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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融入高校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
——以《影视画面分析》为例

金闻馨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  0）

摘要：为落实课程思政育人的要求，从中国故事出发，探索《影

视画面分析》实践模式。本文分析了《影视画面分析》讲好中国

故事的必然性，挖掘思政元素，并提出具体实施路径，以期实现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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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来，各高校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与此同时，党的二十

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要聚焦中国故事，阐发中国特色。

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中国故事等

用影视作品传达，是创作者应关注的问题。本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就应当让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中国文化和故事等内容走进课堂，

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提

升，增强文化自信。

《影视画面分析》是我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实践课程。该课

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影视作品中光、色彩、景别等构成画

面元素的基本概念，并具备影视画面的分析能力。该课程的突出

特点是能够紧跟影视艺术前沿动态，通过引入国内优秀影视作品

作为案例，呈现富有感染力的画面进行传情达意，提升学生的学

习热情，培养其人文素养、专业素养和政治素养，并厚植改革创

新、责任意识和爱国精神。基于此，本文以《影视画面分析》为例，

着眼于中国故事，设计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在厘清本课程讲好

中国故事意义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和实践路

径，以期提升《影视画面分析》课程思政建设水平，起到立德树

人的作用。

一、《影视画面分析》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然性

课程思政是实现大学生的能力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双提升的

系统性工程，推动课程思政提质增效，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应然之策。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既是新时期思政教育的需要，也是

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影视画面分析》的课程思政具

有天然优势，教学案例来自优秀的影视作品，而影视艺术能够激

发政治责任感和家国情怀，这与教育本身倡导的“寓教于乐”理

念相符，为中国故事融入课程思政提供了良好的基石。此外，学

生是未来的影视作品创作者，在课堂教学中讲解中国影视从业者

背后的创作故事，能充分地领略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精神。

（一）课程与时代的关系紧密

课程《影视画面分析》的理论和案例都来源于真实的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是彰显时代脉搏的一种表达形式，透过它们可以看到时

代的发展变迁、时代精神风貌和时代文化特征。例如近些年的影

视作品，学生可以感受到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课程讲授可以有

效融入爱国精神、家国情怀、改革创新等思政元素，故事素材内

涵丰富，可以有机地将知识点与思政育人紧密结合，达到润物细

无声的效果。同时，具有时代高度的影视作品出现，离不开创作

者的努力，也可以借此引导学生的影视创作和实践需要回应时代

呼声，引导爱岗敬业的品格。

（二）课程的研究对象是影视作品

现实生活中的影视作品丰富多彩，近年上映的影视作品不计

其数、类型丰富，这为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讲述中国故事提

供了生动真实的案例。如果将影视作品与课堂所学的知识点有机

结合，必能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教化作用。

比如讲到主旋律电影《长津湖》的艺术表现形式时，分析残

酷的战争画面中体现出的军人的钢铁意志和求胜精神，挖掘背后

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思政元素。看到这些真实感人的作品，学生可

以引起情感共鸣，深刻地认识发生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故事。当下，

越来越多的主旋律电影进入大众视野，以厚重的内涵和出色的艺

术表现方式，向人们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这些优秀的

作品可以作为《影视画面分析》的教学素材，向学生开展课程思

政教育，达到德育与智育兼备的效果。

（三）课程的内核贯穿了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优秀的影视作品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讲述社会故事、传递人

物情感，学生在观看和欣赏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引发浓烈的情感共

鸣，调动思想和行为的内化，这也就决定了这门课需  要考虑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引入影视艺术作为案例的教育方式，

让学生真切地去感受与发现真善美，并因此热爱真善美。课程思

政实践过程中需要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将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赋予课程知识体系之中，引导学生树立求真、  向善、至美的价值观，

实现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

二、挖掘中国故事蕴藏的《影视画面分析》课程思政元素

《影视画面分析》课程知识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从

宏观层面看，影视艺术强调价值观的传达，关注引导学生价值观

的树立应当贯穿在完整的教学环节中；从中观层面出发，课程内

容包含了党对影视艺术创作的时代要求、文化自信、爱国主义等

思政元素；从微观层面看，教学内容包括了开放创新的观念、工

匠精神的工作作风，以及传播中国故事的国际视野。总之，《影

视画面分析》课程教学内容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价值

观等方面密切联系，梳理《影视画面分析》课程中蕴藏的思政元素。

第一，挖掘中国影视实践故事背后的价值观元素。学生是未

来影视评论和创作的生力军，肩负着用影视艺术弘扬中国精神的

使命。因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理念，形成较高的人文素养和政治素养是课程思政的目标。例如，

引入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作为案例，对优秀作品的画面进行细致

分析，可以培养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审美素养，充分理解意识形

态所要求的主流价值观，并在剖析中融入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文精

神等相关思政元素，将课程知识和思政元素有机结合。

第二，提炼中国故事蕴含的时代精神。影视作品往往体现着

一个时代的特征。《影视画面分析》课程内容讲授过程中可以加

入具有时代精神、表现社会生活的案例，例如《少年的你》《奇迹·笨

小孩》《我不是药神》等现实主义电影，通过分析艺术表现方式，

引导学生感受社会现实和丰富的人性，领略时代精神。

第三，总结中国故事背后的家国情怀元素。家国情怀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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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的珍贵品格，家国情怀能将个人与国家的情感紧密相连。

从历史题材电影到战争题材电影，这些经典案例都可以作为《影

视画面分析》课堂中生活的思政元素，充分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在讲到景别这一知识时，可以引入《长津湖》《金刚川》等战争

题材的电影，分析景别如何塑造人物形象，让学生深刻体会战士

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更加深刻地了解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

第四，探索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电影虽

然是舶来品，但随着一代代电影人的实践，将具有民族文化元素

融入电影中。因此，在讲解相关理论的同时，给学生讲解和阐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能够让学生深刻感受到中国文化

的魅力。例如，在讲到构图这一知识点时，引入电影《春江水暖》

作为案例，并结合中国山水画的构图规律和山水精神，可以让学

生感受到我国古人的智慧以及电影创作者的创新精神，激发学生

的创新思维。又如，在讲到色彩这一章节时，把《菊豆》等影片

作为案例融入课堂，讲解色彩能够折射人物内心情感，且运用中

国传统喜庆的红色展示民族文化。再比如在讲解场景章节时，引

入《卧虎藏龙》作为案例，选择连绵屋檐上的追逐戏和竹林大战

这些情节，讲解意境之美，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

第五，梳理中国故事背后的国际视野。随着中国电影在国际

上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众多电影在国内外广受好评。若将商业性

与艺术性兼具的中国电影作为案例引入课堂，进行画面方面的分

析，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例如选择《白日焰火》《地久天长》

等影片作为案例进行画面分析讲解，使学生体会中国电影在国际

市场上展示的中国文化面貌。

三、讲好中国故事的《影视画面分析》课程思政教学的具体

实施路径

电影学起源于西方，但是在中国电影人的实践推动下，中国

电影不断发展壮大。从早期电影先驱者的成功经验，再到新时代

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作品实践，这些地方都体现着家国情怀、民

族精神等思政元素。因此，本课程的教学实践应当立足于影视艺

术的实践，围绕教学重点去梳理中国故事，通过课堂案例讲解融

  入思政元素，并在课外实践强化思政技能，使教学内容更加扎实

和丰富，以期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一）课前围绕教学重点梳理中国故事

《影视画面分析》课程内容丰富，知识点涵盖范围广泛，具

体从影视画面的概念和原理、到景别、色彩、构图等构成画面的

各元素，可以说每一节课背后都可以讲述一个中国故事。

本课程的教学重点在于画面分析，课堂中会结合较多案例进

行讲解与分析。把含有中国故事元素的案例放在课堂上讲授，能

使课程思政元素生动地呈现出来。影视题材范围较广，有现实主

义题材电影、新主旋律电影等各类优秀的素材可供学习。例如，

抗疫题材的电影，通过课堂上对该类影视作品画面的分析，即如

何通过画面塑造人物，可以向学生传递中国医护人员的风采。结

合包含“中国故事”元素的案例讲解知识点，可以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使课堂富有感染力。

此外，立足于影视实践，可以重点梳理中国影视事业取得成

就的故事。具体可以围绕近些年拍摄的优秀影片进行故事梳理，

比如，《流浪地球》《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等等。课堂通

过向学生讲授影视作品拍摄的过程，了解影片背后蕴含的工匠精

神和中国电影特有的文化气质，讲课既涉及了专业知识，也能传

达中国电影人的敬业精神，从而启发学生向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学

习。

总之，课前需要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育人元素，梳理中国

故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明确每个章节的育人目标，力图达到专

业学习和立德树人二者有机结合。

（二）课堂案例讲解融入思政元素

课堂教学是教育学生正确树立积极、健康价值观的主要方式，

也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途径。专业课教师扮演好教书和育人的

双重角色，将涉及到中国故事中体现的思政元素，包括民族精神

与时代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善美等。一方面，教学内容

选择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作为专业知识作为教学案例，加入反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党百年以来有纪念意义、象征意义的作品

作为鉴赏内容。同时，选取经典外国影视作品，加入文化输出、

鉴别外来文化的内容，在专业知识的讲授中，培养学生高雅的艺

术观。另一方面，通过师生交流、小组讨论等多种互动形式，践

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和参

与积极程度，时刻调整教案和教学方式，加强课程思政融入效果。

在课堂中引入经典影视作品作为案例，利用影视艺术直观性

的特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从专业学习中得到深刻的

人生感悟和理性思考，并传承中国精神、升华思想。

（三）课外实践提升思政素养

《影视画面分析》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要求学生能够

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具体的影视作品。因此课程

思政建设除了探索课堂教学实践外，也需要利用课外实践平台提

升学生的思政素养。

一方面，鼓励学生参加影评比赛等学科竞赛活动。把包含中

华传统文化、红色革命和社会发展等中国故事的影视作品，作为

课后实践的素材，书写影视评论，要求阐述其所运用的创作技巧，

及体现的中国故事和时代精神。既能够激发学生掌握影视理论知

识的动力，培养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也能够让学生深刻体会作

品背后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思政素养。另一

方面，鼓励学生参与拍摄传统文化、乡村等中国故事相关的题材

短片，并参加比赛。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专业水平，

在拍摄中又可以使学生走近和了解中国故事，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和工匠精神，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

四、结语

新时代培养德才兼备的影视人才，是影视教育的需要，也是

时代的需要。在《影视画面分析》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将

中国故事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中，既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力，又能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和艺术观，专业

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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