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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思政 育人无声
——电影类文化素质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究

刘　沅

湘潭大学艺术学院，中国·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2016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而电影作为一门视听综合性的“第七艺术”

，表达着生动的光影文本、深刻的思想意蕴和丰富的审美情趣，在实现全程“课程思政”中有着天然的优势性。依托高校

电影类文化素质课程，探索科学的思政建设路径，于无形中陶冶学生的文化品格、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助力学生树立积

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各环节、全流程，实现以“隐性”、“无声”的方式构

建“启迪心智，慧及心灵”的“光影＋思政”的全课程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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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新农人微纪录片研究”（项目编号：22C0066）

伴随着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语境和日新月异的媒体发

展，针对“z”世代的高校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紧迫且

更具挑战。2021年，国家电影局发布了《“十四五”中国

电影发展规划》，聚焦电影强国建设目标，其中提出2035

年我国将建成电影强国的发展目标。不论是国家针对电影

强国的建设目标，还是高校思政教育的紧迫，电影类文化

素质课程如何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引导大学

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远大理想信念成了其课程思政的重要

命题。

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用胶片

记录下历史的沧桑巨变，用光影勾勒出党的百年风华，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电影语境与银幕文化。打造电影类课程思

政建设路径，不仅要传播电影文化和专业知识，更要充分

挖掘电影中的思政元素和育人价值，润物无声地进行思政

育人，充分发挥电影铸魂育人的功能。

1　电影类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电影艺术作为视听结合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具有题材

广泛、主题深刻、审美性强、内容生动等特点。基于电影

艺术与思政教育在育人属性上的共通和契合，试图探索如

何将思政教育融入到电影类文化素质课程中去。一方面需

要深入挖掘和发挥电影艺术的审美和思政教育功能，另一

方面也要不断探索电影艺术用于思政教育的科学路径，努

力推进电影艺术与思政教育的互通互融，以期更好地达成

电影类文化素质课程的思政育人效果。

1.1以赏带学：专业性与思政性的内在互融

探索在电影类文化素质课程中的思政建设，首先需要

立足于电影理论的专业性。电影类课程需要依托电影案例

作为载体分析相关电影专业知识，正是基于此，不仅能发

挥教师的能动性，实现有选择性地挖掘电影案例的银幕思

政功能，还能通过案例的观摩与片段的分析，提升学生的

兴趣，从而更好地实现“电影艺术”＋“课程思政”的

探索路径。比如某节课程内容“三幕剧剧本结构：起承转

合中蕴藏的人生希望”，该课程主要向学生教授的是电影

剧本结构中三幕剧的相关知识点。通过导演文牧野的《奇

迹笨小孩》这一案例，解析电影中“三幕剧”的具体结构

方法。通过重点情节点赏析，搭建分析剧本结构的知识体

系，体验电影剧本的构建逻辑，从而提升学生独立发现、

理解、构建情节点的能力。最后通过了解主人公遇到挫折

迎难而上最终化险为夷、取得成功的处事心态，提示学

生观照自我人生成长历程，如果人生陷入迷茫和低潮，鼓

励他们要有“人生尚未结局、主人公永不言败”的乐观精

神，从而顺利将专业知识嫁接思政教育的育人目标。

将电影案例、专业理论、思政元素三者进行有机互

融，建构起专业、生动、形象的思政路径，能增加课堂意

识形态传播的感染力和亲和力，起到如盐入水、润物细无

声的育人效果。基于电影案例、专业理论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遵循“思政”与“专业”相长原则、明确课程中每

个思政元素的切入点，做到既在专业知识上让学生们学有

所获，又在意识形态上让学生们学有所得，双管齐下，最

终实现电影文化素质课程“以影育人、以影化人”的育人

目标。

1.2以小见大：经典性与本土性的有机结合

自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以来，国内外经典优秀影片不

甚枚举，且电影作为时空、视听综合的艺术形式，可以分

析的角度十分丰富。面对海量的素材和丰富的视角，电影

类课程可以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挖掘一堂课程中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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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元素。以“一堂课、一个案例、一个知识点”的“小”

切面入手，这既体现在电影案例的选择要精准对标知识

点，且同时具有一定的经典性和本土性。通过单个电影案

例讲好本土故事，让学生从情感上更易接受、更有归属感

和熟悉感。比如可将某一节课程内容以“湖南红色电影”

为分析案例。湖南红色电影既能作为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

媒介，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人民性，肩负着

传承湖南本土红色基因的使命。作为湖南双一流高校，将

湖南红色电影融入实践教学，用“一堂课、一个案例、一

个知识点”作为抓手讲好湖南故事、写好湖南精神，有助

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感染性，将案例的经典性与

本土性进行有机结合的同时利用“视听艺术”这一生动形

象，完成讲述湖南道路、讲好湖南故事的隐形思政之路。

1.3以践融教：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相得益彰

作为一门覆盖全校各个专业的文化素质课程，需要更好

地调动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程度。课堂中

适当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抽象的理论知

识以更具有实践性的课程设计展开。比如在选取电影案例

时，可以利用当下话题热度和口碑较好的电影，同时融入

的思政元素要以学生关注的、鲜活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

以课堂为出发点，因势利导，鼓励学生个人或小组做延伸

的探讨；也可以在课堂中结合不同的学科专业，引导学生

思考和探究国计民生、社会环境中的热点问题，做到“思

政”与专业相长，例如电影《万里归途》，可以提前引导

学生思考：影片中表现的中国外交政策是什么？通过这样

的思考引发相关专业背景的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

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全各专业与电影艺术的交叉融合

之路；更可以立足于媒介融合，从作业布置上鼓励学生进

行视频创作。在课后设置相关的思政主题，鼓励学生制作

短视频或微电影，引导学生用光影语言传达正能量、呈现

思政主题。通过以上多种方式将理论性与实践性进行绑定

和链接，使其起到相得益彰的育人效果。

2　电影类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

2.1润物无声地渗透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的育人模式具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刚性和柔性

之别。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带有鲜明的计划性、目的性和组织性，导

致在施教过程中容易偏重于显性、刚性教育。基于Z世代下

大学生自由自主的个性，显性的刚性教育不利于教学目的

的达成。而电影作为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视听艺术形式，与

思政元素结合教育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相对宽泛和自主，

分析主体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尤其可以适当结合热映影

片进行分析，因而其施教过程相对柔和，话语体系相对亲

和。比如电影《你好，李焕英》用轻快幽默的风格展现“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动人母女情；《送你一朵小红花》表

现普通人在困境中的扶持与温情，吻合特殊社会背景下观

众的情感需求。电影类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尝试将思政元

素以润物无声的形式渗透给全校各学科专业的学生，使其

入脑入心，其教育形式的多样性更优，其育人模式也更偏

重隐性、柔性教育。

2.2全面健康地培养电影审美能力

据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全年电影票房

为549.15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460.05亿元，占比为

83.77%。由此可以看到我国电影市场的日益壮大和观影群

体的庞大。作为电影市场的消费主力军，培养大学生对电

影艺术的审美能力和辨析能力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尤其作

为自觉掌握自媒体话筒的新一代年轻人，正确地引导他们

选择看什么样的电影、怎样更好地看电影，也是影响其意

识形态塑造和舆论传播的重要举措。例如近几年院线上映

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我和我的祖国》、

《万里归途》等主旋律电影作品，该类电影坚持思想性和

艺术性相统一，努力选好题材、讲好故事，得到了广泛认

可。通过该类型电影案例，既能传授专业知识，又能培养

学生的文化自信、爱国情怀和人文素养。

3　结语

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

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

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价值导向性，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

科人才”。新文科的总体部署与要求同国家提出的全学科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一致，因此高校文科类教师要对接国家

新文科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创新发展，建设强调学科

间的交叉融合，努力探索“专业与思政”相结合的科学路

径，在校级文化素质选修课程教学全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

教学理念，与思政课程教师一道，密切协作，同向同行，

共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最终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的教育目标。文化素质课程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科背景的学

生，依托科学的路径建设，渗透课程专业下的思政教育，

培养能够让党和人民放心，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任，满

足新时代要求的全面人才。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它独特

的光影特征则能以被学生更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到思政课程

和电影专业课程的协同育人，既符合新文科建设的根本本

质，也是坚持价值引领、守正创新，推进全各专业与电影

艺术的交叉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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