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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落实儿童艺术教育本身有着极强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特点，儿

童的审美能力以及素养还未完全形成，在进行艺术教育的过程中，

主要以解放儿童天性、培养审美认知、强调艺术感知能力以及创

新能力的塑造为主要任务。那么就需要脱离传统理论性的艺术教

学以及刻板的案例赏析，而是要进一步加深儿童的体验感，增强

感官技能，强化主观意识。因此依托儿童较为感兴趣的动画影视

作品来实现艺术教育，不仅可以挖掘，动画影视作品中的艺术元

素，更可以培养幼儿主动探究的积极性。

1  动画电影作品的起源及艺术走向

首先从动画影视的发源层面来看，在19世纪上半叶动画才

开始走向人们的视野[1]，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量具备中国

特色的动画元素，成为了儿童们十分喜欢的作品，例如中国皮影、

水墨画都可以作为动画影视的制作要素，《葫芦兄弟》《鼹鼠的故

事》《黑猫警长》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动画影视，也在儿童的成长

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我国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动画影视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

艺术表达方法，其涵盖了多个有关艺术的类别，例如表演、摄影、

音乐、美术、数字媒体、文学等等[2]。将动画影视进行拆解之后，

能够挖掘出大量有关艺术教育的要素，比如动画电影的情节是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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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的场景进行艺术加工之后形成的，动画电影精彩纷呈的画面以

及特效源于艺术创作以及制作技巧，配合画面给出的精彩音效以及

配乐是烘托情节感染力的重点要素，不同视角的拍摄手法以及人物

形象表述能够渲染不同的情节，也可以埋下伏笔。这种多元化的艺

术要素能够大大提升儿童艺术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在短短的时间内

快速进行视听感官的调动，通过逐帧的画面来实现连续性视觉效果

的呈现，无疑是一种具备集成化的艺术教育载体。

2  从动画电影特征看儿童艺术教育价值

儿童艺术教育的目标本身有一定的多元性特点，不仅要求儿

童能够从日常生活以及环境中发现美、认识美，更要积极大胆的

参加艺术类活动，展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进行艺术表现[3]。这种艺术教育具备极强的开放性，能够迎

合儿童的实际认知和未来发展需求，帮助儿童塑造审美能力以及

感知能力。而动画影视作品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集成化的艺术教

育载体，主要在于其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审美要素，能够为儿童审

美教育的开展提供参考。

2.1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有助于培养儿童的审美感知

几乎所有的动画影视作品都有极为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个性

特征。例如儿童最为喜欢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每一只小羊都有

自己独特的外观形象，比如美羊羊的形象活泼可爱、喜羊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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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勇敢，懒羊羊虽然笨重迟缓但是风趣幽默，红太狼喜怒无

常，灰太狼则搞笑滑稽，小灰灰在天真活泼的个性上又增加了

一抹真实。这种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可以从常规的动作、表

情、行为中体现出来，更可以帮助儿童塑造一个立体化的卡通

形象，也能够让儿童认识到不同主体，需要维持着自己的特

点，才可以打造多元化的集体，这个过程能够让儿童感受多种

类型的美，也可以感受艺术的多样性。

2.2 跌宕的故事情节，有助于增强儿童的艺术体验

儿童艺术教育强调让儿童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能够拥有自己

的情感和体验，而这种情感以及体验的形成，又代表了儿童对于

某一种艺术作品的认知和反馈，同样的动画影视作品，在制作的

过程中也强调了为儿童的观赏提供具有代入性的情节。不仅能够

吸引儿童沉浸其中，更可以了解不同情境下产生的不同情感，有

助于帮助儿童正确进行情感控制以及情感分析，在后续实践的过

程中，也能够让儿童大胆进行创新，有助于创作出更具震慑力和

感召力的艺术作品。

比如在改编之后的新型动画电影《白蛇传说·缘起》中，

借鉴了中国影视作品“白蛇传”的主体故事，但是却另辟蹊径，围

绕着白蛇传的前期时间线进行论述，讲述了“白娘子”和许仙的前

世“许宣”之间的一系列故事，但是却塑造了一个和传统故事中许

仙截然不同的“许宣”形象，在情节制作的过程中围绕倒叙、平铺

直叙、插叙等方法进行描述，故事结尾通过“村民行为”的描述暗

示了二人可以获救，但是主体剧情却依旧以悲剧收场。此时故事回

到电影开始之前的“回忆”场景，白娘子决定去寻找已经转世投胎

的“许宣”，引出西湖断桥借伞相遇。整个故事情节中总会出现意

想不到的事情，而每一次转折又合情合理。而充满想象力的剧情，

又能够让儿童进一步感受到整个作品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可以在转

折的过程中体会到情感的跌宕起伏。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增强，有时

作品自身的艺术感召力，也可以让儿童有着更强烈的情感认知，在

后续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也可以模仿这样的方式进行情感调动。

2.3风趣幽默的节点设计，有助于提升儿童的艺术认同感

艺术本身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通过加工之后将形成

一种引人深思的作品。动画电影同样具备这样的功能，但是超出

儿童理解认知能力、生活经验的动画电影，往往会起到适得其反

的效果。比如当前有一部分单纯面向成年人的动画电影，在故事

情节设计方面夹杂了大量，只有成年人才可以经历过的爱恨情仇，

这些内容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产生的影响并不深刻，甚至会导致

儿童无法沉浸其中。但是编剧以及导演往往会通过一些巧妙的手

段来增强儿童的观看兴趣，比如涉及大量的趣味性对话、细节，符

合儿童的思想认知，进一步增强观影的趣味性，不仅可以营造轻

松幽默的氛围，更能够让儿童在复杂的情节中得以放松。比如在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敖丙一行人等被卷入千里江山图中，

在争夺作为出图钥匙的“毛笔”时，选择了具备一定恶趣味的“放

屁”桥段，整个争夺环节激烈刺激又惹人发笑。

这种节点性的艺术加工能够大大增强儿童的参与感，快速捕

获儿童的专注力。而平时严肃的人物形象和生动幽默的行为进行

对比，又可以增强动画电影的感染力。

3  以动画影视作品为依托进行儿童艺术教育的积极作用

3.1 拓展儿童审美视野，增强艺术教育多元性

针对儿童进行艺术教育，不仅要提升艺术教育认知，更需

要以儿童的自身实际需求为依托，合理地进行艺术教育模式的创

新，常规的艺术教育包含了唱歌、绘画、跳舞、弹琴，在此基础上

还需要不断进行拓展。主要目的在于找到儿童感兴趣的艺术教育内

容，让儿童自发地进行深度学习和实践。这样可以增强儿童艺术教

育的开放性，也能够避免家长攀比心理对儿童造成压力。而想要达

成这样的目的，必须维持科学的艺术教育环境和氛围。那么引入动

画影视作品来进行艺术教育，不仅可以辅助专业教育内容的顺利开

展，更可以满足艺术教育多元性的需求，吸引孩子的兴趣和积极

性，开阔儿童视野，具有极强的教育价值。

3.2以动画电影为依托，丰富艺术教育方法

常规的艺术教育方式，通常是以案例分析、行为模拟等方

法来完成，比如歌唱教学的过程中，要避免教师唱一句，孩子跟着

学一句，而是要打造多种类型的教育方法，能够让儿童自发地进行

模仿和学习，也可以利用翻转课堂等方式让儿童有着更强的自主实

践能力，这样才可以完成一堂兼具实践、创新和理论学习的艺术课

堂。比如绝大部分的儿童都喜欢《喜羊羊与灰太狼》，那么在音乐

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为所有的学生发放卡通头

饰以及服装，让学生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道具来装饰自己，然后变成

自己喜欢的角色。为学生播放动画片的片头曲，按照其中出现的角

色让学生进行互动，边游戏边唱歌，将其排练成小节目，这个过程

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无需教师进行针对性的领唱，便能够让

学生掌握最基础的歌词以及音调，有了基础认知之后，再进行重点

知识的教学，不仅可以营造灵活多样的艺术课堂，更可以让学生养

成自主学习、互动学习的习惯，这是培养幼儿艺术实践能力的重要

过程，更可以促进儿童艺术水平的提升与艺术品格的形成。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教学改革环境下，儿童艺术教育必须

要及时地进行转变和创新，不仅要形成新的教学思想以及教学方

式，还是要合理利用动画电影这一集成式的艺术作品来进行优化。

为儿童提供多元性的艺术教育，拓展审美视野，丰富教育方法，营

造自主认知，扩充教育内容，培养跨领域的艺术实践价值观。这

不仅可以提升儿童的艺术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更可以让我国的

儿童艺术教育具备活力，有着更强的社会价值。在陶冶儿童情操

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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