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05.29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理论·广告 11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spsj@163.com jxsps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

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
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广告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
■文/郝 蕊

立足中外合作办学实际
探索影视专业课程思政路径

■文/孙寅杰

高职院校的思政建设：

以主旋律电影为课程建设切入点路径探索

文学与电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

系。文学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深刻入骨的思

想内涵为电影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

材。两者都以可感的形象向受众传递

情感、输出价值，都具有人物、环境、情

节、语言等美学要素，都利用时间要素

为受众带来艺术美感，都通过叙事来讲

述故事和发展情节，都利用假定性来提

炼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质。因为现代文

学作品与电影有着诸多共通之处，所以

将这些文学作品搬上大银幕成为电影

制作的重要方式之一。电影通过改编

的方式阐释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给予这些作品新的诠释，为广大观众提

供欣赏这些作品新的视角。

一、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电影改编的四类范式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改编成为电影

的范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类为国民教育式改编范式。

此类范式电影着力以现时代价值观念

评价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并努力凸显

所要表现价值。例如，鲁迅原著《药》冷

静的如白描一样解剖着病变一样的社

会。但在电影《药》（1981）中，电影所在

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论述该故事

的价值主线，努力图解原著、教化观众。

第二类为通俗普及化改编范式。

电影对原著文学作品采取的主要态度

是致敬，努力以经典重现的方式拍出原

汁原味的电影。根据原著叙事性特征，

电影还能侧重具体审美价值来实现对

艺术的表现。例如，沈从文作品有着浓

郁的抒情化特点，电影《边城》（1984）也

努力将情感抒发作为串联整部电影的

重要线索。老舍文学作品中对老北京

风土人情的表现极其到位，电影《龙须

沟》（1952）、《四世同堂》（1985）都不约

而同地在影片中突出展现了老北京的

风貌。这些做法是符合大众通俗化追

求和审美意趣的。

第三类为商业化改编范式。此类

电影冲过重述、解构等方式重新演绎现

代经典文学作品。如《满城尽带黄金

甲》（2006）以全新的面貌演绎了曹禺的

名著《雷雨》，《白鹿原》（2012）则在不失

原著主线的基础上以更迎合当代观众

的形式展现了那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两部电影在改编程度、故事结构组织等

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但都通过商业化的

形式尽力表现出原著的精神内核。

第四类为艺术化改编范式。此类

电影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化反思和

形式表现探索上。例如，《红玫瑰与白

玫瑰》（1994）表面上虽为商业片，但其

“羊皮”下却隐藏着对性别、文化种群、

族裔等的文化探讨，形成了电影对自身

表现形式、文化属性、艺术价值等问题

的再次讨论，这是张爱玲原著所不具有

的艺术内容，是对商业影片类型固化的

一次大胆地艺术化突破尝试。

通过不同的范式，现代文学作品以

或崭新的、或原汁原味的、或带着时代

审视的眼睛的，或更为具艺术探索性的

形式展现给观众，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艺

术享受。

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电影改编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新中国建国至1976

年间。该时期可分为两个小时期：其一

为十七年时期，这一时期注重对经典现

代作品的通俗普及化改编，如根据鲁

迅、矛盾、老舍、巴金等现代著名作家的

作品所改编的电影作品《祝福》（1956）、

《林家铺子》（1959）、《我这一辈子》

（1950）、《寒夜》（1955）等。同时为展现

新中国的朝气，《吕梁英雄传》（1950）、

《白毛女》（1950）、《暴风骤雨》（1961）、

《小二黑结婚》（1964）等一批具有延安文

学传统的文艺作品被改编为电影。通过

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对新社会的歌

颂与赞扬使观众认识到新生活的美好与

来之不易。其二为文革时期，《闪闪的红

星》（1974）、《难忘的战斗》（1975）、《金光

大道》（上1975、下1976）等改编电影虽然

在情节和人物塑造上按照“三突出”要

求受到了左倾思想影响，但是很多原著

情境的再现在今天仍能让人感受到现

实主义表演的魅力。第一个时期电影

改编对现代文学作品的选择非常慎重，

主题政治色彩甚至较原著更为浓郁，是

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合唱。

第二个时期为 1977 年至 80 年代

末。文革后创作环境逐渐宽松，改编电

影虽然较为忠实原著，但已经不同程度

地显现出编程者的自我意识和审美追

求。《阿Q正传》（1981）、《子夜》（1981）、

《骆驼祥子》（1982）、《雷雨》（1984）、《青

春万岁》（1983）、《老井》（1987）等一批

电影作品基本还原了名著的原有风貌，

这种还原的出发点并不是启发观众对

当时社会的思考，更主要的是扩大人们

对原著的认识，是文学以电影方式向大

众的普及。但与第一个时期相比，此时

的改编已经较为大胆了，例如影片《骆

驼祥子》的重心从祥子转为虎妞，祥子

在剧终并未遵循原著彻底坠落而仅是

在城门阴暗处被黑暗吞没。这种改编

至今仍被诸多影评家诟病为“严重削弱

原著独特的思想性和深刻性”。但无论

如何，此时的当代文学改编电影更体现

电影创作者的思想，也无疑更具创作的

自由度。无论《阿Q正传》还是《原野》

（1981），电影虽然较忠实于原著，但都

不再唯唯诺诺地照搬原著中的所有场

景，而是采用大胆补充/删减情节、场

景、人物的方式。此外，与前一个时期

相比，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改编电影在

自觉的规避宏大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

的表现，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规避

意味着该时期电影向娱乐和审美要素

的理性靠拢。

第三个时期为上世纪80年度末至

今。在《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

见》发布后，改编电影迎来了新的发展

时期，电影向主流电影、娱乐电影和文

艺电影三个维度分别展开，改编理念、

范畴、创新手法都得到了大跨步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改编电影不再选择与

原著相同的名字，《顽主》（1988，改编自

王朔《春桃》）、《大红灯笼高高挂》

（1991，改编自苏童《妻妾成群》）都是此

类作品。此时，国际化和商业化的社会

背景成为原著之外对改编电影影响最

大的要素。想要达到这两点，既要有吸

引观众的要素，也要能在国际上获奖，

于是一些改编电影中出现了文学作品

中并未出现过的喜剧噱头、吸引观众的

暴力场面，一些面向西方电影奖项的影

片又在原著基础上杂糅进了民俗元素、

东方伦理等元素。这一时期的改编电

影题材更聚焦微观的人及人性，在经

济变革下的人性思考、传统伦理在现

代社会中的不适应、城市与乡村二元

对立等方面有着较多的展现。这些电

影不再将教化与启蒙作为目的，甚至

电影的审美表现也不再是改编电影的

最主要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和

消费性，甚至亵渎和消解权威成为部

分改编电影的核心内容。例如《顽主》

将“我俗但是我真诚”作为影片的旗

帜，表达的是创作者解构社会的悸

动。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电影在改

编的过程中在主题方面有了更多的自

主性和选择性，但同时受到观众的影响

也越来越大了。

改编思想是影响一部改编电影最

终面貌最重要的因素。随着人们对电

影理解的深入、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

以及创作者对当代文学作品认识角度

的不同，改编电影的主题、人物塑造、

情节走向和叙述方位都发生了巨大的

改变。同时，改编电影也影响着当代

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两者纠

缠进化共同推动着我国文化事业的蓬

勃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副教授）

中外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对外开

放、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发展趋势，

可为教育教学改革、高水平人才培养提

供良好机遇。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发展

需要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复

合型人才予以支撑。影视专业人才毕

业后大多从事新媒体、影视创作与互联

网行业，肩负着弘扬民族精神、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使命。

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影视专业人才

更多接触西方意识形态，进行以西方文

化为主题的影视创作实践，其价值观容

易受到冲击。对此，高校应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根本使命，在教学过程中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民族精神等教育内容，引导影

视专业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掌握影视

专业知识、养成良好职业道德，成长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中

外合作办学实际的基础上，探索影视专

业课程思政实践路径，在影视专业课程

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中，提升影视专

业人才综合素养。

作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重要途径，课程思政可在整合课程教

学资源、拓展课程育人场域中，增强人

才培养实效性。现阶段，高校立足影视

专业中外合作办学实际，探索课程思政

实践路径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必然需求，

能充分发挥影视专业课程蕴含的教化

功能，展现影视艺术的价值追求。基于

类型丰富、数量巨多的优秀影视作品，

影视专业课程中蕴含丰富的思政育人

元素，既能彰显时代精神、弘扬民族精

神，又能展现影视创作者的社会责任、

家国情怀。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影视专

业课程中，着重思政元素的融入、民族

精神的讲解、优秀文化的展现，可深化

价值引领与精神培育，助力影视专业人

才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

立足师资队伍实际，

提升教师育人综合素养

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高校普遍

会邀请国际一流高校的核心教授、学科

带头人或影视行业内的大师进校担任

教师，为影视专业课程教学带来国际前

沿动态、国际优秀教学资源，提升影视

专业教学实效性。但在此过程中，教师

不可避免地会传播西方文化与西方意

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影响影视专业学生

的价值观选择与文化自信水平。

高校推进影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需优化师资队伍水平，在国外教师与校

内影视专业教师、思政教师的协同育人

中，引领影视专业课程思政高质量实

践。针对国外教师教学现状，高校可密

切国外教师与国内影视专业教师、思政

教师之间的联系，成立中外教师集体备

课小组，带领各类教师协同参与课程思

政建设。通过制定课程教学大纲，明确

课程内容的授课分工，以双导师形式为

学生解读影视专业知识体系，带领学生

探寻知识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民族

精神。

四川传媒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在中

外合作办学实践中，成立影视专业课程

思政小组，形成具有中国高校思政教学

时代特征的中外双教师教学体系。通

过集体备课、宏观规划等实际措施，实

现西方文化部分与中国文化语境、价值

导向的衔接，在提升国内专业教师思政

素养的同时，带领国外教师积极融入思

政教学内容。

高校需对国内国外教师分别开展

思政育人主题培训，帮助教师系统了解

影视专业课程思政实践的必然性与可

行性，促使教师有意识地将思政元素融

入课程教学、开展育人实践，进而增强

师资队伍育人综合素养。

立足教学内容实际，

融入思政元素重要资源

中外合作办学为高校影视专业课

程带来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使得课程

教学内容贴近国际前沿动态，彰显出时

效性。在此过程中，蕴含西方意识形态

的影视作品、以西方文化为主题的实践

项目，已成为影视专业课程重要的教学

内容。高校推进影视专业课程思政，需

着眼校内校外、线上线下、课内课外与

影视专业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通过各

类资源的优化整合，丰富影视专业课程

教学内容，奠定课程思政实践内容

基础。

深入挖掘影视专业课程蕴含的思

政元素。针对影视专业理论知识、教学

过程中选用的优秀案例、影视创作的实

践过程，高校应指导教师从中选取符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能够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

神的内容。针对以西方文化主题的教

学内容和创作实践项目，高校应带领国

内教师挖掘此类内容中的优秀部分，充

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特

征，在与国外教师的协同中调整教学侧

重点，带领学生学习西方文化发展的优

秀经验，并将其应用于本土影视艺术创

作，在文化交融中促进中华文化繁荣

发展。

国内国外教师与思政教师协同，全

方位探索与影视专业相关的各类思政

元素，将其融入影视专业课程教学。教

师应密切关注时事热点、对外关系等思

政内容，以及各类影视素材与行业热

点、研究动态，重视学生主体作用，强调

从学生视角出发，分析各类元素融入的

可行性，将蕴含正能量的影视作品、网

络素材等融入教学内容，从而拉近学生

与课程思政之间的距离。同时，教师应

从思政课程入手，分析思政理论知识中

与影视专业相关的元素，与思政教师协

作优化教学内容。

立足教学评价实际，

优化评价体系全面育人

中外合作办学进程中，影视专业课

程教学评价重点关注学生的国际视野、

影视专业理论知识储备、影视创作技

能，力求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基

础上，科学全面地完成教学评价，反映

中外合作办学实效。立足于此，推进影

视专业课程思政实践，高校需通过丰富

评价主体、调整评价指标、创新评价形

式等途径，完善影视专业课程评价体

系，以全方位反映影视专业课程育人实

效，充分发挥以评促教、以评促改重要

作用，实现以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综合素

质较强复合型影视专业人才的教学

目标。

丰富评价主体，引领全面评价。高

校应将思政教师、大型影视机构负责

人、行业专家、大学生等纳入评价主体，

与国内国外影视专业教师共同组成评

价主体队伍，充分发挥不同评价主体作

用，保障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调整评价指标，考核人才综合素

养。落实课程思政，高校需在原有评价

指标的基础上，增加关于价值观、职业

道德素养、文化自信水平等内容的评

价，力求从与影视专业课程相关的思想

道德修养角度，融合专业知识能力评

价，对影视专业人才的综合素养进行

评价。

创新评价形式，及时调整教学实

践。基于现阶段对理论知识的笔试考

核、对创作技能的项目考核等评价形

式，高校应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对影视专

业课程思政实践过程的动态化检测，形

成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

评价模式。同时，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作出调整。重点关注教学

中涉及价值观导向、精神引领等的教学

内容，对此类教学实践设置相应预警机

制，保障中外合作办学中影视专业课程

思政的顺利开展，避免出现意识形态方

面的风险。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主旋律影片是通过艺术化形式，向

人们传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文艺

作品，依靠强大的影响力和艺术感染力，

始终以传播主流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为

先导。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主旋律电影

的应用价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

德行为，很多创作者为具有中国特色的

主旋律影片，进一步挖掘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主旋律

影片之间的交叉点。而高校作为培养高

质量人才的主要场所，立德树人是高校

的重要任务。要提高对主旋律电影的重

视程度，充分发挥主旋律电影媒介多样

化属性，如政治属性、道德属性等，积极

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

素质，全面分析价值塑造和责任担当内

容，将其作为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观的重

要途径，促进学生实现综合发展。同时，

要加强主旋律影片的价值引领作用，积

极发挥其思政育人价值，建设互联网思

政教育策略。

一、理解什么是主旋律电影

随着时代主体不断更换，电影发展

和世界接轨，促进电影向多元化方向发

展，出现各种主旋律电影，如湄公河行

动、红海行动等电影，具有较强的市场效

应。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电影政治内

容存在较强差异性，如商业层面、艺术层

面、思想层面等，其根据叙事形态进行划

分，其主要包括艺术电影、主流电影、商

业电影，不同电影之间的文化价值具有

较强差异性。从某方面来看，这三种电

影都超过常规电影的形态，表达出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传承民族优秀

文化传承的主流价值观念，是我国建设

精神文明的关键点。目前，主流电影覆

盖范围较广，涉及到全部有益社会主义

建设的主流文化思想精神，其有效呈现

各种主流文化，政治诉求注重宣传意识

形态。而主旋律电影和主流电影之间存

在较强差异性，其注重体现出主流意识

形态的政治要求和道德要求，如国家主

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国家政策倡导等，勇

于承担起船舶中国主导文化的任务。通

过分析电影语境方面，主旋律电影和主

流电影边缘化界限愈发模糊，甚至被人

作为相同概念进行交互使用。

主旋律影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其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而影片在

其他语境中，由于它的表现手法具有很

强的特殊性，教育目的是从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进行的，都是影片

所要表达的内容，从整体上推动个人和

社会的发展。此外，积极宣传国家意识

形态、以红色电影精神为电影核心要素、

创作电影艺术、丰富电影内容、突破传统

电影创作模式局限等为渠道，积极宣传

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主旋律影片，受众

群体数量较多，是典型的大众传播载体。

二、以主旋律电影为课程建设

切入点路径探索

（一）加强主旋律电影的思维引领作

用，构建健全的政策宣传机制

价值引领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运用能

够体现跨越时空作用的客观的、超前性

的、能够说服他人的思想作用。当下，主

旋律影片站在现代的时代领域，对历史

事件进行剖析，传递不同时代的主流思

想和价值理念，在思想引领方面有着特

殊的作用。一是政府部门要切实认识主

旋律影片的价值，积极借鉴文化团免费

进高校、设立专项经费、与地方院线合作

等成功经验，构建完善的主旋律影片进

高校政策。适当补贴主旋律电影票价；

二是主流媒体要加强相关政策文件的宣

传力度，和高校宣传部门进行深度合作，

掌握学生喜欢的娱乐方式和学习方式，

创新宣传形式，吸引学生观看主旋律电

影的积极性。同时，高校要明确主旋律

电影应用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加强思

想上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

三是思政教育教师和宣传部门要掌握网

络传播思想的价值，利用校园网、微信、

微博等途径发布主旋律电影相关信息，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思维。例如：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戏剧学院策划

致敬党建百年历史的用电影讲党史活

动，筛选21部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主旋律影片，完全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程，让学生能熟悉百年党史中

的重要时间，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不惧

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嘉兴南洋职

业技术学院，开设了“电影中的四史”选

修课，作为学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种途径，

让学生在生动的电影中汲取历史的力量

和坚定的信念。

（二）发挥主流价值引导，优化平台

内容机制

各种价值在价值主导背景下是共同

存在的，而这些价值又是相互影响的，所

以主流价值的主导作用需要得到最大发

挥。然而，作为主流价值内容与信息技

术相结合的主旋律影片，让主流价值求

同存异，将所有的价值都运用到主流核

心价值体系中，推动互联网思政教育呈

现开放性的发展态势，在思政教育方面

具有极强的引领作用。首先，高校应通

过合理利用有限的资金，提高高效网络

思政教育平台的应用效果，为教师提高

教学效果奠定坚实的基础，建设特色网

络思政教育平台，积极引进专业技术教

育人才，培养信息化技术专业人才。其

次，高校管理层要加强教育平台的安全

性，进一步完善教学系统功能，安全保存

相关数据资源，如教师教学数据、学生学

习数据、学生思政知识掌握程度、价值观

变化规律等数据，给思政教育平台丰富

教育内容提供软文化支持；最后，信息技

术部门要结合学生实际要求，科学设计

网络教育平台界面，找到学生多元化发

展和思政教学严肃性的交叉点。因此，

技术部门要及时和思政教师进行沟通，

将主旋律电影应用到线上教学系统方

面，将技术和内容相互结合，构建健全的

动态管理机制，定期改革系统内容，形成

思政教育内容数据库，充分发挥主旋律

电影价值，促进学生实现综合发展。

（三）强化教学引领作用，建设师资

学生机制

在价值引领背景下，主旋律电影通

过教学途径应用到高校思政教育方面，

将主旋律电影、学生、思政教育、教师相

互结合，让学生能真正掌握主旋律电影

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要指导

思政教师确定课程教学主题，全面分析

主旋律电影的教育价值，找到电影内容

和思政教育理念知识的交叉点，创新教

学模式。即是，教师通过分析主旋律电

影内容，剪辑电影中最有价值的电影片

段，将电影片段和教学内容相互结合，定

期调查学生真实观影感受，通过利用互

联网技术提出开放性问题，让学生在课

后进行解答，这种方式不仅能提高教师

教学设计能力，还能加强学生对网络思

政教育的适用性；高校要加强教师思政

教育能力培训工作，进一步机身教师对

思政理论知识的认知程度，对思政教育

和主旋律电影的融合研究能力，加强教

师网络教学模式应用效果。另外，教师

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优化融合教

育效果，通过学生社团、高校校团委力量

举办微电影创作大赛，以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创作核心内容，通过团队

竞赛方式协作拍摄微电影，拉近师生之

间的距离，加强互动交流效果，保证网络

思政教育效果能达到预期要求。

（作者系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副

研究员）

■文/徐秋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