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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经济是东北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赋能产业升级的重要经

济新引擎，是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推动职教出海的有效路径。

牡丹江大学全面服务黑龙江省“4567”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要，扎

根牡丹江市，服务市域打造东北亚动漫之都战略，从2007年立项课题，

系统规划动漫产业教学改革。学校牢牢抓住数字经济和创意设计两大关

键“引擎”，联合央视动漫集团等产业头部企业设立东北片区唯一的制

作基地、全国首家产业学院，创新“双擎三段”央校共育动漫人才培养

模式，十余年实践与检验，成效显著，实现“小城市大产业”“小动画

大作为”,助力牡丹江打造动漫IP品牌，推动动漫产业成为牡丹江市域

重点建设产业。

一、成果研究的背景和解决的问题

（一）国家及地方对文化产业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在国家“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在“十

四五”期间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近年来国家以及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推动职业教育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随着传媒时代和影像时代的到来，动画等影像手段记录和表达生活

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话语权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

遇。

（二）政校企行打造东北亚动漫之都

专业所在城市牡丹江是地处国家“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和“中俄地区友好合作示范城市”。牡丹江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拥有大中专院校17所，总计在校生8万人。牡丹江市立足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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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校企行联合打造“东北亚动漫之都”。牡丹江市与央视动漫共建熊猫

小镇主题公园，获批中国动画大会和“致敬电视动画四十年盛典”的主

办权，与央视动漫集团紧密合作成立央视动漫实训基地。同时政校企共

同开展动漫工程师万人培训及校企典型生产实践项目。牡丹江大学与央

视动漫集团共建全国第一家产业学院，获批中宣部支持中俄电竞大赛举

办权及牵头组建黑龙江数字创意设计职教集团。

动漫制作技术专业成立于2007年，成立之初即探索校企合作育人

模式，第一阶段与央视动漫集团等企业合作通过真实动画项目制作，校

中厂、学中做、做中学，提升学生职业技能。第二阶段依托省级劳模创

新工作室孵化其他工作室，开展真实项目制作，服务地方创意文化产业；

第三阶段深化产教融合，逐渐形成以动漫制作技术专业为引领的数字创

意设计与制作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发展格局。如今与央视动漫等头部企业

共建产业学院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加强跨专业培养、跨层级培养、跨领

域合作，优化课程，强化实践，提升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力。

专业及专业群建设发展中存在区域动漫类专业培养能力与产业需

要不匹配，培养目标定位、贯通培养体系、协同发展能力难以适应发展

要求的问题；动漫类专业课程体系缺乏层次性和递进性，难以满足创意

设计产业上游环节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需要的问题；动漫类专业资源整

合能力弱，产教深度融合、协同振兴产业的良好生态尚未形成的问题等

“痛点”“难点”，为解决上述问题，成果团队通过多个项目积极探索

育人模式改革。

二、成果研究与实践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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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学校开始依托《动漫产业教学在高校中的规划研究》《以

项目引导为核心的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课题，创建牡大动画公司，探

索校企合作，通过校企典型动画项目引领，创新教学方法，校中厂、学

中做、做中学，提升学生职业技能。

2012-2014年依托“十二五”规划课题《职业学校教学模式与方法

改革实验研究》、《职业教育学生核心能力培养探究》课题探索项目化

教学模式及核心能力培养模式。

2021年依托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基于牡丹江大学“现代

学徒制”对接区域经济产业链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探索实践现

代学徒制在动漫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与意义，取得较好效果。

2022年依托《高职艺术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研究》《地方

特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路径研究》等3个项目在动漫人才培养中融

入课程思政模式，有效提升人文素养及审美素养。

2022年起依托《以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高职院校教

学模式与方法改革创新研究》等课题实现闭环式高质量教学课题，进一

步实施新动漫人才的培养路径。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树立“专业对接产业，课堂衔接职场，创意服务地方”理

念，校企双元构建省域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更新理念，以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动漫制作技术专业牵引，打造数字

创意设计与制作高水平专业群，系统规划创意设计产业人才门类；优化

规格，以为地方培养“留得住、用的住”的创意设计产业链中上游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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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为目标，协同重构“基础素养能力—职业核心能力—跨界发展能

力”“三阶”人才培养规格；打通体系，定位职教本科层次，面向动漫

产业全产业链，协同区域中高本院校推动贯通培养；创新平台，央校共

建央视动漫现代产业学院、省域职教集团和产教协同体，引领区域职教

专业体系方向。

图1 “双擎三段”--央校共育动漫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二）构建“双元三段式”课程体系，分层培养产业发展“三阶”

人才

面向复合型动漫人才定位及不同生源，重构形成“分层培养、三段

递进”课程体系；对接动漫行业最高技术标准，校企协同打造央视动画

级别生产线，共建熊猫小镇动画主题公园，构建沉浸式学习环境。第一

阶段以央视经典动画《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等开展项目研学，深度剖

析动漫开发原理和技术，校企双师双元分工教学，夯实基础，提升理解；

第二阶段将《棉花糖与云朵妈妈》等真实商业项目转化为学习项目进行

深练，锤炼AI辅助设计等核心技能，优选 30%进入育才班，依托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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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创新人才工作室分层培养，培育行业领军人才；第三阶段设置企业

最新动漫影视实战项目，校企双师指导，提升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全面

达成“三阶”目标。

图2 “双元三段式”课程体系培养“三阶”人才

图3 “双元三段式”课程体系

（三）构建“动漫+”保障机制，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与区域

产业链进步同频共振

与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等行业头部企业实施“动漫+”机制，共

筑产教融合新生态。“动漫+”保障机制在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方面展现

出了显著的优势。学校通过与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等行业头部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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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合作，为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平台，还促进了产业链

上下游的紧密衔接，推动了区域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动漫+项

目” 实现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融合，促进了产业链、教育链

融合，提升了地方动漫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区域动

漫产业队伍规模的扩大和人才梯次的建设，提升了中国动漫产业的国际

影响力。

四、成果创新点

（一）人才培养理念创新：创造性提出“专业对接产业，课堂衔

接职场，创意服务地方”理念

该理念区别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支撑理念，从专业格局、专业课堂、

专业产出三个维度系统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内涵。动漫专业群全面融入牡

丹江市产业地图，形成门类齐全的专业格局；构建中高本贯通的动漫类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动漫产业提供紧缺的创意设计、制作、运营

人才链，夯实国产动漫产业发展根基；以集团、协作体等平台牵引市域

政府、院校、企业主体，推动地方产业优质资源围绕教育融合，协同打

造优质品牌，推动省域经济形成动漫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二）人才培养措施创新：构建“双元三段式”课程体系，推动

课堂教学发生深源性变革

“双元三段式”课程体系根据动漫人才五年一贯制、高本贯通等多

元学制特点，以专业群为单位重构课程体系，实现了分层培养、三段递

进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和水平，提

高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紧密对接动漫行业的最高技术标准，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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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打造了央视动画级别生产线，为学生提供了全过程沉浸式的学习环

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接触和了解动漫行业的最新技术和标准，

增强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通过三个阶段逐步提升学生的原理和技术理

解、锤炼核心技能，强化岗位适应能力。特别是通过优选30%的学生进

入育才班，依托全国劳模创新人才工作室进行分层培养，为行业领军创

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有力支持。

（三）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构建“动漫+”保障机制，实现学校

机制建设与区域产业机制更新同步优化

学校通过与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等行业头部企业的深度合作，为

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平台，还促进了区域动漫产业链上下

游的紧密衔接和快速发展。通过“动漫+项目” 实现数字技术对传统产

业的改造和融合，提升了地方动漫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促

进了区域动漫产业队伍规模的扩大和人才梯次的建设，为人才培养提供

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提升了中国动漫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五、推广应用

（一）专业群能力显著提升，区域示范作用突出

2014 年以来专业群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3项；聘请央视动漫导

演等15名行业大师引领教学团队创新；核心团队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省级教学名师6人，培育省级团队5个、校级名师和骨干教师27

人，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8个；建设省级动漫制作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开发新形态教材8本；获得教师竞赛国家级获奖 2项，省级竞赛获奖

26项，其中一等奖12项。修订《项目绩效管理办法》等10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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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承担动漫生产项目进行政策倾斜，有效调动教师积极性；与穆棱

市共建边境大学，通过职业教育资源共享、人才培养互通、育人能力共

进，合力打造职普融通合作发展新样板，服务边境经济高质量发展。累

计培训各类人员10万人次。

图4 外聘专家兼职教师名单



成果总结报告

9

（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支撑地方和国内动漫产业能力显

著增强

学校近五年专业学生升本率达63%，本地就业率达63%，在校生用

人单位满意度达到99%，毕业生、家长满意度均在97%以上；生源质量

和吸引力进一步提高，高本贯通专业录取分数线超过二批普通本科50

分以上，成为区域动漫产业人才培养中心；近5年学生获得国家、省级、

行业权威技能竞赛省级以上奖项59项，一等奖9项。9名学生已成长

为3家院校的骨干教师；我校参与的《棉花糖和云朵妈妈》在第二十届

中国国际动漫节上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铜奖；师生参与《哪吒之魔童降

世》《大圣归来》《萧红》等46部动画影视剧、30多集网络剧的制作，

累计推动企业获得票房收入1700万元，其中《曾经炽热的我们》获得

豆瓣评分9.1，《超能龙骑侠》获猫眼口碑8.5分；深度参与创制网络

剧《你好高考》，搜狐平台播放量达到15.4万。为大型编年体纪录片

《帝陵》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已在央视10套播出。其中《金螺号》获

中国国际动漫节美猴奖之特别奖，为东北率先获得这项中国动漫界的政

府最高奖，树立了牡丹江市建设全国动漫基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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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参与动画影视剧制作部分作品展示

（三）改革引领作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成果推广到44所中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与央视动漫集团、深圳

职业技术大学等45家院校，19家上下游企业行业机构共同建立动漫行

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师生2220人次为 42个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制作48

项影视动画作品，覆盖12个行业7个省市。2023年为牡丹江市档案馆

制作 “VR档案馆市委史志研究室”被国家档案局收录。以社团助力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孵化15项，工作室5项，在校创新创业收入31余万元；

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搜狐网等20余家媒体，以及中央电视台《共

同关注》节目组先后对成果报道百余次。

图6 中国动画大会部分报道

近三年互派6名师资进行交流，俄罗斯友谊大学传播学院院士聘为

我校客座教授，共同开展学术交流。2023年我校协助牡丹江获得中国

“致敬电视动画四十年盛典”的主办权和中俄电竞大赛举办权。汇聚国

内外动漫产业领袖和行业专家，加速边境文旅产业，助力大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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