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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三周

年之际，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

育厅、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大连市宣传

部、大连海事大学联合摄制，北方联合影视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辽宁爱因斯坦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国内首部高校辅导

员题材电影《守望青春》于3月11日在京举

行专家研讨会。

教育部思政司宣教处处长陈郭华、辽

宁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于洪江、中共辽宁

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姝、辽宁省教育

厅宣传部部长胡承波以及北方联合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电影《守望青春》出品

人、编剧韩涛，导演王野等出席活动。

《守望青春》以“时代楷模”、“最美奋斗

者”、“全国道德模范”、大连海事大学曲建武

教授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影片以穿插交

错的镜头呈现了40年来发生在他和学生之

间的感人故事，折射出时代变迁之下，高校

辅导员为学生成长成才所付出艰辛努力。

“《守望青春》是一部题材新、取材实的

影片。”于洪江在致辞中表示，高校辅导员

思政课教师题材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

础。作为思政工作的重要生力军，高校辅

导员对于青少年成长的“拔节孕穗期”这一

关键阶段尤为重要。

韩涛表示，电影《守望青春》直面大学

生成长中所遇问题产生的背景，并倡导身

体力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加深了人们

对青春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身上存在问题

的性质及形式的认识和反思，很多人从中

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增强了跨越成长“关口”

的信心。

王野介绍，主创团队力求把大学生成

长中的问题，设定为故事内核和推进情节

发展的动力，并选取了展现心理自卑、方向

迷失，恋爱受挫等大学生群体中，具有一定

匹配性和典型性的案例，引起人们对于青

春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成长过程当中遇到

的问题与难关的关注和思考。

研讨会现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

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常务副会长张卫，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

所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赵卫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

任左衡，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系党总支书记、

教授武亚军，《电影艺术》杂志主编、研究员

谭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夏，《文艺报》艺

术部主任高小立，《中国电影报》社长、《当

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等电影界专家就影

片的主题立意、艺术特点、社会价值、现实

意义等展开讨论。

专家高度赞扬了《守望青春》“鲜活生

动，直击心灵”，认为影片立足艺术思维，题

材新颖，深入探索了思政教育新模式，以艺

术思维代替宣教思维，弘扬了健康美好的

师生文化。

专家同时认为，《守望青春》选择大学

辅导员这一题材，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影

片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大学辅导员闪光点，

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佳作，具有很强的政治

意义和时代意义。

研讨会最后，陈郭华做了总结发言。

他表示，影片把有意义的事情表达得有意

思，把有高度的方面表达得有温度，与年轻

观众实现了共情、共鸣。需要一部好的影

视作品带领辅导员更好地做好育人工作，

《守望青春》的推出恰逢其时，对于提升辅

导员队伍的影响力以及帮助辅导员队伍专

业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

写出了一个人对一个岗位的真诚热爱与奉献

电影《守望青春》为我们讲述了一位大学生辅导员在高校

教书育人岗位上的真诚与奉献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特点，一

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有很好的原型故事基础；二是作为当

前较为稀缺的教育类题材的电影，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新的

银屏艺术形象。但也正是这两个特点，为该剧的创作带来了

一定的难度：这就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艺术典型与生活

原型之间的矛盾。创作者为此做出的创新努力和匠心表达，

为当代英模题材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是在艺术典型和生活原型之间，寻找和追求最大的艺术

创作空间和独特的审美表达。该片根据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

范、最美奋斗者大连海事大学曲建武教授的事迹改编，通过他

的独特的性格特征、行为特征和教育方式，写出了一个平凡岗

位的神圣感和他对此付出的热爱与真诚，写出了一个大学辅导

员所应具有的共性与个性。既能忠于原型而又能突破原型，从

而给观众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熟悉的陌生感”。

二是努力追求“庄谐相融”的叙事风格，突破了在传统

教育类题材中常见的“说教性”面孔，将严肃与风趣、庄重与

活泼、校园的青春感与人生的厚重感融为一体，使这部英模

题材的作品在追求电影的风格化和类型化上，作出了有益

的尝试。

三是努力发挥了电影在时空叙事转换上的自由度与灵活

性，将当下与过往、现实与回忆融为一体，丰富了电影的故事

容量和对人物性格的多层次展示，同时也让作品具备了一个

较有特点的结构框架。

四是作为一部以反映海事学院学生和教师生活为内容的

故事片，也让观众从中领略了海事专业师生们的校园生活、

专业特性和精神风采：从母校起航、威严的装容、驾驶舰船乘

风破浪、视老师和辅导员为永远的船长、从世界各地的舰船

上向老师报到……这些感人的台词和画面，都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印象。

辽宁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于洪江：

立足艺术思维，探索思政教育新模式

《守望青春》是一部题材新、取材实的影片，是辽宁省落实

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教育的指示精神的主要举措。

高校辅导员思政课教师题材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作

为思政工作的重要生力军，高校辅导员对于青少年成长的“拔

节孕穗期”这一关键阶段尤为重要。为做好影片创作，主创团

队深入多所高校多次召开师生座谈会，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

工作，使电影剧本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上。

影片立足艺术思维，探索了思政教育新模式。为符合年轻

观众的审美特点和接受习惯，我们尝试以艺术思维代替宣教思

维，摆脱了传统观念当中上课、做报告等理论宣讲的模式，摒弃

那种宣谕型、训诫型的模式，而是给故事中的人物留出了彼此

辩驳的空间和彼此触动的过程。同时，对主旋律影片与市场的

对接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弘扬健康美好的师生

文化。

影片中，刘威老师的意义在于，他创造性地继承了因材施

教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信“是锁就能开，只要你找到对的那

把钥匙”。从而引领学生成功闯关，展示思政教师在高等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

结构设置精巧，时空转场“有韵味”

《守望青春》选择大学辅导员这一题材，是非常难能可

贵的。影片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大学辅导员闪光点，是一部

现实主义的佳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时代意义。

第一，剧作手法巧妙，令人感动和深思。二是影片的剧

作结构设置极为精巧，以公路片的形式串联出刘威老师在

不同年代引导学生走出迷茫，找到人生目标的单元故事。

总的来说，影片的结构属于“穿插葫芦”的形式，但每一个单

元故事和情节主线的这根“竹签”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串联关

系，是互相联动、相互勾连的。单元故事随着情节推进，逐

渐接近现在时的主线故事；过去时的单元故事和现在时的

主线情节之间逐渐呈现出有机的互动效果。第三，导演调

度设计比较精细，与精彩的剧作结构相匹配。此外，影片的

时空转场、意象设置都很巧妙，对传递情感、烘托气氛有非

常好的助推作用。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

具有现实主义的典型性、科学性、准确性、生动性

《守望青春》具有现实主义的典型性、科学性、准确

性、生动性，润物细无声，没有概念化、文件化。

影片主要体现了辅导员在自信导引、荷尔蒙导引、价

值导引以及受挫干预等方面所体现出的重要性。人类的

价值是永恒的，《守望青春》超越当前的思想工作，成为一

部比较永恒的心理学、人性学的电影，这种电影的价值是

所有人在青春成长过程中遇到问题，应该得到升华和解

决的。

主演林永健的表演，将诗意和喜剧集一身。诗意的

地方有升华，喜剧的地方很自然、很生活化。我希望现实

中学生见到的辅导员形象，就是林永健的形象。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左衡：

四个“意向”深入人心，“校园”原点不忘初心

我非常欣赏电影的几个意象。“灯塔”，给海洋上迷航的

船指引方向；“诗”，深夜里听到野兽嚎叫的时候写诗，因为诗

在那个年代是很有力量的；“海洋”，跨世纪，他们需要走向更

广阔的海洋；“牧羊人”，把走入迷途的羔羊引领回来，重新开

始正向的人生……

最后，影片回到了“校园”的原点。无论健康还是生

病，无论年龄青春还是苍老，无论有没有力量，但是“守望”

这件事情还是要继续下去。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副会长赵卫防：

用影像凸显思政的力量

影片的四个故事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物出发，最终凸

显了思政的力量。

高校的思政教育、高校的辅导员工作到底多么重要，不是

简单的理论和文章能够说明。用影像的力量、叙事的力量生动

表达出来，是别的教育手段不可替代的。

影片的类型叙事也比较突出。电影主题讲思政教育，但并

不沉闷，也不枯燥，而是融入了很多类型的元素。例如轻喜

剧。林永健、巩汉林本身是喜剧演员，大量的台词都充满了喜

剧元素，很抓人。同时还加入了公路片、青春片等多重类型，打

造成类型意识很强的电影作品。这一点是很成功的。

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系党总支书记、教授武亚军：

辅导员是思政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影片的选题非常好。当今社会，不管是思政工作还是辅导

员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如何让学生能有一个更明确的思想

上的倾向和心理走向，辅导员是重要一环。不管是从他的生活

理念出现一些疑惑，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获得了一些自己

不能理解的话题与思想，这个门由谁来看？应该是辅导员、班主

任。如果这个群体没有被我们发现，甚至没有被重视，认识不到

他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是教育教学系统里认识的缺失。

这部影片的创作，采用公路片的路径，把海洋、海事大学、白色

衣服、青春活力等元素，使用“串糖葫芦”的办法，通过一个事件，运用

闪回等不同形式，从而达到从高潮看戏剧统一性的结构。

《电影艺术》杂志主编、研究员谭政：

一部治愈旅途片

《守望青春》以公路片的形式呈现了辅导员的故事，是一部

治愈旅途片。影片最有特色的是导演在影像叙事上很认真、很

讲究。例如第一个长镜头，跟随主要人物进入到一个教室里

面，经过几个人物的转换形成长镜头。导演运用非常带有抒情

化的叙事语境进行叙事，叙事行云流水，很成熟。

林永健的表演非成功，面部表情沉稳，台词功底扎实，脸上

沟壑沧桑，人格魅力到位，让老师的人格力量深入人性。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

对重建教师正面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影片整体构思很好，不是简单的小品式结构，而是有内在剧

情的发展逻辑和情感逻辑。四个小故事有时代的变化，也有从

扬到抑的情绪转换，加上主人公病情的揭示，很巧妙。尤其是揭

示病情的情节，有一种临终回顾的感觉，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

从2013年、2014年开始，很少在电影中看到正面的教师形

象，《守望青春》对重建教师正面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高小立：

题材新颖，叙事鲜活

辅导员是崭新的题材。近几年，青春片逐渐走入了跟风模

式，创作者发现生活的能力在下降。但《守望青春》首次将目光

聚焦在大学辅导员，说明主创人员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影片采用了典型故事烘托典型人物的方式，没有写辅导员

和一个学生的故事，而是是个学生的组合式故事；没有把四个

故事完全展开，而是选择了一些鲜活人物进行塑造。这一点很

成功。这些人物与故事，化作触及心灵的细节传递个观众，整

个叙事的过程中，从每个故事中都找到了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最

强烈的情感，辅导员用最智慧的方式，把这些年轻人带出困惑。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夏：

颠覆了传统“英模片”的概念

《守望青春》颠覆了既有的真实原型英模片的概念，观影过

程中多次流泪，勾起了很多回忆。

影片很富有诗意，金句很多，画龙点睛。当代大学生物质

条件好了，经常出现迷茫的情况，需要励志性的电影，让他们看

看有没有自己的影子。不论大学生还是老师，都能从《守望青

春》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把老师“照亮”。

《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

影片的情感、价值观能够触动当代的青年观众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作为一个媒体，把英模人物搬上

大银幕，塑造他们的榜样形象，传播他们的榜样精神，这是中国

电影必须要做的事情。中国电影有义务和责任把这样的人物、

故事搬上银幕。这体现了出制片方和创作方的责任感。这部

影片讲述的大学辅导员的故事令人感动，具有时代性，也有独

特的生活性。

在表达形式上，《守望青春》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公路片、

青春色彩、幽默喜剧等表现方式，都反映出当代青年的困惑，以

及面对困惑之后呈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一面。影片的情感、价值

观能够触动当代的青年观众。

教育部思政司宣教处处长陈郭华：

有意义的事情表达得有意思

有高度的方面表达得有温度

影片把有意义的事情表达得有意思，把有高度的方面表达

得有温度，与年轻观众实现了共情、共鸣。需要一部好的影视

作品带领辅导员更好地做好育人工作，《守望青春》的推出恰逢

其时，对于提升辅导员队伍的影响力以及帮助辅导员队伍专业

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教育部思政司还会继续解读电影、挖掘电影，联系

生活，进行转化。研究怎样因材施教、如何润物细无声，怎样让

学生的思政工作遵循规律。我们也会在全国搭建更好的资源

素材平台，《守望青春》就是很好的素材，可以提升辅导员的能

力建设。

◎专家观点摘要（按发言顺序）

首部聚焦高校辅导员题材电影《守望青春》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
专家盛赞“鲜活生动，直击心灵”

■文/本报记者 赵丽 摄影姬政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