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办学基本情况 

电影学本科项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把握教育主权。坚持以党建统领全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立德树人工作，坚持立德先立师，坚持支部教师“双带头人”和

“两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两学一做”教育学习活动。项目采用“3+1”模式，依托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科优势，引进东西大学数字内容学院教学资源，致力于打造华中地区有

影响力的影视后期特效人才培养基地，培养具有“中国心”的创新型、应用型、国际化影视

后期特效专业人才。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和行政领导下，项目设中外合作办学联合管理委员会，对合作

办学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商榷，并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内设立中韩新媒体学院为执行机构。学

院成立中韩新媒体学院直属党总支，在管理模式上采用院党总支委员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形成决议、决定，再召开院长办公会，根据党总支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具体进行工作布置

和抓落实的模式。  

    本项目现有学生 580 人，教职工总人数 78 人，2017 年参与项目教学的老师共计 57 人。

现有教学设备 1390 件,专业实验室 10 间,专业图书馆藏书 4168 册,能够充分满足项目教

学与科研需求。在中韩新媒体学院党总支的带领下，本年度共发展学生预备党员 20 人，另有

5人如期转正。 

二、人才培养  

坚持国际标准，坚持市场导向、问题导向、质量导向、特色导向，以能力素质培养为核

心，为文化产业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1、完善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外方优质教学资源引进。

2017 年本项目共引进外方课程 14 门，其中，学科基础课 9 门，专业课 3 门，实践课 2 门。

基本实现课程体系与外方资源的整体对接。   

   2、 发挥合作办学优势，强化实践教学。中韩新媒体学院产学工作室正式投入使用，使得

本项目学生均有机会在国内接触和掌握国际影视后期前沿技术和最新发展趋势，参与产学项

目，有效提升了本项目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3、依托项目制教学与学科竞赛，强化人才专业竞争力。本年度电影学教研室积极组织开

办各类活动，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本年度共获得奖项 35 项。 

三、师资建设 



	
	
	

	
	

为加快两个国际化教师梯队（“双师型”教学梯队和“创新性”科研梯队）的建设，2017

年度,梯队建设继续采取“引育并重”的思路，建立青年教师在职充电机制，加强科研与教研

活动的开展力度（开展教学活动20次、参加国内大型学术交流2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次）。

在人才引进方面，严格执行既定的师资评聘制度。目前，本项目 80%的专业教师拥有海外科

研或工作经历，60%的翻译老师具备 3种语言技能，师资建设初具成效。 

 

四、教学组织  

中韩双方共同修订培养方案，合作承担教学责任和义务，确保项目质量和学术水准。双

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   

在日常教学组织方面，成立教研室为基层教学单位，为调动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

教师认真履行职责，努力完善各项教学任务，组织青年教师竞赛 1 次，开展教研室活动共计

15 次，组织 15 级学生参加东西大学留学生联合作品展，共 52 部作品入选参展。 

为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开展 G-Lab 研究室项目，开设 3 个教师研究室，鼓励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加强与教师沟通，教师根据学生因材施教，全面提高学生专业水平。 

    教学文件及教学档案设有专职的教学档案的负责人，定期收集教学档案，按规定归档和

移交，统一存放在学院指定教学档案室。 

 

五、项目管理    

    本项目始终以教育部项目评估体系为标杆，管理体制规范、架构合理、人员齐全、职责

明确。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代表合作双方在授权范围内执行领导、监督、管理权，旨在制定

符合《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相关要求的发展路径、核心制度、做出有益于项目发展的战略

性决策，实践证明这一模式促进了中韩双方沟通，在遇到各种重大问题和困难时都能够做到

忙而不乱，保障项目正常秩序。2017 年是学院的管理年、质量年，推进精细化管理方式以提

高教学管理水平，提高整体效能。此外,本年度继续推行“两访两创” 面对面沟通机制，让

所有学生都能够有机会为项目管理建言献策。 

 

六、财务状况  

    本项目严格遵循国家、地方及学校的相关法律法规中的资金管理规定，按照“统一管理、

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结余留用”的原则。2017 年，电影学专业本科合作项目总收入

24,352590.00 元，总支出 24,302858.54 元，结余 49731.46 元。（具体参见电影学专业 2017



	
	
	

	
	

年财务收支情况报告） 

 

七、教学质量监控  

    本项目教学质量标准由中韩双方共同制定。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小组也由双方共同组成。

2017 年度，项目进行了 4次教学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教学任务执行情况、教学进度、教学环

境等常规检查，以及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归档、2016-2017 学年试卷分类归档情况等专项检查。

检查结果良好。此外，中韩教学办通力合作，配合学校进行本科教学状态审核评估的准备工

作，管理干部和教师听课达 100 余人次，并从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入手，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努力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的二级督导体系构建。 

 

八、社会评价  

    电影学专业 2017 年共计毕业 118 人，就业率为 97.45%，用人单位总体评价良好，认为

本项目毕业生有语言和综合能力的优势，且能较好的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毕业生

座谈会以及学生信息源反馈来看，学生对项目的满意度较高。 

    与往年相比，本年度项目办学效益突出，在校内外的辐射能力增强。16 级师生赴江西沱

川写生基地创作了 31 部的影视短片作品，其中《最美乡村之沱川有“余”》入选今日头条金

秒奖。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获得奖项共计 23 项，其中国家级 7 项；省级 16 项；

参加湖北省第四届大学生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获“微电影创意类”省级奖项共 5 项；第二届

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公益广告类二等奖 1 项；湖北省“新起点，新征程”微创大赛二等奖

1 项；参加的“大学生表演红歌，追忆红色征程”活动，宣传了红色主题；也鼓励学生参与

“武汉市长江之星最美和声奖”等文体活动，鼓励学生提高学术科研、技能竞赛、社会实践、

文艺赛事等全方面能力。 

    项目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与沣禾汇影业、上海慧龙科技网络有限公司等业界新锐

开展合作，共同建设中南地区影视后期特效产学研发展平台。 

    

 

九、办学特色和努力方向  

（一）办学特色： 

1、坚持“三个融合”战略。培养既有中国心，又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及

掌握熟练的先进技术，懂法律、善经营、善管理的文化产业创新性复合型人才。 

2、凝练专业特色，聚焦影视后期特效，以培养“具有中国心的懂法律、善经营、善管理



	
	
	

	
	

的国际化影视后期特效人才”为目标，初步建立起符合国情，适应市场，具有鲜明特色的人

才培养体系。 

3、开展海外实习工作，为学生打造国际化实习实训平台。目前拥有 2 大实习基地：

Macrograph Studio 以及 Animotion Studio。本年度共有 38 名学生参加海外实习。 

（二）努力方向： 

以评促建，在稳步推进“三个深度融合”的同时，深入挖掘项目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

不充分之处，在 2020 年，将项目打造成为中南地区文化产业输送高端人才的重点培养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