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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教研室

《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课程在线教学案例

（撰写人：梅俊）

基于学习产出的线上翻转教学探索与实践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

开课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授课教师：梅俊

授课班级及人数：2018 级本科网络与新媒体 1 班、2 班

合计 70 人

授课日期：自 2020 年 2 月 19 日起在线教学

周三（1-4）课程学时 32

授课平台：千聊+QQ 群+抖音直播平台

二、教学内容与特色

《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一门

新开考查课程。该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应用性特点，需要让

学生在学习实践中获取真实的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经验。

在设计该课程线上翻转教学过程中，借鉴了工程教育领域 OBE 理

念，积极推动课程从以内容讲授为中心向以项目实践为中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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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记忆为目标向以成果产出为目标的两大转变。

（一）瞄准前沿，按照项目流程规划教学内容

新媒体领域发展日新月异，新产品层出不穷，不同的产品设

计方法各异，要求教学必须瞄准前沿展开。结合主讲老师新媒体

实践经验，课程聚焦思维与技能两个维度，从技能学习实践入手，

培养思维。按照新媒体产品项目规划流程设计教学内容。将课程

内容总体划分为产品设计和项目运营管理两个阶段。

在产品设计阶段，分为需求调研、需求分析、产品模型设计、

产品模型评审、产品设计开发等环节，在项目运营管理阶段，分

为内容运营、用户运营、活动运营、运营目标达成等不同环节。

通过设置与当前业界新媒体产品实际生产过程一致的学习实践

过程，使学生充分了解掌握实际新媒体产品的生产流程，为毕业

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图 1 课程教学基本流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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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程总体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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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紧贴实践，针对学生特点激发自主活力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教师引导、理论自学、团队实践”的

教学方式。由教师为中心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 00 后大

学生创新意识强、熟悉新媒体产品的优势，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

意识和积极性。同时也对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实践、自我管理的

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1．教师引导。依托千聊、QQ 群等平台，教师讲授直播课程，

展开跟进指导。

图 3 千聊部分授课内容截图



- 5 -

图 4 QQ 群跟踪指导学生部分内容截图

2．理论自学。由于目前该课程没有成熟系统教材可供选用，

教师精选相关理论资料提供给学生自学，同时要求学生结合实

践，自己搜索需要学习的相关资料。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

信息资料搜集，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图 5 部分理论学习资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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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团队实践。发挥学生群体智慧，课程中，学生按照 3-5

人组成项目小组，并由学生自主命名、自主选定产品方向。2018

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2 个教学班，共组建 19 个项目小组。通过

团队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学会合作学习、团队互助。教师在过程

中发挥示范、引导、评价、反馈的作用，以建设性评价姿态，乃

至共同学习者的姿态进入教学。教师开设了抖音、微博、微信公

众号、今日头条号，与学生一起展开探索实践，极大地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

图 6 部分学生项目组讨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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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教师开设抖音号与学生直播连线学习

（三）聚焦成果，依据产品产出检验学习成效

课程最终的学习成果是上线运行的新媒体产品。根据 OBE 理

念，检验学生最终达成的顶峰成果，以此作为学生学习水平的检

验标准。课程目前进展情况看，学生的学习产品成果已经开始初

见成效，19 个项目组的产品 Demo 模型完成，有的已经上线试运

行，并已经出现播放量接近 10 万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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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部分产品 Demo 模型

（四）聚合力量，围绕能力主线推进协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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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传统教育将教学单元孤立分化的弊端，本课程注重聚

合相关课程教学力量，发挥课程体系的协同效应。课程以新媒体

产品项目为纽带，与《广告学基础》《数字多媒体作品创作》《网

页设计与制作》等课程前后呼应、相互关联，确保了人才培养的

整体性。根据相关课程授课老师和辅导员反馈，学生对于新媒体

产品设计相关技术的学习积极性大幅提高。

（五）润物无声，聚焦成人成才融入课程思政

教师在课程授课过程中，注重从育人为先，融入学生、了解

学生所思所想，课程内容中增加学习目标、人生理想等德育内容，

鼓励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正能量的价值观。围绕新媒体内容生

产，积极引导学生研究开发具有社会正能量的相关内容产品，使

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在自主实践中，深刻感悟社会发展与个

人发展的关系，树立远大理想。同时，教师还与辅导员积极联动，

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积极引导学生学习积极性，形成了协同培

养学生的良好关系。

图 9 与学生进行日常交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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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生对教学效果的感受

经过 1 个多月的基于学习产出的线上翻转教学实践，各项教

学活动按照预定计划顺利推进，实施效果良好。通过对 2 个班次

学员的问卷调查，对学生的学习状态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回收

71 份有效问卷。

围绕产品项目展开的学习产出式教学方式比较新颖，学生们

展现出很好的适应能力，有 74.7%的学生表示“适应”和“非常

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只有 2 人表示不适应。

图 10 课程教学方式适应度

对于基于产出导向的课程学习中的关键要素（此题为多选

题），69%的学生认为产品技能的自主实践很重要，54.9%的同学

认为理论及工具的学习掌握很重要。反映出学生对于自主学习、

自主实践的重要性认识比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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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课程学习关键要素

学生也给课程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梳理起来主要集中

在：精讲理论，对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要阐述得更清晰一点；加强

对项目实践的指导；作业难度要注意控制。这些建议为下一步改

进课程教学提供了很好地参考。

图 12 部分建议内容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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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满意度方面，采取 5 分制，根据目前的学习体验，有

80.2%的学生选择了 4 分以上，只有 1.4%的同学（1 位）选择了

不满意。

图 13课程满意度

总结：基于学习产出的线上翻转教学实践初步实现预期目

标，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接下来的教学过程中，还将从以

下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进一步加强对学生项目过程的跟进指

导，掌握学生的产品设计中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关注学生在统筹

管理项目小组上的领导能力培养，增强学生对项目管理的主动意

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