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学校试用情况报告和行业企业审读意见

一、职业学校试用情况报告

1.职业学校使用的基本情况

总共有 553 所职业院校、9000 多名师生使用了本教材或者本教

材的电子资源。在学银在线平台选课的学院主要有济南职业学院、山

东职业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 150 所院校，在优慕课平台选

课的学院主要有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广东工

贸职业学院等 52所院校，在 2024 年省培项目交流中有 324 所职业院

校参加，优慕课平台组织的教师专业发展系列研修活动中有 27所院

校参加了本次研修活动，其中本科院校 2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高

职院校 19所，中职院校 6 所，百余名院校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参加。

同时，作为国家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智慧职教平台的示范课程模块和

集体备课模块（2021 年至 2024 年）展示了课程简介和典型案例等，

浏览量近 7 万人次。



学银在线平台选课学校名单



优慕课平台选课学校名单

国培承办校之一济南职业学院



教师专业发展系列讲座中分享《数字电视技术原理与应用》建设经验

国家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展示浏览次数



2021-2024 年国家课程思政示范课集体备课浏览次数

2.试用时间

截止到 2025 年 2 月，试用专业主要有数字广播电视技术、数字

媒体技术、广播电视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选课人数共计 3364，

其中学银在线平台选课人数 1142（校外选课 797）、优慕课平台选课

人数 2222（校外选课 100）等。

学银在线平台



优慕课平台

3.试用形式

试用形式主要有通过学银在线和优慕课两个平台、业务培训讲座

和省培项目交流等。采用课堂授课、实验实训、项目教学、线上线下

混合等多种教学方式，并结合教材内容进行考核评价，均是优良。

4.试用过程记录与反馈情况

（1）学生层面主要观点

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对教材内容表现出积极的兴趣，特别是实

训案例部分，如编码复用设备调试、调制参数设置等，能够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学生普遍反映教材内容与实际工作场景紧密结合，学习

目标明确。数字化资源（动画演示、虚拟实验）提升了学习兴趣，97%

学生表示“对抽象原理理解更直观”。

教学过程参与程度提升。在课堂教学和实训课程中，数字化资源



与教材内容衔接紧密，能够方便实现抢答、讨论等，学生积极参与互

动，特别是在实训环节中，学生积极主动操作设备，完成实训任务，

参与度高。

学习效果好，成果优良。通过试用，学生对数字电视技术的核心

原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实践操作能力显著提升。例如，学生能够独

立完成基带信号测量、解调接收系统搭建等任务，并能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创新大赛银奖等赛项，获一等奖

等奖项 19项。

（2）教师层面主要观点

教材内容与结构逻辑清晰。教师反馈教材内容与结构逻辑清晰，

章节安排合理，采用模块化课程架构，覆盖数字电视信号从产生到接

收的全链条，包括数字电视信号的产生、演播室标准、压缩编码技术、

信源编码标准、数字电视传输流与复用技术、信道编码技术、调制技

术、数字电视传输标准，以及 IPTV 技术等。教学资源丰富，便于教

师进行教学设计和课堂组织。

数字化教学资源丰富。贯彻数字广播电视技术专业国家教学标准，

数字资源按照素材、积件、模块、教材四层逻辑建设，开发了知识技

能图谱、数字人、数字教材等。

每个模块配有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思考与训练（配

答案）等，并配套 6个实训项目：数字电视教学实训平台概况、数字

电视基带信号的测量、编码复用设备参数设置与调试、调制设备参数

设置与调试、数字电视信号解调与接收、OMC 全媒体平台，技能训练



层层递进。

教材内容新。校企双方落实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

对接行业规范，基于实际岗位需求，专业育人与思政育人一体化设计

教材内容，融入 AVS、DTMB 等新技术、新标准等，构建了课程思政建

设模式，融入高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强国信念等课程思政元素，融价

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一体，育人功能强。

教学过程可控。教材提供了详细的教学指导和实训案例，教师能

够有效掌控教学进度和学生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课程内容

模块化设计便于教师根据专业需求灵活选择教学内容。AI 技术助教

助学，创新教学模式，赋能学生个性化成长。

学习评价可操作。学生主动参与课后讨论和作业提交。课程提供

了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如在线测验、作业提交、实践操作考核等），

教师能够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可量化评估学生能力。

5.试用结论

教材内容体系完整、实践导向突出，符合职业教育“岗课”融通

要求，得到试点学校师生高度认可。职业学校教师方面主要观点有：

教材建设理念新。这本教材开发时秉承系统观念融专业育人与思

政育人为一体，数码视讯等头部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双元”系统选

取、序化、更新教材内容，虚实结合、理实一体。人工智能 AI 助教

创新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成才，服务国家广电视听行业发展。

教材开发方式新，职教特色鲜明。专兼教师、头部企业人员共同

开发虚拟仿真、知识图谱、数字人等资源，使用企业真设备、引入企



业真案例，资源动态更新。

教材内容新。校企双方落实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

反映 4K/8K 等行业前沿，以培养“科技强国信念、标准意识”等思政

育人目标为核心，深挖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点、技能点有机融

合，是国家在线精品课等配套教材。

同时也提出了修订完善建议。及时增加最新数字电视技术典型应

用案例等内容，以保持教材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进一步完善实验实训

项目、习题和思考题等内容，以增强教材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等。

总之，《数字电视技术原理与应用》教材在试用过程中得到了师

生的广泛认可，本教材通过职业院校多轮试用验证，已具备科学性、

实用性与可推广性。后续将结合行业技术迭代持续更新内容，挖掘课

程思政元素，助力培养高素质数字电视技术技能人才。

2025 年２月 20 日



二、行业企业审读意见

国家广电总局、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等近 20 家企事业人员通过线

上线下选用该教材。普遍认为随着广电视听行业数智化快速发展，企

业需要既要熟练掌握数字电视的原理，又要具备极强的实践操作能力

的人才。该教材以国产主流广电设备搭建实践平台，符合当前数字电

视行业发展的国情。

教材紧密对接产业升级与“四新”体现。教材内容充分体现了广

电视听行业 AVS、DTMB 等我国自主研制的标准、4k/8K 等行业新技术，

展现了行业发展新成就、技术发展新成果，也进一步增强我国广播电

视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

教材赋能广电视听行业人才综合素养与职业能力提升。教材内容

有 9个理论模块、6个实践模块，涵盖了数字演播室技术、压缩编码

技术、传输技术等关键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广电设备和测

量仪器操作、综合实训平台应用，强化了使用者的实践能力与工程思

维。

教材内容紧密对接广电视听行业标准。教材专业术语、技术指标

规范严谨，实训案例设计贴近企业真实项目场景。配套有丰富的数字

资源、企业案例等，支持移动学习，使用者可随时学、随地学。

综上所述，该教材充分融入行业技术前瞻，服务行业企业发展需

求。内容设计整体性好、逻辑性强，数字资源丰富，是一本优秀的新

形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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