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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动规律课程教授形式
动画运动规律课程是动画专业的必修课，也是绘制动画动作的

关键知识点，对于二维动画方向的学生来说更是极为重要的课程。
在动画运动规律的课程中，主要教授的内容有动画中物理性

运动、人物、动物、鸟类、鱼类以及自然现象等的基本运动
规律及其艺术夸张表现的能力等。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在动
画创作中熟练运用并根据不同的绘制要求灵活设计动作，从而能
够更好的理解动画运动的绘制方法与特点，让动画角色的动作更
加具有生命力与观赏感。

动画运动规律的理论知识较为枯燥，所以在授课中要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从简到难，避免学生死记硬
背。在理论知识讲解后会引导学生亲身体会动作的实际表演，
分析每个动作的特点及细节。教学采用了传统板书教学加多媒体
教学的方式，利用多媒体课件让静态的图片活动起来，引导学
生观察动作的动态特点，再利用板书绘画的方式，将动作的关
键帧分别画在黑板上，让学生了解动作每个关键帧，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

运动规律课程除了理论知识的讲解，更注重学生的实践能
力，所以在每个知识点讲解完毕后，都会布置相应的绘制环
节，一是检验学生理论知识的应用，二是在绘制中巩固知识的
记忆。学生在实践绘制中会出现各种问题，教师需要及时纠
正，并先提问学生如何修改，提问的过程也是知识点回顾的阶
段。教师在学生实践阶段要进行共性问题的总结，并在总结时复
习相关知识点，这种理论加实践的方式不仅能够提高的学生的动
手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课程的多次复习与巩固，这样才能
为后续的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2  传统课程作业的弊端
运动规律课程作业，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关键指标之一。

但在作业数量过多与作业的形式枯燥性，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情
绪，导致作业的质量不尽如意人。

2.1作业数量过多
动画运动规律课程内容繁多，如人物篇中就包含人物的走、

跑、跳跃三大内容，而人物的行走规律中有包含了正、侧、背、透
视走以及情绪走5大内容。学生需要绘制5套作业，每套作业不
少于10张关键帧的话，5套作业就是50张画纸，而且后期还会加
入其他章节的作业，绘制的张数会逐渐增加。对于专业基础薄弱，
绘制速度较慢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座座的大山从天而降，会
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

2.2作业形式单一
传统课程作业中，教师会依据课程教材的内容，布置相关的

绘制作业，教材中的作业虽然符合课程知识点要求，但动画的形
象过于机械化不够，而且已经规定出了原画的形象，对于求知欲
望较强的同学来说不但磨灭了学习的积极性，也限制了学生的创
作能力。往往会导致学生在绘制时只是为了完成作业而绘制，但
是在如何将动作绘制的更有创意上缺少创新思维。

2.3绘制过程与工具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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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动画运动规律的作业采用透台加动画纸的手绘方式，需
要学生备齐相关工具，其中动画纸的购买数量较大，一包200张
的动画纸学生需要购买2-3包，在绘制过程中总会出错，对于动
画纸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废旧的动画纸如果保存不当也会
造成教室卫生的混乱，甚至是一种纸质资源的浪费。

透台绘制时如果想要检查动画的动作是否得当，就需要手动
翻阅或者利用动检仪进行预览。手动翻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
检验的效果，但对于初学的学生来说，还是有诸多弊端。动检仪
检查动画，这是传统动画检验动作是否流畅的重要工具，可以将
动画纸一张张放在镜头下拍摄，再利用电脑软件合成输出动画，
动检的时间过长，如果动作张数过多会花费不少时间在动检上。
而且修改好的动作还要重新动检，重复相同的动作，浪费时间也
消耗学生的精力。同时动检仪的造假不菲，而且购买后设备的维
修维护也需要专人进行看管，在一定程度上浪费财力和人力。

3  课程作业模式的改革
为了更好的让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学生的绘制积极性，在

原有作业形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和改变，让作业形式更
加适合专业的发展与市场的需求。

3.1 作业整合，数量精简
动画运动规律知识点众多，课程作业改改革后将作业进行整

合和精简。理论知识讲解中依旧全面覆盖，但在作业中保留了
动画制作重点以及常用的规律进行实践绘制，如人物运动规律作
业中将侧面以及情绪走整合，对于透视走进行重点的讲解以及绘
制。将其他转面的行走动作放在综合作业中，任学生选择绘制。

作业整合保留了动画中的常用规律，这样既能保证学生的实
践质量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切合市场的需求。数量的精简是对学生
的刺激，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3.2作业自创，动作灵活
改革后的动画运动规律作业中，保留了教材中部分基础知识

的作业，利用教材中的形象原画巩固知识点，有增加了原创了部
分的绘制。如将课程的知识点分为三大部分：人物篇、动物篇、自
然现象篇。在这三大部分的时间绘制中，不限制动画形象，动作
等要求。让学生创作形象，设计动作绘制自创动画，在巩固基础
知识的同时也提高了创作能力。

4  结语
好的教学需要不断探索改变，动画课程在教学中要做到理论

和时间相结合才能让此课程得到用武之地，学生在课程中学习到
知识的同时也能在实践中发挥相应的能力。这样才能让教学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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