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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萍

优秀传统文化在动画影片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创新应用

■文/贾林铭

电影走进职业教育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

■文/吴磊

职业教育在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重要性越来越突显。这既是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也是由

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所驱动的。

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专业的

职业技术人才，作为不可或缺的人才

类型之一，职业技术人才的综合素质

的提升必将和专业技能培养一样得到

同等的重视和投入。

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教法》）于今

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新《职教

法》中明确强调“不同类型、同等重

要”，这将会调整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

认知和理解。

据教育部的统计，目前，我国职业

教育体系规模已世界最大，共有 1.12

万所职业学校，超过2915万名在校生。

在新《职教法》的引领下，加快构

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具备过硬

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的时代课题。

而让电影走进职业教育的课堂，

不仅因其在人才综合素质培养上的优

势而具有其必要性，同时也因为背靠

快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和新技术手段而

具有其可行性。

不同类型、同等重要

职教与美育缺一不可

近年来，为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国

家和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

涉及体系建构、培训方式、保障措施等

诸多方面，一系列顶层设计为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搭起了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电影作为大众

喜闻乐见的传播载体，集“光”、“影”、

“声”、“色”于一身，以其生动、直观、多

元、综合的学科优势在新时代职业教

育的审美教育中“大有可为”，并助力

职业教育“前景广阔”。

“凡是学校所有的课程，就没有与

美育无关的”。美育与职业教育同向

同行，审美教育在职业教育实践中发

挥着提高学生审美取向，完善学生综

合素养，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

等等必不可少的作用。

而电影，作为审美教育的一个重

要途径和方式，因其直观的审美形式、

综合的审美元素、创造性的审美价值，

从而在审美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这些优势在职业教育的教学实践中，

能够让学生立体地、深刻地认识美、了

解美，继而创造美，帮助他们快速、全

面提升审美能力，培育艺术素养。因

而，让电影走进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正日益突显。

把电影引入职业教育教学实践，

一方面丰富了课堂教学形式，为学生

营造了沉浸式教学体验，一方面充分

利用教育供给资源，事半功倍，提升教

学效果。同时，在“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政策推动下，可与电影产业产

生同频共振，相辅相成。

而互联网时代和新一代科技手段

的突破，促使电影技术和电影产业不

断发展。这也成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

不断提质增效，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机遇。

寓教于乐、寓教于美

“电影+职教”大有可为

电影作为人民群众重要的娱乐方

式，其在教人、育人方面，也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就

曾提出，要重视电影的教育功能。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在声光电

等技术实现上不断改良升级，但在内

容上依然保留了对于教育理念的传达

和展现。

电影里有大千世界，有芸芸众生，

包罗万象。优秀的电影作品，既能观照

现实、振奋心灵、体味人生，同时还能全

面提升人的审美素养，尤其是在思想教

育方面，电影作品要比其他艺术作品有

着更为意蕴悠长的传播能力，在潜移默

化中实现教人、育人的职能和作用。

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电影+职

教”模式其效用有二：

其一，好的电影有助于培养审美

素质，提升人才的审美素养。

“电影美育”在职业教育中，可以

充分发挥电影娱乐属性之外的教育功

能，感知各种艺术形态的融合与共生，

从而培养学生相应的美学知识、美学

观念及其创作技能。

电影之美包含了文学之美、音乐

之美、美术之美、影像之美、戏剧之美

等等，于视听艺术海纳百川，既有丰富

的人文内涵，也有具冲击力的视觉表

现，同时也呈现着多元的文化视角，可

以开拓职业教育的教学方式，人文素

养与艺术审美“双管齐下”，助力学生

全面发展。

此外，新技术的发展和创作理念

的提升，电影产业也在不断迭代更

新。如果能够在教学中增加培养实践

能力的项目，比如摄影、摄像、导演、编

剧、服装、美术、灯光、录音、设计、表演

等，让学生在实践的同时，逐步具备独

立思考、团队协作的能力。

其二，好的电影有助于涵养审美

精神，培养人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作为声光电的艺术品，电影不仅

可以为观众提供一场视听盛宴，更重

要的是它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内涵和精

神气质。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高尚的精

神气质，对人的思想、行为、品质有着

“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力。

电影有着非常丰富的类型，有文

艺片，也有商业片；有人文历史类影

片，也有现实主义类型片；有纪录类影

片，也有科幻类型电影等。近年来，尽

管电影市场屡受疫情影响，偶有低迷

状态，但仍然有非常多的大热影片，以

其匠心的创作和初心的坚守，见人本

之性情，见民族之精神。

譬如，以真实历史为根据改编的

《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金刚

川》、《攀登者》等影片长映不衰，引发

国人爱国主义和奋斗精神的共鸣；以

年代为轴、以时间为序的《我和我的祖

国》、《我和我的家乡》等作品引发了全

民的情感共鸣，以情感为驱动的《你

好，李焕英》、《穿过寒冬拥抱你》、《送

你一朵小红花》、《人生大事》给了观众

一个痛快流泪的机会，激发了观众对

亲情的眷恋与守候；以想象力为形，以

人本为核，《流浪地球》等影片，则表现

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与创新。

这些优秀电影的大热，证明了优

秀的电影反映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

向与人民、与时代同心而行。这些影

片以自身迸发的情感和审美愉悦引导

学生的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在给予

学生精神愉悦的同时，也给予他们正

确的价值观输出。

当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被引进职

业教育的课堂，通过鉴赏、解析、学习

等，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一些文化现象，

增广学生见闻，促使其思考与创新，并

由此得到精神层面的涵养。学生可以

通过大银幕上的光影故事感悟人生本

质、体会人间百态，从而能够有更为积

极、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境界追

求，自发形成创新精神，让教学理念和

教学目的入脑入心。

由此可见，通过电影的独特魅力

对学生实施职业教育，是具备可行性

及发展性的。在职业教育中引进电影

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提升审美能力，增强想象力和创新意

识的培育，实现高质量职业技术人才

的全面塑造。

（作者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中国动画电影开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初期，中国动画电影在六七十

年代广受国内外好评，如 1960 年的

动画影片《小蝌蚪找妈妈》，将中国

独特的水墨艺术搬上银幕，凭借动

画电影的形式，将中国水墨艺术形

式传播到世界各地；1964 年制作完

成的动画影片《大闹天宫》，取自于

古代神话小说《西游记》，其人物造

型设计和场景设计借鉴了民间绘

画、古代建筑、泥塑、年画、京剧等

艺术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运用于

动画电影的创作中，在国内外赢得

广泛赞誉，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但在此之后，中国动画电影

陷入沉寂，不再有十分经典的作品

呈现。近几年国产动画电影再次进

入大众视野中，如《哪吒之魔童降

世》、《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无论

是从电影的设计还是制作，都有意

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创

新，使人们看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

回归与崛起。其中《哪吒之魔童降

世》的票房及其在豆瓣上的评分都

非 常 乐 观 ，其 之 所 以 能 够 取 得 成

功，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创造性

地运用和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使其真正在精神内核上加以吸

收和创造，实现主题和内容的融会

贯通，与观众产生共鸣。

一、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中的传统文化

（1）场景设计中的传统美学

影片中的场景设计处处体现了

中 国 传 统 美 学 ，剧 中 在 山 河 社 稷

图、陈塘关、龙宫等几个重要故事

场景的设计中，均参考了中国古典

的山水画元素。令人印象深刻的莫

过于影片中的山河社稷图，山河社

稷图的场景设计犹如“画境之美”，

带我们走进千变万化的幻境之中，

仙雾缭绕的仙界，陈塘关的美丽景

色，犹如世外桃源，图中每片荷叶

都承载着不同的美景与门窗建筑上

的装饰纹样，一同构成了一幅充满

诗意的画卷，这取材于中国传统的

盆景艺术，以微观风景展现了不同

的传统文化。电影对山河社稷图的

视觉表现，极具美感和想象力，日

月星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以及

光怪陆离的世界都被表现得淋漓尽

致，这部影片保留了神话故事中引

人入胜的内容，同时丰富了剧情，

契合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和对神话故

事的幻想，致敬原著的同时，创新

了内容。

（2）电影色彩中的中国风格

在影片中两位主人公哪吒和龙

太子敖丙在色彩设计中以红色和蓝

色为主色，在国人传统的认知中哪

吒是红色“火”的化身，其着装及法

器均以红色为主，敖丙是蓝色“水”

的 化 身 ，其 着 装 及 法 器 以 蓝 色 为

主。电影整体以中国古典的喜庆色

彩为主，通过不同的色彩来表现故

事情节中的人物及场景，渲染故事

人物情绪，在电影中火红色的色彩

表达，反映出整部作品热烈、积极

的情愫——我命由我不由天，加强

色彩与主人公哪吒的联系，突出主

角光环，展现了哪吒逆天改命的气

势。蓝色也是电影主题色之一，作

为冷色调在电影中是冰冷、丑恶和

困难的化身，凸显了命运的冷淡和

人心的冷漠，与哪吒所代表的火红

色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冷暖色调

的 碰 撞 应 用 ，形 成 强 烈 的 视 觉 效

果，更能让观众融入影片中，随紧

张的故事情节而引发思考。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哪吒之

魔童降世》的创新应用

（1）人物形象的创新改造设计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虽然

依旧在传统的“哪吒闹海”的故事

背景下展开，但影片打破了传统的

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在影片中哪

吒是一个外表桀骜不驯、内心渴望

爱，不屈服命运安排，有着坚韧毅

力的孩童形象。龙太子敖丙则是一

个外表风度翩翩的世家公子，内心

却背负着家族使命的形象，充分体

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影片在保留传统神话故事经典情节

的同时，对其所呈现的教育意义也

与之前的动画影片作品大相径庭，

不再纯粹展现泾渭分明的善恶对

错，而是演变为哪吒与龙太子敖丙

以善良之心，一同抗击天命，拯救

苍生、坚强不屈的故事。影片中加

入了现代社会的变化和现代人的思

想观念，突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 影 片 主 题 ，符 合 当 代 人 的 心 理

观，激励观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

变现状，成为自己的英雄。

（2）“成长”主题的穿插

在动画电影中以“成长”为主题

是常见的叙事程式，它不仅指主人

公的成长历程，也表现主人公在艰

难险阻中勇于探索的过程。在影片

中哪吒是整蛊孩童，吓唬村民、桀

骜不驯的顽劣孩童，也是发现父亲

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换取他生机，感

受到父母爱时得到勇气，激发了逆

天改命的顽强生命力，喊出“我命

由我不由天”的口号，在善恶中回

归本真，完成自身的成长，体现了

主人公在困难中勇于探索成长为一

个善良正直的人物形象。影片很好

地迎合了各年龄阶段的观影群体，

小朋友可以从影片中看到成长和亲

情，成年人可以从影片中看到救赎

和自强不息。整部影片既传递出传

统文化的仁义孝悌，又体现了当代

人不服输和对命运抗争的精神，将

古今精神内涵互融共通，实现了对

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3）融入现代技术的创造性转型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动画

影片中，在处处体现中华传统文化

和现代价值观的同时，将现代技术

巧妙地融入到影片中，使传统文化

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焕发新的光

彩。影片中哪吒和太乙真人在《山

河社稷图》里进行修行和漂流融入

了现代元素过山车，太乙真人使用

的指纹解锁等，巧妙地将现代生活

中的元素与传统神话故事相结合，

使画面显得生动有趣，与传统文化

和传统的艺术手法相结合，创造出

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动画风格，是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极具当代元素

的改编和创新，使得传统神话故事

有了新的生命力，让观众对传统动

画更有代入感和亲切感。

中国动画电影与传统文化的传

播密不可分，优秀的中国动画电影

作品把握了传统文化的内核，从传

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和经验，动画电

影在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加持下，

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使中国动画电

影成为继承和展示传统文化的载

体。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动画电

影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出台相应

政策鼓励国产动画电影与中华传统

文化的融合创新发展，动画电影行

业的发展将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国产动画

电影的创新应用，将带领更多优秀

的动画电影作品走向世界。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中国动画电影将重新

走上世界巅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作者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电影《人生》的生态美学探析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人们

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与保护意识越来

越重视。生态美学是以人的活动、生

存环境等的审美为研究对象，最大程

度地给予了人类现实关怀。

《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小说，

曾在 2018 年获得“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拍摄的同名

电影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

事片奖，并在各大平台播放并获得好

评，豆瓣 8.4 分，爱奇艺 8.8 分。影片讲

述了生活在陕北高原的主人公高加

林，从小喜爱读书，一心想做村里的

教 书 先 生 ，但 因 高 考 失 利 被 别 人 顶

替，而此时，美丽淳朴的农村姑娘刘

巧珍来到了他的身边并给予他关爱

和支持，两人渐渐步入爱河。在亲戚

的提携下，高加林去县城当了记者，

并遇见了对他有好感的中学同学黄

亚萍，在黄亚萍的追求下，高加林几

经抉择放弃了对他情真意切的同村

姑娘刘巧珍，凭借黄亚萍进入上海就

职，但在黄亚萍前男友妈妈的揭发下

又回到了农村。影片在拍摄过程中

对自然景象及现实生活进行了详细

描 写 ，表 现 了 生 态 审 美 的 思 想 与 观

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淋漓尽致的体

现。

一、大西北粗粝广袤黄土地的

自然美呈现

生态美学对自然生命本质是肯定

的。影片《人生》依托粗粝广袤的大

西北为背景，展现了美丽的乡村和广

阔的大自然。开头一幕展现了背朝

炽热太阳耕作的场景，特写了陕北特

有的质地松软的黄土地，将陕北地貌

的大自然特色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

的美。另外，通过男主人公高加林教

师身份被顶替后到集市卖馒头途经

的场景等，我们看到了陕北层层叠叠

的千沟万壑，黄土高坡上的羊群，通

过远景、中景、近景等镜头表现出其

特有的黄土地、曲折的山路以及一片

窑洞式的生存状况和居住环境，是自

然美的呈现，同样也是生态性和审美

性的统一。

二、运用自觉审美的眼光观照大

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中说“自然

的法则、人的法则、艺术的法则也是

一 致 的 ，甚 至 可 以 说 是‘ 三 位 一 体 ’

的”。影片《人生》运用人们对大自然

地独特审美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

关系。首先生产活动场景的描写，在

影片开头以及高加林被人顶替教师

工作后，出现了大量的在黄土地里耕

作的场景，刨土、掰玉米……这些场

景遵循了生态美学生发的规律，生产

劳动和审美艺术构成了艺术审美的

生态化环节，影片捕捉到了人们在遵

循生态规律和生产规律的同时形成

的生产实践形态的生态审美。从影

片中的人物造型和道具分析，劳作过

程中的男女都是以头裹毛巾的形象

出现，道具中选用了具备陕北地域特

色的旱烟袋、馍等，表现出了陕北地

区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气息，这些正是

自然的人化体现，使人们在原有自然

生态的基础上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其次，影片《人生》构图中多

采用 45 度倾斜是开放式构图。一方

面体现陕北高原的广袤与西北高东

南低的倾斜地势，运用陕北地形地貌

的风格特点完成影片的拍摄；另一方

面，频繁使用倾斜式的构图，暗示了

影片结局大角度的翻转，主人公高加

林自从到了城市以后平步青云，最后

却戏剧化地回归到原点，从某种意义

上说，影片的构图形式与整个影片的

故事情节的走向达到了一定程度的

契 合 ，达 到 了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 再

次，众所周知，影片的时间进程是通

过一个镜头切换到另一个镜头来表

现，通过自然光线的变化体现着昼夜

的变化和四季的更替，借用自然光线

的转移叙述不同故事情节，而《人生》

运用光线赋予了时间特定意义之上

的含义，完全符合人物的内心情感所

想。例如，在烈日炎炎的夏日黄土坡

的劳作中，刘巧珍暗地观察高加林，

通过强烈的光线向观众传递出她想

要表达炽热的情感。另一个场景，高

加林与刘巧珍卖馍夜晚返回的路上，

在朦胧暗淡的光线下，流露出刘巧珍

的真情实感，表达着对高加林淳朴真

挚的爱，两人互生情愫，传递着朦朦

胧胧的爱意。第三个场景，在高德顺

老人赶着马车去城里的夜路上，给高

加林和刘巧珍讲述了他年轻时的恋

爱故事，一位错失了爱人的老人回味

着旧时恋人的温暖，他忠于二人的感

情，终身未娶，夜晚清冷的月光洒落

在德顺老人闪着泪光的脸上，昏暗光

线的处理营造了悲剧氛围，为后续故

事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影片最后

讲述了高加林因被举报返回农村，镜

头切换到清冷苍凉的冬天，高加林带

着些忧郁紧裹冬装缓缓地走向村庄，

通过光线营造出了凄凉困顿的气氛

效果，表现了高加林内心的失意和他

人生的悲剧，借用寒冬的自然光线传

递了人物的内心和命运，达到了人与

自 然 的 和 谐 共 生 效 果 。 最 后 ，影 片

《人生》中音乐元素的应用充分体现

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主人公高

加林在田里耕作时，路过的刘巧珍吟

唱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陕北民

歌，表达了她一声声的深情呼唤，叠

词的运用渲染了整个氛围，具有丰富

的感情色彩。影片中音乐元素的应

用与陕北的崇山峻岭、弯弯曲曲的山

道地域风貌以及陕北人的豪放性格

相匹配，充分展现了粗犷奔放、悠扬

高亢等音乐特色，体现了人与自然的

高度和谐。

三、生态审美的价值并非纯粹的

形式主义欣赏，而是在天人合一

的生态哲学观中得以整合与升华

生态美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集

中体现了人们对生态审美的追求，在

符合人类审美活动的理想追求时，同

时能使人的身心获得平衡与和谐，在

生态审美中，最终实现真、善、美的融

合与统一。

影片《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在

失意和绝望时，善良美丽的刘巧珍给

予了他纯真而炽热的爱，使高加林在

精神上得到了慰藉，而当高加林有机

会到城市工作后，辜负了刘巧珍真挚

的爱，抛弃了她，接受了能够给予他

上海就业机会的黄亚萍的感情。如

果说这是故事的结局，负心汉高加林

的人生能够走向圆满与幸运，留下善

良 的 刘 巧 珍 在 生 活 中 痛 苦 挣 扎 ，那

么 ，这 有 悖 于 人 们 对 真 、善 、美 的 追

求。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负心汉”

高加林黄粱一梦，最终回到了原点。

在 影 片 结 尾 实 现 了 人 们 构 想 的 真 、

善、美的最高生态系统和最高生态审

美，达到天人合一的身心愉悦，最终

结局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理

想，艺术的美与道义的美相一致，视

觉美的价值与道义美的价值相统一，

体现着生态审美完整的本质。

影片《人生》的艺术处理，从自然

与人的审美关系出发，传递着生态美

学中人、自然、环境等的生态审美观

点，传达着生态美学的主题和理念，

引人深思。

（作者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