坊或大

师课的方式为学生讲授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趋势。此外，鼓励

学生参与技术创新项目，如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开发新的

影视制作工具、探索新的拍摄和制作技术等，通过技术创新，学

生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还能够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这种综合性的培养模式能够确保学生在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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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全面的提升，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作用

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是产教融合的重要举措，是加深人才供给

侧和企业需求侧链接的纽带，数智化科技资源整合应用于新质人

才培养，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求在构建深度产教

融合生态的过程中，发挥企业在目标设置、统筹运行、监督保障

等各环节的主导作用，提升行业发展水平，有利于扭转以“人才

培养”为目的的教育侧单向驱动力，转而以产业升级和促进生产

力发展为产教深度融合育人的最终目标。[4]产教融合通过高校与

产业协同机制重构影视人才培养范式，以课程共建、项目嵌入及

虚实融合实训平台搭建实现资源互通。校企联合开发数智化课程

体系，搭建产业化流程模拟基地强化实践能力；构建双师型师资

动态迭代机制，通过行业导师驻校授课与教师轮岗实践确保知识

体系与产业技术同步；依托产学研转化平台将企业真实项目导

入教学全流程，形成人才供给链与技术创新链深度耦合的生态 

闭环。

3. 实践课程的升级与拓展

为了确保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升级和扩展一系列具体

的实践课程内容至关重要。项目驱动教学是实践课程中一种有效

的教学方法，通过实际项目驱动教学，让学生在项目中学习和应

用所学知识。项目可以是短片制作、动画项目、特效制作等，学

生在项目中担任不同的角色，完成项目任务，从而提升团队协作

能力和实践能力。创新创业教育的优化也是培养高等教育影视人

才的重要途径，高校应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参加大学生

创业创新大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为此，高校可

以设立创新创业基金，支持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并提供创业指

导和孵化服务。此外，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拓展实践课程的国际

视野同样重要。通过国际交流项目、海外实习、参加国际电影节

等方式，让学生接触国际先进的影视制作技术和理念，提升跨文

化沟通能力。这些实践路径的实施，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实践能力，还能为影视行业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

人才。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多维特征共同塑造了对影视人才的新期待，这

些期待集中体现在数字技术的熟练掌握、创新思维的活跃运用以

及跨文化沟通的高效实现。高校应革新影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

课程体系，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关的新技术课程，强化实践教

学，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确保实践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全方位提升影视人才的核

心能力与综合素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时代影视行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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