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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has begun to fac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digital media art, which is an emerging major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need to be updated and optimized. With 

the workshop of "Rural Life and New Space" as an example, the teaching of digital media art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was explored. Through study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 of the workshop,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 art majors i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heriting culture, as well as the way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

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rough practical teaching forms such as workshops were explored. Through the dis-

cussion and research in this work, it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insight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digital media art major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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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

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

目的通知》，这标志着新文科建设成为当代中国教育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新文科建设重视培养学生的人

文素养、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对正在实施的乡村振

兴战略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的

高校必然面临新的挑战。农林院校的数字媒体专业也

应在这样的挑战中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教学之路。 

1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对当今社会的贡献和

农林院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现状 

1.1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对当今社会的贡献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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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通过不断创

新和数字化的艺术形式，推动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1]。

数字媒体艺术家可以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创造出新的

艺术作品和形式，丰富和拓展人们的文化体验[2]。数

字媒体作品不仅能够吸引观众，还能够产生经济效

益，从而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数字媒体艺术作品

具有数字化的特性，它们可以通过网络等数字化媒体

渠道传播到全球。这种数字化的特性使数字媒体艺术

作品成为增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体内容。数字媒体艺

术专业在培养数字媒体艺术家的同时，也推动了数字

媒体行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3]。数字媒体艺术家在

创作过程中需要掌握一定的数字技术，这也促进了数

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1.2  农林院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现状 

当今农林院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教学培养与专

业院校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资源不足，相比于艺术设计类院校，农林

院校的资源普遍较少，学校的资源更多集中在优势专

业上，所以实验室设备投入不够，存在所需的专业培

养的空间不足和培养经费有限等问题[4]；其次是缺乏

名师，农林院校在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师资力量方面整

体相对较弱，与专业院校比缺乏行业内知名的教授或

名师，使学生在专业认知和技能的学习方面受到一定

的限制；再次是缺乏好的生源，农林类院校数字媒体

艺术专业的生源相较于专业院校的生源来说有一定

的差距，整体素质较好的生源往往流入专业院校，农

林类院校较少出现很优秀的学生； 后是课程教学的

规范受制于农林院校传统的模式，农林院校有传统的

优势专业和学科，以这些专业和学科所形成的教学模

式成为全校的教学规范，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是新专

业，正常的教学形式往往与现有的规范不符。 

虽然有以上这些差距，但农林院校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也有自己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一是专业特色明

显，农林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注重将农林特色融入专

业培养中，使其专业具有独特的特色和优势，在相关

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5]；二是跨学科优势，专业院

校的专业间属于大门类里面的小门类，有很多共同之

处，差别不会太大，而农林院校的专业之间就相差很

大，比如数字媒体专业与茶学专业，一个是应用型的

专业与视觉设计相关，一个是研究型的专业与生物科

技相关，而当今的创新很多是学科融合的结果，农林

类院校先天有这样的优势[6]；三是有更多农林类项目

实践的机会，农林类院校相对专业院校有更多农林类

的各种项目，包括与地方合作的项目，这给学生提供

了更多实习和实践的机会；四是农林类院校与乡村振

兴有天然的亲近关系，有更多的乡村振兴项目和相关

事物，为农林类院校数字媒体专业提供了直接参与乡

村振兴的机会。 

2  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乡村生活

与新空间”工作坊的创立 

在新文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为了

突出农林院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优势、缩短与专业

院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差距，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2019 年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依靠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科建立了“乡村生活与新空

间”工作坊。 

建立工作坊的目标首先是推动跨学科融合[7]。数

字媒体艺术专业工作坊教学模式通过吸纳不同学科

领域的教师和学生，实现跨学科融合，推动了不同领

域知识的交叉与融合，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8]。其

次是通过工作坊模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数字媒体

艺术专业工作坊教学模式以实践为主要手段，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数

字媒体艺术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增强学生的实践能

力。再次，工作坊模式培养创新意识[9]，数字媒体艺

术专业工作坊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通

过项目式学习，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后，工作坊模式推动学科

发展，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工作坊教学模式通过提供具

有现实应用场景的课程设计[10]，推动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学科的发展，提高学生对数字媒体艺术应用于乡村

振兴的认知。 

总体而言，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工作坊教学模式的

目的是提高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

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11]，推动数字媒体艺术

学科的发展，进一步适应新文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需求。 

3  工作坊的架构与实际案例 

3.1  工作坊架构 

“乡村生活与新空间”工作坊以专业培养方向为

参考分为空间组、影视动画组和空间与交互设计组，

每组由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各专业组有对应的专业

教师进行指导，通常专业教师在组员中指定一名组长

对日常事务进行管理。根据项目内容，工作坊也会邀

请行业精英作为导师对具体的项目进行指导。工作坊

事务一般有社会服务项目、课题研究和各项专业赛事

等，这些事务根据内容的关联程度分派到不同的组。 

3.2  工作坊运行模式 

工作坊社会服务项目的运行方式主要为在相应

的组里成立项目组，项目组成员不完全受分组的影

响，也可能是几个组拼成一个项目组，有时候也可能

邀请其他学院相关专业的同学。项目的导入和执行都

由指定的项目经理负责，如项目难度大，则由行业内

的从业人员作为项目经理。项目与相关的课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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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的实践环节导入项目作为课程的教学内容。 

课题研究主要以研究生领衔，带领本科生一起完

成项目的研究。在农林院校有农林业类专业，也有植

物学、茶学等专业，课题研究鼓励跨学科专业协作。

同时校内也有各种研究机构，工作坊也参与其他研究

机构的研究项目。 

每年校内外有大量的学科赛事，如：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课外学生

科技作品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浙江省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等。每项比赛都将耗费大量

的精力准备作品和材料。通常在老师指导下由工作坊

学生组团参加，项目内容往往需要跨学科完成。 

3.3  项目案例 

3.3.1  浙江桐乡蚕花会项目 

该项目为国家社科基金的子项目，浙江桐乡自古

就是桑蚕之乡，从南宋以来就有清明节祭拜蚕花娘娘

和蚕神马鸣王菩萨的风俗。祭拜活动丰富多彩，具有

一定的行业性、地域性、娱乐性，蚕花会活动，主要

涉及蚕桑行业，主题一般是祈求养蚕丰收，也是蚕农

的文化娱乐活动。 

工作坊承担的是蚕桑文化研究和蚕花会影像志

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有：研究蚕桑文化、通过走访调

查的方式对桐乡地区的蚕桑传统进行全面的了解；对

蚕花会的整个活动过程进行细致的了解和全程记录，

生成影像志。项目参与人员有影像方向的老师和工作

室影像与动画组的学生，主要是二年级研究生带领本

科生参与项目的推进。通过对桐乡桑蚕养殖户家进行

走访调查，结合县志材料对桐乡的蚕桑文化进行基本

的梳理。在茶话会举行的当天，组织成员进行多角度

全方位的记录，然后将素材按活动的不同阶段进行影

片的剪辑与合成。 

将该项目与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影视摄像基

础》课程进行结合，在蚕花会活动过程中由部分学生

参与拍摄，拍摄的素材分发给本学期选修该门课的学

生进行后期的剪辑练习，通过将工作坊引入项目带动

课堂教学，把学生的学习从课堂带入实际的纪录片拍

摄和制作，有效地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升了教学

的实践效果。 

3.3.2 “浙八味”VR 设计与制作 

“浙八味”VR 设计与制作是工作坊与我校中药

专业合作的项目，“浙八味“是浙江 有名的八种中

药材，它们分别是指白术、白芍、浙贝母、杭白菊、

元胡、玄参、笕麦冬、温郁金。中药材不仅仅是药店

里卖的商品，也是中药文化的物质形态，是科普的一

部分，从这个角度出发，工作坊通过 VR 技术对“浙

八味”进行数字化呈现，让用户通过手机或者 VR 设

备全方位了解中药的形态、结构和成分。目的是通过

现代数字化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药、了解药材的生

长和它对生态环境的依赖，通过这种方式提升人们对

生命的尊重和对环境的关注，这也是乡村振兴中的

“乡村生态振兴”。 

“浙八味”项目由工作坊交互设计组牵头组建项

目组。通过中药学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对浙八味进行初

步的认识，主要对中药的特性、成分和生长过程进行

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影像和文字资料对八味中医的

入药前和入药后的成分和形态进行分析和记录，并进

入学校的百草园（中药种植园）进行实物的辨认。通

过充分的前期准备，设计了 VR 的技术路线。本项目

工作量 大的是对八味中药的鲜活形态建模，这部分

工作是全体参与人共同完成的。具体实施过程是把一

个大的建模工程切割成若干个小的部件后各自完成

相应的部分， 后组装在一起。程序部分与计算机专

业的学生沟通合作，交互的部分一起完成。 

本项目的特点是学科跨度大，从中药学的中药知

识到数字媒体的造型领域再到计算机程序，项目涉及

的技术环节较多。该项目成为《虚拟现实》课程的教

学案例，因为表现的就是百草园内可以看到的中药植

物，通过在电脑上完成标本的虚拟再现，学生对虚拟

现实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提高。 

3.3.3  竹林碳汇科普项目 

该项目为林业生物科技学院与数字媒体专业合

作的项目，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将竹林碳汇的相关科

技成果转化为科普知识进行普及。众所周知全球气候

变暖， 重要 直接的原因是二氧化碳的排放。生物

固碳是碳中和的一个重要手段，竹的固碳能力远远强

过其他植物。对竹林碳汇的研究是浙江农林大学对碳

中和的贡献，竹林碳汇的科研成果有很多，但这些成

果大部分是专业人士看的实验数据和公式，普通人很

难理解。竹林碳汇科普就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举措。

整个项目是以“普通人能看懂的科研”为指导思想进

行的，具体的呈现方式有视频、动画和科普读物，项

目完成了一部科普动画片、一个竹林碳汇视频，还出

版了一本科普读物，其中工作坊主要的任务为动画片

和视频制作。 

要完成竹林碳汇科普首先要理解和看懂大量的

科研论文和实验结果。工作坊与资源与环境学院的相

关专业老师和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获得他们的大力

支持，在作品方案的实施阶段不断纠正表达内容的偏

差。本项目由视频与动画组承担，具体又分为动画创

作组和视频创作组，项目与《动画原理与设计》课程

相结合，动画中很多镜头是通过课程作业来完成的。 

3.3.4  渡读村六艺馆设计和改造 

本项目是杭州江南古村落保护发展服务中心所

组织的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的参赛项目，这项大

赛是全国性的比赛，它致力于对古村落进行重新整理

和现代化保护，让曾经的古村落焕发新的活力。中国

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很多乡村开始衰败，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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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古村落，这些古村落曾经有完整的生态和悠久的

历史，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落建筑开始闲置和破

败，如果再得不到修缮和保护，这些古村落将迅速消失。 

浙江金华兰溪的渡读村就是这样一个古村落，大

赛不仅仅需要有设计方案，还要求方案实施。我们选

择的是 C-04 空间——枫山藏书阁，它属于明代古建

筑，是当时大文豪章懋的藏书阁，从明代至今该建筑

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工作坊经过调查分析， 终将

空间设计成儒家君子六艺文化体验馆。该项目由工作

坊空间与交互设计组的同学组团参加，同时与校内园

林学院的风景园林专业的同学进行合作，从方案阶段

一起调研画出草图到设计方案定稿， 后进入施工阶

段。在施工阶段得到了校内家具设计专业的支持，项

目才得以 终完成。在课程方面，该项目也与《空间

设计》课程相关联。 

除了以上这些案例以外，工作坊还进行了很多社

会服务项目，比如福斯特企业宣传片、惠明茶推广项

目、龙古茶推广项目、胡卜村影像志等，这些项目不

仅与课程相关联，也是浙江农林大学支持乡村振兴的

重要组成部分。 

4  农林院校工作坊教学模式的分析 

上文已经对四个典型的工作坊项目进行了介绍，

以呈现工作坊项目运行的基本状态，事实上工作坊的

大部分项目都是这样运行的。普遍的方式为通过多学

科交叉融合与教学紧密相连，注重每个项目对学生能

力的提升和对教学的促进[12]。农林院校工作坊模式有

其先天的特点，项目都基本与农、林有关，正是这种

特点影响了专业的培养方向。 

工作坊通过三年的运营，已经形成了以项目为中

心、以学生为主体、与课程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它

的优势已渐渐显露出来：首先在工作坊项目的带动

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工作坊的每

个项目都有具体的需求，要满足这些需求是没有现成

的答案的，需要在过程中不断通过实践来解决，在整

个过程中学生的实践能力很容易得到锻炼；其次是学

生的创新能力得以提升，工作坊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

行自主思考和创造，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后工作坊对学生的沟通和交流能力也有很大的提

升，通常每个项目都是由团队来完成的，团队需要彼

此沟通顺畅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在项目的运行过程中

团队内部和团队之间都需要不停地沟通，整个过程对

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工作坊的运行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 常

见的问题是项目与课程之间具有时间差，项目可能在

课程教学完成之后才导入，使教学经常因为项目的进

度而放慢，这对正常有序的教学提出了挑战。除了时

间差还有辐射面不够广的问题，通常一个项目参与的

人数有限，特别是多学科交叉的项目，这就使项目对

教学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工作坊在社会服务项目的生

成效率方面比校外公司低，校外公司在项目运作上比

较单纯，而工作坊需要兼顾教学，同时工作坊项目参

与人员大多都是学生和老师，他们还有学业和教学工

作，不能将全部时间投入到项目上，这样进度明显会

慢于校外公司，也直接影响了工作坊后续的项目来源。 

5  结语 

工作坊模式对农林院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

的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作坊的项目非常丰

富，有科研类型的也有应用类型的，有地方与高校的

合作也有高校与企业的合作，这对教师队伍专业能力

的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工作坊各项目的推进

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多机会，加上项目的跨专业性

使学生的知识面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从课程教学体系

来说，工作坊模式促进了课程的改革，使课程不仅仅

停留在课堂和虚拟项目上，而是实实在在地与实际的

专业应用相联系，课程内容与时俱进，让课程的学习

更加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 

由于工作坊的项目大多与农、林相关，所以更能

突出农林类院校数字媒体专业的优势。乡村振兴需要

大量的人才，农林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是乡村文化振

兴和乡村数字化升级的人才储备库，是农村发展的生

力军，是数字经济发展不可缺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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