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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上海版专文化管理系
艺术设计（中法合作）专业已连
续三年就业率达100%，出版商务
（文化媒介与版权经纪）（中法合
作）专业连续三年就业率超96%。

和李朋睿一样，在谈及母校
的育才理念时，2016年从上海版
专毕业的优秀毕业生、思尔腾茸
城总经理孙兴龙有感而发。大
二起就在城艺会实习的他毕业
后在那里留任工作了四年。“这
个实习项目与我的兴趣爱好和
职业规划十分契合。每个暑假，
我都会学到新知识，比如如何策
展，如何与艺术家和画廊交流。
我还实践了画廊经纪人的角色，
服务青年艺术家，为他们策展、
布展、销售。”

在校期间，文管系学生实习
足迹遍及剧组、版权交易中心、
拍卖行等。“系部的育才思路是
培养跨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希
望学生尽可能多了解其他行业
和专业。”之前种下的这些种子
如今已然萌芽，现如今的孙兴龙
正在做的工作是将艺术文创带
到乡村。他有个梦想是在乡村
开画廊，激活银发经济和庭院经
济。

上海版专文化管理系主任

王红英表示，一直以来，系部非
常重视产教融合，由文化管理系
师生共同参与创作的商业古装
剧《南宫谣》首播成功就是一个
典型的案例，是师生跨领域跨学
科开展真学实做的成功实践。

在王红英看来，影视创作与
制片管理是一门跨学科的艺术，
教学必须紧跟行业需求，以实战
经验推动学生综合能力的培
养。“后续文化管理系将持续打
通课堂、片场、市场的人才培养
链，以行业需求为风向标，锻造
兼具审美判断力、技术执行力与
文化传播力的复合型影视新势
力，推动学生高质量就业。”

“不管是艺槌爱心公益项目还
是城艺会，都是我们系部的品牌项
目，学生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得到快
速成长。”王红英表示，前者融入了
创新创业、课程思政等内容，从艺
术创作到征集作品到评选、办展、
拍卖等，悉数由学生参与，有效搭
建“三全育人”专业实践教学创新
平台。后者则通过和主办方长达
10年的合作，开展短学期实训项
目，企业导师全过程手把手带教，
培养出了一批学生骨干，全流程、
多方位、多维度训练学生，实现学
生专业素养与素质教育全面化。

当你的老师是爆款短剧导演
上海版专文化管理系在产教融合下推动学生高质量就业

今年4月3日，
由上海出版印刷高
等专科学校（以下
简称上海版专）作
为指导出品单位制
作的古装剧《南宫
谣》在爱奇艺视频
平台热播，该剧凭
借精良的视觉设
计、考究的“服化
道”细节与跌宕的
剧情迅速登上全网
短剧热播榜首位。
殊不知，该剧总制
片和导演正是上海
版专的文化管理系
老师孙林。

《南宫谣》的爆
火并非偶然。近年
来，上海版专文管
系积极推进横向项
目，以创新为导向
的教学模式，系部
领导带队利用暑期
积极调研横店影视
城，开拓多家影视、
服化道、剧服中心
等单位建立实训基
地。支持专业教师
利用假期躬身行业
一线，历练本领，反
哺教学改革，构建
双师型人才队伍着
力培养应用型人
才，为学生的就业
保驾护航。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去年8月16日，《南宫谣》在
横店开机。

走出影视基地，走进课堂，
孙林亲自将实战经验传授给学
生，让学生亲自参与体验海报制
作与宣发等实战化项目。

“短剧快要上线的时候，我
将平台对海报设计的要求给到
学生，让他们根据市场要求制作
海报。”有别于纯理论的宣讲，本
身就是一家影视公司创始人的
孙林更愿意在课堂上分享鲜活
的案例，让学生能了解受众的喜
好。

该校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专业的大二学生张乐也参与了
《南宫谣》的海报制作。她告诉
记者，“以前接触市场的东西比
较少，在网上看到一些影视剧海
报作品，觉得自己参与制作遥不
可及。通过孙老师的一步步分
解式讲解，传授海报排版制作的
技巧，我豁然开朗，看着自己的
作品，觉得制作海报也没那么难
了。”

这次与市场的近距离接触，
让张乐和同学们受益匪浅，“我
所在的班有50余人，每位同学都
参与了。老师讲的都是满满的
干货。掌握了原理后，我们用自
己的理念发挥想象力做设计，很
有成就感。”

《南宫谣》的这次试水给了
孙林一些启发，在系部的支持

下，他尝试将短剧的制作过程拆
解，从剧本创作阶段到分镜到撰
写脚本到拍摄到后期剪辑等，一
一制作成课件。“未来，学生们可
以全流程参与，结合平时所学技
能，协助做一些基础的导演分镜
工作。”自己当制片人、导演是一
码事，手把手教学生们如何当制
片人、导演又是另一码事。为
此，他没少研究头部公司做的爆
款剧，逐帧对比，试图破解这些
剧火起来的内在逻辑和流量密
码。

为了让课程内容更加接地
气，孙林有意识地将剧组里的
一些日常工作拍成花絮，将拍
摄工作“还原”到课堂上，学生
们可以直击导演如何与演员讲
戏，如何设计服化道，如何做宣
发的现场，听老师讲述选角、拍
摄、后期剪辑、调色的幕后故事
和技巧。

孙林还将这些和市场深度
接轨的鲜活素材放入数字媒体
综合案例库，打算持续更新。

所谓教学相长，孙林表示，
自己并未一味在课堂上输出，

“不少大学生会追星，选角的时
候，我会在课堂上听听学生们的
建议，希望更能get到年轻观众
的心理。在剧本优化、分镜脚本
撰写、服化道设计等环节，师生
们也会头脑风暴。只要建议合
理，我会择优采纳。”

其实，在上海版专，“真做实
学”的项目不止这一个。由文化
管理系师生创立的“艺槌爱心公
益”项目已有11年的历史。该
项目结合专业课程教育特点，以
学生为主体开展艺术创作、举办
艺术品展览，最后所有流程按照
市场实体拍卖公司进行，竞拍所
筹善款用于慈善捐赠与乡村振
兴及边远山区的爱心支教。

据统计，自2014年项目开展
以来，艺槌爱心公益项目筹得善
款41.25万元，艺槌爱心支教团
队奔赴祖国11个省市对贫困山
区儿童开展暑期爱心艺术支教
和志愿服务活动，累计帮扶达
1530人次，帮扶时长超过3000小
时。

在上海版专文化管理系，还
有一个老牌项目是城艺会暑期
社会实践。自2017年起，AArt上
海城市艺术博览会主办方与学
校达成校企合作关系，每年暑期
会有20~30名学生参与该项目。

从展品的选择与定位，到策
展的基本步骤；从确定艺术家参
展作品，整理艺术家资料，到设
计海报、展签与物料、撰写新闻
稿等都由学生全程参与。

专科在上海版专文化管理
系就读的李朋睿曾参与了这些
品牌实践项目。

在版专就读期间，他曾担任
过一次“艺槌爱心公益”项目的
拍卖师，那次经历让他印象深
刻。“起初的一两件拍品是由平
时给我们上拍卖实务课程的余
成瑶老师拍卖的，余老师本人就

是上海大公拍卖有限公司总经
理，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她现场
手把手传授拍卖经验，教我们如
何使用规范术语，给我们讲述行
规。之后，我们六位学生拍卖师
上台了。我当时拍卖三件拍品，
最后成交了两件，这大大提升了
我的自信心。”

创办于2012年的城艺会是
中国大陆首家面向国际的酒店
型艺术博览会。李朋睿告诉记
者，在第 11 届城艺会筹备期
间，他以城艺会负责人助理的
身份，承担起学校志愿者的调
度和协调工作。第12届城艺会
筹办前夕，考虑到升本后自己
就读的是上理工的设计类专
业，于是便报名了现场策划设
计师岗位，负责海报设计、现场
导视设计等。

“这个产教融合项目让我受
益匪浅，经过两届的实习，我已
经能大致了解一个博览会是如
何运转起来的，个中细节十分繁
琐。”李朋睿介绍说，就以今年为
例，海报调色时就出了意外，电
脑上的调色和实际打印出来的
不太一样。我们群策群力，在最
后关头解决了难题。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
到：学校的资源平台如同职业发
展的‘导航仪’，而个人主动性就
是持续前进的‘燃料’。实训项
目不仅让我获得短期实践机会，
更打开了与行业长期互动的窗
口——保持专业投入、积极跟进
项目动态，才能让品牌实训项目
持续产生复利效应。”李朋睿说。

将短剧制作全流程拆解成课件
把鲜活素材放入案例库

通过品牌实习实训项目
助学生模拟就业预上岗

以行业需求为风向标
打通人才培养链

艺槌爱心拍卖会现场。

文化管理系领导带队调研横店影视城。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