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梦大道·新时代“大思政”创新发展

海南优秀案例

推荐省（区、市） 海南大学

案例题目
大事作于细，难事作于易

“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短视频思政队伍能力建设

案例简介

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的通知（教党[2017]62 号），海南大学应用科技学院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和学工部

的指导下，成立“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在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背

景下，从做好短视频宣传这个“细”处着手，从“零”开始，从“无”到有建设

了“应科老超人”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在正式上线 17 个月来，发布原创视频

400 余条，总播放量突破百万，其中大学生征兵主题微电影《方向》全平台播放

量突破 30 万，海南自贸港宣传片《昨天·今天·明天》被海南省共青团转发，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廉洁文化微电影《选择》被海南省纪委采用并在“清廉海南”

公众号上展播。

案例创新点

秉承“微简讯、短视频、快宣传”的理念，“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积极开

辟了学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阵地，积累校园短视频拍摄制作的原始经验，形

成了一套基于 SOP 管理并能高效产出网络文化作品的方法流程，探索了高校网络

思政工作队伍能力建设的方向。

案例效果说明



一、四懂两强，“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的必备能力

懂学生。只有掌握了学生的典型特质、行为、心理感受和需求，才能创作出

其喜闻乐见的作品，并合理地引导学生。“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的老师们把自

己当成学生，并在相同的场景中进行体验了解学生的真实体验感。例如，每周进

行一次作品分析会，辅导员与主创成员邀请普通同学一起进行深度体验，记录大

家在观看时候“想划走”的那一秒，同学们因为“哪一秒”而触动，因为什么而

看完了视频，是什么驱动自己进行互动等。

懂内容。具备生产内容的能力是创作的基础，只有懂内容，才能保证持续地

输出优质内容，通过变换不同的选题来挖掘学生不断变化的内容需求。在这方面，

“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的师生坚持每周二由工作室辅导员牵头召开选题会，分

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部分。自上而下部分是围绕学校及学院近期的

重点工作和宣传任务展开，自下而上是团队成员根据学生群体中感兴趣的热点展

开。通过“拍身边人，拍学校事，拍校园景”的三拍法则不断训练自己的内容生

产能力。

懂数据。短视频创作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持，用数据指导内容方向，

明确拍摄剪辑的侧重点，确定发布时间，调整运营工作的重心，是团队成员的基

本能力。例如，灵活利用互联网的数据监测平台，综合分析各类高校短视频内容

数据、粉丝数据、视频内容播放数据、粉丝画像与涨粉作品分析，来作为自身网

络文化作品创作的参考依据。

懂合作。建立“人才库”成立新媒体人才后备军，采取“师生推荐一批，活

动发现一批，综合筛选一批”的工作方式，从全院近四千名师生中掌握两百余名

够服务“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的师生大名单。除了各专业年级的学生外，还有

不少专业老师参与其中，并依据写作、摄影、拍摄、剪辑、推广和运营六个板块

进行分类。

政治强。尤其是政治鉴别力要强，这是网络思政工作队伍自身政治意识、政

治理论、政治实践的综合体现。在这方面“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每月定期组织

2 场培训会，不断推进新媒体依法办网和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提升新媒体队伍



的网络法治意识，提升新媒体队伍的思政专业能力。

网感强。网感强体现在能快速获得网络热点资讯，对网络事物或事件走向有

感知，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高度敏感。工作室建立了自己的信息员队伍，通过信息

周报的方式了解当前有什么备受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有哪些很火的电视剧、电

影、歌曲、短视频等，有哪些流行的网络用语、表情包，预测什么样的网络事件

可能会火爆并持续发酵，预测学生对该事件的反应，并且使用网络流行词语与学

生沟通。

二、五力并举，“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的创作能力

导演力。导演力体现在善于挖掘选题，能对内容进行收集与整理，能组织团

队工作并能保障短视频顺利完成。学院组织工作室的辅导员和学生骨干走出校

门，与新媒体企业和短视频 MCN 机构建立长期联系，学习制作流程，了解高校数

据与学生群体内容消费需求的变化，并根据校园实际情况持续进行内容创新。

策划力。策划力体现在根据要求做出符合高校大学生需求的策划方案及完整

的创作构思方案。工作室的师生们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互学互助的

方式训练团队成员撰写脚本大纲，培养色彩、构图、镜头语言的感知，让每个人

都掌握拍摄、录制、剪辑的方法，推动制作任务的实施。

摄影力。摄影力体现在掌握镜头和脚本语言的能力，能用镜头传达脚本想要

展现给观众的内容。为了在短时间内让没有专业基础的师生骨干具备短视频制作

要求的摄影力，工作室采取了“设备轻量化，拍摄公式化”的策略，重点培训师

生使用手机、口袋相机这类便携设备的拍摄技巧，总结各类活动与场景的拍摄流

程和关键点，并且每月定期组织回顾点评会，让团队摄影水平不断提升。

剪辑力。剪辑力表现在不仅能够分辨素材好坏，还要能对素材进行快速整理，

达到短视频快速呈现的目的。工作室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工具简单

化，工作移动化”的策略，抛弃传统的 PC 端剪辑软件，使用“剪映”“VN”这类

手机端高度集成化的剪辑工具，让团队随时随地可以分工合作进行素材剪辑，大

大提升视频成片效率。

运营力。运营包括信息的维护与更新、作的发布、用户互动、数据收集与跟



踪等。在每周的选题会上通过对标各大高校的优秀新媒体平台学习各种运营知

识，通过对标优秀的短视频作品时刻保持对学生需求的敏感度，让团队能真正了

解周围学生的喜好、习惯及行为等。

三、标准作业，“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的组织能力

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即标准作业程序，是指将某一件事

的标准步骤定下来，用来指导和规范重复出现的日常工作。“超人网络思政工作

室”在实施 SOP 式管理时，首先是明确各工作组的职责范围，把整个短视频团队

各工作组的工作内容进行分割细化，然后逐级分发任务。

图 1.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工作分解

第二是制订周/日工作计划。能力要细化，工作要分解。将每一项工作内容

分解，并做到精细化、标准化，落实到每周、每日。

第三是新人培养。和很多师生共建团队一样，“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也面

临着学生成员流动性大，一年一换届的问题，要想让新成员快速达到标准，进入

独立的工作状态，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不断迭代 SOP。为了将技术、经验固定下来，形成能够快速上手的执

行标准，团队在建立 SOP 后不断迭代，形成更高效的版本。



（二）新人带教 SOP。新人带教 SOP 的基本方式如下。

- 对照工作 SOP 讲解关键易错问题，再让新人用自己的话复述。

- 给新人可以模仿的案例，并在关键的地方演示给新人看。

- 请新人做一遍，观察过程中的问题。

- 对新人的表现给出即时反馈，指出改进空间。

（三）注重个人成长。人才决定一个团队的成败。只有尊重团队成员，关注

个人成长和梦想，激发出最小构成单位最大的能动性，团队的效能才能最大化。

图 2.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短视频执行矩阵

四、脚本规范，“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的执行能力

短视频脚本是短视频创作的关键，是短视频的拍摄大纲和要点规划，用于指

导整个短视频的拍摄方向和后期剪辑，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撰写短视频脚本，

可以提高短视频的拍摄效率与拍摄质量。我们在短视频创作上使用了三类脚本：

拍摄提纲、分镜头脚本和文学脚本。

（一）拍摄提纲，列举要点，提示拍摄内容

拍摄提纲是指短视频的拍摄要点，只对拍摄内容起到提示作用，适用于一些

不易掌握和预测的拍摄内容。拍摄提纲的写作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1.明确短视频的选题、立意和创作方向，确定创作目标。

2.呈现选题的角度和切入点。



3.阐述不同体裁短视频的表现技巧和创作手法。

4.阐述短视频的构图、光线和节奏。

5.呈现场景的转换、结构、视角和主题。

6.完善细节，补充音乐、解说、配音等内容。

（二）分镜头脚本，突显细节的文字式“影像”

分镜头脚本主要包括镜号、分镜头时长、画面、景别、摄法技巧、机位、声

音、背景音乐、台词等内容，具体内容要根据情节而定，可以帮助制作团队最大

限度地还原创作者的初衷，适用于故事性较强的短视频。

图 3.分镜头脚本

（三）文学脚本，拍摄思路的简单体现

文学脚本只需规定短视频中人物需要做的任务、说的台词、所选用的摄法技

巧和整个短视频的时长即可。文学脚本除了适用于有剧情的短视频，也适用于非

剧情类的短视频，如教学类短视频和阐述类短视频等。撰写文学脚本，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

1.搭建框架：拍摄主题、故事线索、人物关系、场景选择等。

2.主题定位：故事背后有何深意？想反映什么主题？运用哪种内容形式？

3.人物设置：需要多少人物出镜？这些人物的任务分别是什么？

4.场景设置：寻找拍摄地点，室内还是室外？



5.故事线索：剧情如何发展？

6.影调运用：根据所要表现的情绪配合相应的影调。

7.背景音乐：选择符合主题的背景音乐。

五、建设短视频思政队伍的启示

（一）因事而化，提高学生媒介素养。成立工作室，组织有新媒体特长的学

生广泛参与校园短视频的制作，提高了学生的自律意识，增强了学生的慎独精神，

培养了学生的信息选择能力，让他们能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提高了对媒体信息内容的分析和甄别能力。

（二）因势而新，注重学生价值引领。通过校园短视频的制作，让思政教育

者正确认识了网络青年亚文化，承认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合理性，对其客观存在应

当加以引导，不能围堵限制，要关注和接纳大学生在网络文化上的合理诉求，主

动倾听学生的心声，开阔学生的文化表达途径。

（三）因实而成，打造积极校园文化。“超人网络思政工作室”除了发力线

上短视频，也在积极探索与线下联动的品牌活动，让工作室成员与广大同学面对

面，让创作者与创作者进行深入的交流，让学生分享经验展示才华，助力优秀的

作品形成二次传播效应，进一步提高工作室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

案例呈现

1.https://mp.weixin.qq.com/s/2gRmLOsqCq3WR7dM6A6UlQ

2.【大学生眼里的海南自贸港是什么样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y4y187NG/?share_source=copy_web&vd_

source=e5862be8c7f91a9a0e16a745b9d2e728

https://mp.weixin.qq.com/s/2gRmLOsqCq3WR7dM6A6Ul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