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手动漫行业 共育动画人才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影视动画专业校企合作案例 

一、实施背景 

《“十三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

期我国动漫产业发展思路、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也是今后中

央和地方发展动漫产业的总纲领。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动漫产业

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有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等相关产业的蓬勃

发展。 

大连动漫游产业基地 2004 年建立，是国内最早获得广电总局、

文化部双命名的“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和“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

地”的动漫游产业基地，目前已有 110 余家动漫游企业进驻动漫游产

业基地，动漫从业人员超过万人。近年来，大连的地域优势和成熟的

产业环境，吸引了不少日韩企业进驻基地。随着国内文化产业的快速

发展和大连外向型动漫企业国内市场的回归，大连在国内业界的影响

力已越来越大，当前，随着国人审美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大连企业因

其业已成型的意识、体制和研发能力正成为国内众多知名平台企业如

腾讯、盛大、有妖气等纷纷争抢的合作伙伴，大连动漫游产业正迎来

第二次飞跃的新机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人才短缺的瓶颈。 

企业的发展在于人才的推动，特别动漫企业更是离不开动漫专业

人才。随着产业的不断壮大，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对人

才的专业素养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当前动漫专业人才素养不完全符合

企业所需的矛盾也日趋突出。 



二、主要目标 

我校影视动画专业积极研究探索、大胆改革，拓宽校企合作之路，

成功地将自身办学优势与周边企业资源优势有机结合，自 2012 年至

今，开启了主要针对与（泓谷）大连科技有限公司、大连坐标数码有

限公司、大连傲纳智通传媒有限公司的校企合作之路。现已实现了优

势互补，互利双赢的局面，形成了适合学校发展所需的校企合作方式。 

1、去除校园与企业间的障碍，完善校企共建、共同管理的长效

机制； 

2、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以岗位职业能力需求作为人才培养

的标准，与行业接轨；  

3、改变教师教学理念，规范专业建设为行业服务的中心思想，

建设一支熟悉动漫企业实际技能的师资队伍，建立一支强大的“双师

型”教学团队； 

4、改革教学方法，以岗位需求和动漫省赛、国赛为标准，强化

实践技能教学，在教学中贯彻企业文化精神，实现企业和学校的“无

缝对接”； 

5、引进企业真实项目，师生在各工作坊完成“教学产品”的制

作。 

三、实施过程 

影视动画专业自 2012 年开始在大连动漫办的带领下走访大连动

漫企业，陆续与动漫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进行校企合作，2011

年获批建设“辽宁省创新型实训基地——动漫制作基地”，该实训中



心按照动漫企业生产流程投资 600 余万建立了十余个动漫实训中心。

2015 年加入了由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成立的辽宁信息技术职业教育集

团，后续将完成集团下设的数字媒体中心建设工作。 

1、培养方案校企双方共同制定 

校企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成立了由动漫办专家、企

业专家、专业教师组成的影视动画专业建设委员会，每年不定期的进

行研讨人才培养规格、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实训实习等专业建设问

题，现已形成了《影视动画专业建设标准》、《影视动画中高职对接专

业建设标准》。 

 

图 1 学院领导带领专业教师到合作企业进行调研 



2、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校企双方共同建立 

影视动画专业建有 1个校内动漫实训基地和 13个校外实习基地。

基地具有学生动漫实习实训、动漫岗前培训、校外顶岗等多项功能。

专业重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学改革，一方面把工学结合作为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在实训、实习三个关

键环节强化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提高学生的实际动

手能力。努力实践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另一方面通过调

整工作思路，对接校企合作，综合运用学校和企业的教育教学资源，

（泓谷）大连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我校稳固的校外顶岗实习实训基

地。每年接受近 10名同学顶岗实习。 

 

        图 2 学院领导到校外实训基地走访、看望顶岗同学 

 



 

        影视动画 13（3+2）同学到大连坐标数码有限公司进行岗位认知 

3、师资能力校企双方共同培养 

教师利用假期到企业进行培训，参与公司产品制作，提成教学能

力和实践水平。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建立并完善教师定期到企

业实践、挂职锻炼的制度。教师深入生产第一线，了解最新的技术信

息、熟悉企业的生产环节和制作流程，及时将企业的新观念、新技术

引入教学过程，有效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针对市场设专业，

针对企业定课程，针对岗位练技能”，以实现“校企一体、工学一体、

理实一体”的目标，强力推进校企合作。 

合作企业近几年来为专业 6名教师提供了企业实践的机会，教师

通过深入企业，了解了企业岗位需求、岗位能力、掌握行业最新的技

术，调整教学内容使教学过程中更加贴近动漫企业岗位能力。 



4、“动漫制作工作坊”与企业共建 

影视动画专业将设置角色设计、场景设计、二维动画、三维模型、

三维动画、后期制作、衍生产品等几大教学工作坊。 

工作坊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工作坊通过三种途径获得真实的

工作任务。一是来自企业外包的项目任务，二是学院确定的教学产品，

三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定学习训练项目。工作坊通过积极承接

企业外包项目、学院项目和自主开发项目。 

四、实际成果 

1、建立了以职业岗位需求为课程目标，以职业标准要求为教学

内容，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课程根本的教学标准，专业创新实践了

“准公司制”人才培养模式。参照动漫公司运营结构，改革影视动画

专业内部结构，形成与动漫产品制作流程相吻合的“工作坊”链。实

现了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提高学生职业能力。 

2、专业改革专业课程，学生在校以生产动画“教学产品”为主要

载体，实现“一化三结合”，“一化”即教学做一体化， “三结合”

即职业能力培养与职业素质养成相结合、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结

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 

近 3 年来，与大连千足虫公司合作完成“奔跑蜗牛”二维动画制

作 5000 帧、与大连火狐动漫有限公司完成“护士爱情”漫画上色 400

余幅、与傲纳智通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影视短片制作 30 小时。 

3、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和创业土壤、实现了校企双方

资源的共享互补，实现校企共赢。 



从 2012 年开始，专业与（泓谷）大连科技有限公司保持良好合

作关系，专业先后派出 2010 级、2011 级、2012 级、2013 级的学生

先后到公司进行顶岗实习，累计达到 30 人次，以“合作育人、合作

就业”为指导思想，进一步深化有效的就业创业辅导，其中影视动画

12（3+2）的毕业生何天礼、侯珏于 2013 年 11 月到泓谷顶岗实习，

经过两年的工作积累，两人大胆创业，与 2015 年成立了千足虫科技

有限公司，该公司 2016 年 4月吸纳影视动画两名毕业生到公司就业。 

4、通过校企共建，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在 2014 年辽宁

省工艺美术设计大赛中，2012 级赵爽、李明娇同学分获省一等奖、

三等奖；在 2014 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动漫组比赛中，我校马玉莹同

学喜获国家二等奖，今年 6 月专业再传捷报，专业 2014 级的胡炳全、

陈根两名同学分获 2016 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动漫组国家二等奖、三

等奖。专业通过积极参赛，形成以赛促建、以赛促学的良好机制，不

断树立岗位练技能的氛围，促进学生技能水平的提高。 

5、影视动画专业紧密结合市场需要，与大连坐标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至今公司已为专业同学进行了

多次技术讲座、并为教师学生提供了参观企业、岗位实习的机会；2015

年公司参与专业举办的动漫文化节活动，为专业师生进行了“大连动

漫行业发展现状及动漫技术”讲座，同时担任动漫文化节三维建模大

赛的评委，为专业同学进行作品评审及颁奖。2015 年吸纳专业国赛

获奖选手马玉莹入职，并于 8 月作为公司优秀员工接受大连电视台的

采访。2016 年 11 月将为专业近 60 名同学提供顶岗实习岗位，分别



从模型、动画、剪辑几大核心岗位满足专业同学 2 个月的顶岗实习工

作。 

 

    图 4 国赛二等奖选手马玉莹作为优秀员工接受大连电视台采访 

6、影视动画专业从学生大一开始提前让同学接触工作岗位，让

同学早介入早实践，专业推荐 2014 级近 10 名同学利用和周末及假期

到合作企业大连傲纳智通传媒有限公司进行实习，分别从事拍摄、剪

辑、策划等工作，同时邀请企业技术骨干到校进行技术交流，带领工

作坊师生进行短片拍摄于制作，完成“金地檀溪业主活动”、“大连银

行添金宝产品发布会”等短片拍摄剪辑累计 30 余小时。公司于 2015、

2016 年分别与专业 5 名同学签订了就业协议。 



 

         图 5 公司技术骨干对专业同学进行技术指导 

7、专业徐国艳老师到大连坐标数码有限公司挂职学习时间长达

一年，参与公司项目制作，同时结合三维公司用人需求与企业共同开

发了《三维模型制作》、《三维动画制作》等专业核心课程，同时与企

业共同编写了《三维模型制作》教材，现已结题。 

谷雨老师利用假期到合作企业（泓谷）大连科技有限公司实践，

参与了公司的嗟夫学园动漫设计，主持横向课题现已结项，参加 2015

年辽宁省职业技能大赛（高职教师组动漫比赛）获得省一等奖。 

五、体会与思考 

尽管国家对校企合作大力倡导，也制定了相应的指导方针和原

则，但在校企合作中双方的权利、责任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相关

政策法规的约束与驱动。只凭学校与企业的一纸协议，企业考虑到员



工成本从而导致企业的积极性不高，使大部分企业无暇顾及校企合

作，严重影响其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在合作过程中，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较弱，在顶岗实

习过程中出现不守时、旷工等情况，不便于企业管理。同时由于职业

特点通常需要长达半年的顶岗实习时间，使同学对单调重复的工作产

生倦怠，同学随意离职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也让公司叫苦不迭，影响

了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 

 

 

 

 

案例提供：学前教育与艺术设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