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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魂育人”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重要论断，是对思政教育本质内涵的深

刻揭示。思政教育相关学者认为“铸魂

育人”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

务，也是高校贯彻落实教育方针的主要

路径，而思政课程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

载体，理应承担起促进铸魂育人教育方

针落到工作实处的责任。高校作为培养

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阵地，创新思政教育

工作是“铸魂育人”的客观要求与现实需

要，应将提升大学生辩证思维能力、正确

认识国内外发展趋势作为重要使命，尤

其要提升大学生在复杂环境中把握未来

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实现“立德树人、

铸魂育人”目标。而微电影作为高校思

政教育中新媒体与思政理论课程实践教

学的深度融合载体，既能够赋予思政课

程以时代特征，也能够开拓思政理论教

育新路径。高校以微电影为载体开展思

政教育应明确电影选题，采取完善育人

目标机制、科研机制、内容机制和实践机

制等策略，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质量。

一、明确电影选题，

完善目标激励机制

确定教学目标本身是整个教学过程

的导向，微电影载体下的高校思政教育

需要认真审视电影主题，将明确选题作

为关键环节。高校思政教师等教育主体

应预先了解教学重点、难点和热点，据此

确定微电影应准确表达的思想和主题，

并认真考量学生的兴趣和专长，以帮助

学生选择兼具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主

题进行拍摄、制作。在此过程中，教师需

要重点做好理论教育工作，将十八大以

来中央高度重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理论教学核心内容，让学生明确微

电影制作和学习的目标，引导学生深刻

理解思政理论知识、协作意识、奉献精神

等思想内涵，并以此为精神支柱，将自身

定位为“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主

体，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

信”，从而树立正确“三观”。此外，微电

影主题确立需要依托教师与学生的集体

力量，教师优先提炼学生现实生活和思

想活动中的热点、重点问题，在此基础

上，学生与教师展开集体讨论以确定5～

10个备选主题。需要注意的是，思政教

师应坚守爱国初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作为自信源泉，结合思政理论课

程教材确立主题，例如“父辈与我”“谁是

最可爱的人”“舌尖上的浪费”“绿色中

国”等，以弘扬主旋律，为“微电影+思政”

教学把控方向和目标，避免微电影思政

育人出现娱乐化、负面化倾向，坚定学生

思治学习的目标和信念。

二、强化师资力量，

完善科学研究机制

虽然微电影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运

用时间较短，但效果有目共睹。当前，微

电影对于诸多思政教师而言依旧是新事

物，对此高校应为思政教师提供专业化

培训，通过聘请专业摄影、动画教师等方

式举办微电影知识和技术普及的相关讲

座，促使思政教师能够掌握微电影基本

知识与制作工具等，从而更好地扮演思

想理论导师、大学生实践导师的双重角

色。在此基础上，高校应细化对思政教

师的科研考核机制，客观启发教师参与

思政理论“铸魂育人”与微电影之间契合

点的项目研究，使其能够指导学生通过

微电影认识国情、思考思政教育现实问

题、明确社会主义接班人应承担的责

任。如此，在以微电影为载体的思政教

育中，教师承担着理论指导者、研究者与

组织者的责任，需要依托专业扎实的理

论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结

合时代变迁和社会热点为马克思主义开

拓新的方法分析视角，从而更好地指导

学生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与此同时，高

校应加强对思政教师的“实践教育”，构

建强化教师从事微电影思政实践教学能

力的机制，提升教师将家国情怀、铸魂育

人担当、文化自信等渗透于微电影制作

和教学中的能力，增强思政“铸魂育人”

实效性。此外，高校应鼓励思政课教师

利用课余时间前往企事业单位或合作单

位挂职锻炼，深入了解行业动态，了解学

生实习情况，全面了解行业对高层次人

才的需求，并将其作为素材融入科研项

目、微电影制作与实际教学中，使得微电

影思政教育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现实映射

功能。

三、整合教学资源，

完善知识内容机制

以微电影为载体的思政“铸魂育人”

机制构建需要全新的知识内容体系为支

撑，这是因为微电影创作属于集体活动，

需要导演、摄像、录音、演员等不同工种

的密切配合。对此，高校思政教师应结

合当代大学生主体个性和现实问题来整

合思政教育资源。现阶段，高校思政教

育涵盖课程思政和思政专业课程教育两

部分，“铸魂育人”机制包含党史、政治知

识、法律知识、职业道德和个人理想、文

学知识等内容，思政教师应指导学生在

制作、观看微电影时结合上述内容分析、

思考电影情节，以发挥微电影的高效率

“感化”作用。例如，思政教师可以将党

史相关影片作为党史知识教学素材，用

于指导学生参与微电影制作。与此同

时，需要把握思政教育内容的时效性、时

政性，结合国内外政治、文化、经济、意识

形态发展变化，以及国内外热点新闻，完

善微电影创作和教学内容，以学生喜闻

乐见的电影方式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形

势变化、行业变化和需求，为大学生运用

所学思政内容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奠

定基础。以微电影为载体的思政教育内

容具有便携性特征，学生能够在课后反

复观看，不断获得新的感悟，实现最大限

度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和思政教育素养

水平的目标。此外，高校思政教育工作

人员应负责将校内与校外思政教育资源

进行整合，并将其适当融入微电影内容

中，充分发挥资源引领教学、指导学生教

育的积极作用。

四、优化教学活动，

完善实践转化机制

高校思政“铸魂育人”目标的实现需

要做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

学生在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并踊跃互动的

过程中提升对思政知识的实践水平，从

而在实践中感知社会、理解党和国家要

求的“铸魂育人”内涵，使得整个社会成

为思政教育大课堂。高校可以利用信息

技术搭建网络教育平台，作为教师参与

国内外高校“微电影+思政”教育教学交

流的平台，直接参与思政实践教育过程，

实现思政铸魂育人“引进来”和“走出去”

相融合的目标。思政教师可以在平台中

发表微电影教学的经验和不足，汲取微

电影创作和教学经验，形成教学改革规

划。高校信息化部门可以在思政实践教

学结束之后，将优秀的微电影作品和教

学案例上传至微平台，结合思政“铸魂育

人”研讨会、学术会议等途径，大范围宣

传微电影为载体的思政育人成果。需要

注意的是，思政教师应把握实践教学时

效性，在微电影作品的展播、点评、总结

和反思流程结束后，及时了解学生学习

成果，并通过教师实时评价、学生互评巩

固学生学习实践成果，激发学生优化微

电影创作、进行创新性思考的积极性，通

过延续微电影实践教学影响力，践行铸

魂育人教育工作的使命与初心。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讲师）本文系渭南师范学院人才引进项

目：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高校思政

教育“铸魂育人”机制创新性研究（项目编

号：201120047/501）的研究成果。

动画电影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经过长期实践已形成独特的发

展模式，且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

动画电影行业呈现出全新产业形态，在

商业价值与话语表达的有机融合中获

得成功。基于此，动画电影教学工作者

应结合行业发展实际，重视学生审美变

化与文化情感需求，在与美育、德育等

的有机融合中变革教学模式、深化价值

引领，并借助信息化技术在尊重学生主

体性地位的基础上开展创新，促使动画

电影专业教学契合大学生学情实际，切

实培养出掌握扎实动画电影专业理论

知识与专业实践技能，具有正确价值

观、高尚职业道德修养，密切关注行业

发展实际、重视观众导向的高素质动画

电影人才。

一、课程思政

融入动画电影教学的价值

课程思政融入动画电影教学既是

动画电影教学自身发展进步的根本需

要，也是高校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有效实践，二者有机融合的价值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丰富动画电影教学内容资

源。在课程思政实践中，丰富多样的思

政育人资源可运用于动画电影教学中，

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可为动画电影教

学和创作提供独特素材，并以其特有的

精神价值和文化底蕴厚植动画电影创

作根基，促进动画电影教学的深入开

展，并依托思政育人方式，培育动画电

影专业学生文化自信，在价值引领的基

础上坚定学生理想信念，推动学生个人

全面发展。

其二，创新动画电影教学开展形

式。课程思政可带动全校范围内各项

育人工作的高质量实践，为学科交叉、

学科融合提供有力支撑。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进步，动画电影专业教师可抓

住课程思政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立足

专业教学主题与专业学生学情实际，探

索兼具针对性和与亲和力的教学方式，

并依托情景体验式教学、合作探究式教

学、翻转课堂等模式便利课程思政的融

入，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

从而在师生充分互动中深化价值引领、

加强思想培育，在学生动手实践中切实

提升学生动画电影创作技能，实现动画

电影教学实效性的显著提升。

其三，培育专业学生高尚的职业道

德修养。课程思政理念强调专业教师

在开展教育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学生主

体地位，带领学生从社会现实角度出发

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以明确自身成长

进步方向，培育学生必要的人文素养，

并在与美育、体育、智育等的融合中助

推学生主体的全面进步。基于此，动画

电影专业教师可从学生成长成才角度

出发，关注学生人文素养，在制定教学

目标、选择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时

更加关注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确保能在

专业教学中培育学生审美意识和道德

修养，并带领学生关注行业发展实际，

不断提升专业课程教学的全面性和现

实性。

二、课程思政

融入动画电影教学的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切实推动课程思

政在动画电影教学中的有机融入可

从提升教师思政育人素养、深入挖掘

思政育人元素、创新动画电影教学方

式等层面入手，助推动画电影教学高

质量实践。

（一）提升教师思政育人素养

课程思政在动画电影教学中的融

入对专业教师的思政育人素养提出较

高要求，需要教师树立科学价值观、具

备高水平师德风范并深刻认同课程思

政。其一，高校应重视培育动画电影专

业教师的育人素养。针对本校专业教

师教学实践，高校应结合课程思政实践

要求，引进专家学者进校开展讲座，或

组织系统性培训帮助教师全面掌握课

程思政实践要求、认同课程思政融入价

值，从而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开展育人实

践。在培训活动中，高校应强调对动画

电影专业教师师德师风的培养及价值

观的引领，确保教师能在认同课程思政

融入的基础上牢固树立育人意识，结合

教学理念的创新，在以身作则中引领课

程思政的高质量融入。其二，教师应明

确自身在动画电影教学中的主导性作

用，在教学反思和师生互评中了解自身

在育人理念、育人技能等层面存在的不

足，并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之余积极参

加高校组织的培训和学习交流活动，有

针对性地强化育人意识、锻炼育人技

能，从而带动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动画电

影教学各环节。

（二）深入挖掘思政育人元素

动画电影教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思

政育人元素，在课程思政实践中有丰富

多样的教学资源可运用于动画电影教

学。因此，课程思政在动画电影教学中

的有机融入需要多方教学主体的积极

协作参与，在深入挖掘思政育人元素的

基础上提升动画电影教学实效性。其

一，高校应重视从动画电影教学内容与

教学过程深入挖掘思政育人元素，以支

撑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入。在此过程中，

教师应重点关注近年来代表性国产动

画电影的叙事特征，从讲好中国故事角

度充分发挥优秀作品的精神熏陶、文化

传播及价值引领等作用，从育人角度深

挖思政元素。与此同时，教师应强调对

动画电影诞生及发展历史的讲述，在了

解创作者优秀工匠精神的基础上带领

学生感悟动画电影的情感表达及思想

价值，并深入挖掘影片所塑造的形象意

义，以丰富动画电影教学中的思政元

素，在教学中真正实现课程思政的有机

融入。其二，高校应带领动画电影专业

教师拓展思政育人元素挖掘范围，突破

专业课程限制，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

线上线下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在教学主

题引领下，选择适应性强、契合度高的

育人元素以丰富教学内容，在课程思政

的有机融入中深化动画电影教学价值

引领。

（三）创新动画电影教学方式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互联网信息技

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并在长期学习生活

中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化特征，习惯于

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学习知识，尤其是

动画电影专业学生，其思维更加活跃、

个性化特征更为突出。基于此，推进课

程思政在动画电影教学中的有机融入

需要高校及教师创新动画电影教学方

式，在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同时，深

化课程思政价值引领，并在师生充分互

动中强化动画电影教学实效性。其一，

高校应组织必要的培训活动引导教师

在开展教学过程中充分重视学生主体

地位，在课程思政理念指引下，设计出

契合专业学生学情实际的新型教学方

式，以此提升动画电影教学针对性。其

二，高校及教师应开展学情实际调查，

在精准定位专业学生学习习惯、满足学

生个性化需求的基础上，设计出互动性

强且能承载课程思政实践的教学方

式。例如，教师可采用竞赛式教学模

式，通过设定与民族精神相关的动画电

影创作主题，规定创作时间、明确创作

范围，激发学生创作热情，在寓教于乐

的竞赛氛围下刺激学生创作出有内涵、

有精神、重文化的动画电影作品。且教

师可在竞赛结束后组织参赛作品展，设

置必要的奖项或学分奖励，使学生在动

手实践中切实掌握动画创作技能，感受

传统文化魅力、认同中华民族精神，从

而以专业教学实践实现课程思政育人

目标。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

学院副教授）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专项阶段性成果“红色音乐资源

融入陕西电影文化产业研究”编号：

2023HZ1447。

课程思政融入动画电影教学的价值和路径

■文/王 岚

张艺谋电影中的色彩运用及其美学内涵

微电影为载体的新时代高校思政“铸魂育人”机制构建

■文/张 毅

电影艺术是一门视觉艺术，色彩运

用构成了当代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中，具有深厚美术功底、电影摄

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又是运用色彩进行

电影叙事的大家：从《黄土地》大片的土

黄，到《红高粱》的中嫁衣与高粱一色的

赤红，到《英雄》大气的黑与金，《十面埋

伏》中的朱红搭配石绿，再到近些年《长

城》中五色分明的五军，《影》与《悬崖之

上》的黑白灰等等，出身摄影而成就于

电影艺术的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对色彩

这一叙事要素的运用呈现出鲜明而多

变的个人风格。

一、高纯度单色的情感功能

电影中的色彩不仅是视觉艺术呈

现的基本要素与造型手段，也内蕴审美

上的内涵，与主体的情感相连。在张艺

谋的电影中，电影色彩的造型效用、情

感功能与象征意义都在依托叙事发挥

出了重要的作用。

在《黄土地》中，大片土黄色的沙地

象征中国西北亘古不变的民间传统，它

在画面中的大幅比重压缩了人物比例，

也在符号表述上形成了“传统压抑个

性”的主题。在《黄土地》中，张艺谋通

过对画面形象进行的色彩上的提炼、搭

配、渲染，展现出来一个亘古不变的“黄

土地”，它既孕育生命又压抑个性，烘托

出了“第五代”导演主题需要的情绪基

调和特定氛围，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

果。《英雄》则以色彩的渲染为层层递进

的故事施加情绪、主题，并试图解开刺

秦的谜团：开篇以及随后的无名觐见秦

王一段，黑色作为主色调占据了银幕，

不仅反映出秦国军队与秦宫的主要色

调，也带有刚健、朴实、悲哀、忧郁、严

肃、冷淡的意味。沉郁的黑色象征秦王

朝的建立是以死亡和悲哀等等为基础

的，因此无名的结局也早已注定；在秦

王开始叙事后，影片主色调变为红色，

画面变成了红色的赵国书馆，人物皆是

红袍加身，就连残剑要写八尺的剑字也

需要用红色的朱砂。此处的色彩象征

人性欲望中的占有欲、嫉妒心、影片的

复仇主题等，是出于秦王个人感情对残

剑与无名关系揣测的主观颜色；在进入

第三层逻辑之后，鲜艳的红色变为代

表着理性/计谋、纯真情义的蓝色，这个

由无名讲述的故事充满平静与坦然：在

书馆之中，残剑组织飞雪和无名刺秦，

被复仇心切的飞雪所伤；接着是第四层

逻辑，画面变为白色。此处的白色同样

从无名视角出发兼顾复仇与天下的主

题。在刺秦的路上，无名收到残剑赠予

的书法《天下》；他对着白色的卷轴沉默

许久，白色象征无名在平静，理性和欲

望中找到了平衡点。在片尾，悟出“天

下为重”这一道理的无名最后放弃了刺

秦，因为他相信只有秦王可以结束战

乱，一统天下。在即将赴死前，画面最

后一次闪回到残剑悟道的竹林中，这一

画面绿色为主。在绿色的竹林间，身穿

绿衣的残剑融入自然之间，在“天人合

一”的境界中顿悟；这里绿色片段的插

入，也暗示了无名继承残剑遗址之后的

心态：平和平静，以回归自然的心态迎

接即将来临的死亡，并将希望寄予天地

之间有灵的万物。在《英雄》中，色彩作

为剧作元素起到了渲染氛围、推动情节

发展的作用，也大大拓展了电影的表达

空间。

二、高纯度多色的文化象征

电影中的色彩不仅在自然层面上

作为物象的表面附着色存在，这些被摄

影机拍摄进画面后的颜色经常也是导

演的用心之举；张艺谋就经常从历史文

化角度出发，让丰富的高纯度颜色作为

文化的诸多象征与隐喻在同一空间中

出现，并以强烈的色彩对比体现中国传

统的文化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形而上

哲学中，色彩理论时空兼顾，“色”由形

成本体上的由宇宙之气而生，青、赤、

黄、白、黑五种主要基本正色在文化象

征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

灵活地对应于情感、方位、天气等。

张艺谋的《长城》就表明了作者对

中国色彩文化象征的灵活运用：这部电

影在中国武侠片的基础上融合好莱坞

怪兽灾难片，在中外数十位知名影星的

联袂出现下结合爱情和动作两大备受

市场欢迎的类型，依托五种色彩设计出

了长城上的传奇部队“无影禁军”；除刘

德华饰演的王军师外，剩下五位将领分

别掌管五种功能不同，但都源于中国古

代记载的兵种：怪兽饕餮有极强的速度

和力量，穿黑色盔甲的熊军重装步兵撑

盾阵首先抵挡其冲击；红色盔甲的鹰军

具有弓弩射击的能力，在远程攻击上占

有优势；紫色盔甲的鹿军的奔袭骑兵在

速度和力量上无人能敌；蓝色盔甲的鹤

军使用奇观化的飞索，动作轻盈而富于

美感；黄色盔甲的工程和火炮部队虎军

则擅长火炮攻击，与其他军种配合效果

奇佳。

本片作为具有中国电影基因的合

拍电影，在服装道具、场景环境、音乐音

效、演员选择上大量加入了中国元素，

命名五军的动物与五军的色彩设计便

是其中的典型，展现出中国电影在文化

自信中进行的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表

达。《长城》的世界中，不同的色彩不仅

标明了军种的不同，在全景画面中以视

听奇观展示出一出中国特有的“灾难历

史”电影场面，还以动物、色彩、性格（主

要是将领性格）之间的对应，这些色彩

让人与天地四方相连，来自自然、渗透

在万物之间的色彩又体现了宇宙在本

质、现象、运动中的统一，在文化象征上

展示出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审美类型

与审美境界。

三、低纯度对比的主题显影

在电影的色彩中，颜色的呈现并非

一定是绝对的，光线、透明度、光照角度

等因素都会影响色彩的具体呈现，电影

中的色彩既是经验现象，也是逻辑规

定。张艺谋早期的电影作品几乎以各

种高对比度、高纯度的色彩著称；但在

近年来的作品中，张艺谋在色彩使用上

出现了“返璞归真”的倾向，《影》《悬崖

之下》等影片中，代表性的大红大绿被

更加纯粹的黑和白取代。

在万物褪色的水墨世界与光照不

足的雪夜，万物各自的固有色彩被场景

中的风格与照度改变，张艺谋采取了新

的低饱和对比形式表现色彩。《影》中，

张艺谋以黑白两色的流动表现“真身”

和“影子”此消彼长的主题：国王、属臣、

舞姬、都督夫人等几乎所有角色都身穿

水墨花纹的服装，飘逸、潇洒、意象，行

动时衣袂飘飘，图案看起来朦胧典雅；

都督府的墙上画满水墨画，王宫大殿垂

满书法墨迹，光影交错、黑白流动间有

暧昧阴森的美感。水墨画渲染之后渐

变的“灰”的层次正是人性中亦正亦邪

的部分，天坑中的都督与影子武士决战

时被暴雨掩盖的身影也呈现出灰色。

太极图案与黑白两色的变化表示势力

和情感的此消彼长，互相变化，来暗示

真身和影子之间难以分清的爱恨纠

葛。《悬崖之上》则将大部分景观设定都

在下雪的黄昏与夜晚，特勤与特务在大

雪中展开的尔虞我诈的争夺：片头雪地

空降的场景树影婆娑，东北雪林簌簌皑

皑白雪，寒气逼人；高潮中穿着黑皮大

衣、头戴黑色礼帽的人物宛如影子一般

融入夜色，制造出凛冽严峻的气氛，全

呈现出一种低饱和度的“黑白灰”美学

世界，配合特工片冷冽肃杀的主题。在

这两部电影中，张艺谋让两种最为简单

纯粹的颜色是在诸多场景、气氛、角色

等因素中的综合实际用法中获得其概

念复杂性，在电影主题与色彩使用间建

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作者系琼台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

师）本文系琼台师范学院第三批校级一

流本科课程项目《色彩形式语言》（课题

编号：QTjg2022-55）的研究成果。

■文/张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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