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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旋律影视发展时代背景

影视艺术作为文艺战线上的重要阵地，在诞生之初后不久就

被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工具被广泛使用。作为人民当家做主

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工农

兵服务的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方针得以规定确立。

时间荏苒，而今当我们从2021年的历史节点再度回顾，社会主义

事业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

和文艺创作工作者们坚持不懈的工作下得到了大发展、大繁荣。

在2021年，不仅是光荣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节点。

在向党献礼的文艺创作思潮下，国产影视作品出现了如《革命

者》、《觉醒年代》等多部获得人民群众广泛认可好评的影视作品。

而在其中塑造出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的最新影视形象

刷新了受众对于党早期领导人形象的认知概念，更加全面化、多

方位的在人民群众当中切实推进了党史宣传工作。针对于大众传

播的特性而言，受众在接受认知概念传播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影

视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进行认知的。举例而言，如经典歌

曲《说唱脸谱》中有这样一句歌词：“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

的关公战长沙”。从侧面表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经典道德

精神内涵往往是通过具象在特定经典人物形象上，再通过叙事来

进行传播的。在2021年陕西省电影家首次举办的“我最难忘的银

幕共产党员形象——陕西大学生影评征文比赛”不仅是对于伟大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献礼致敬，对于影视相关专业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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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影评大赛的举办对于陕西省西安地域范围内高校影视教学

课堂都吹进了新的空气。

图1（图片来自于实地拍摄）

2　人物银幕形象分析的思政教学思考

在我国新时代打造新文科教育体系建设根本指导精神下，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

举措，也是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工程。推进影视艺

术等相关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是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育人导

向的时代需要，是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

现实需要，更是学生树立正确艺术观、创作观的迫切需要，在

戏剧与影视类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新文科背景下的思政课程建设，事关“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样培养人”的重要指向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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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教育工作需要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高

校的戏剧与影视类人才培养要站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的高度，培养一批符合市场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能够具

有从业需要的理论技术、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拥护党的

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路线的优秀人才，从而

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2021年陕西省电影家

首次举办的“我最难忘的银幕共产党员形象——陕西大学生影评

征文比赛”通过赛事的形式则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开拓了思政课堂

的视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在二次创作层面对于经典银

幕英雄形象再度解读和发掘的重要意义；二是基于赛事所达到良

好教学效果，反思如何全面增强学生影视理论学习的实际效果。

对于当下青年学生而言，情感的软弱、意志的脆弱、理想的

迷茫和信仰的缺失成为城市青年群体中的常见问题。尤其是在疫

情时代的背景下，随着授课模式因封控政策转为线上，封闭间的

青年学生当中迷茫压抑的情绪很容易在学生群体当中产生传染。

这样的现状不仅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挑战，同时对于线上授课的专业教师而言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

授课当中需要传达给学生的不仅是业务知识，同样需要将思政内

容在授课过程当中得以贯彻落实。思政内容不仅是教学工作的必

要要求，同样也是新文科视域下戏剧影视文学教学发展的根本方

向。在世界文化不断融合。西方文化、日韩文化作品批量涌入中

国文化市场当中并占据重要份额时，无论是从文艺创作出发还是

从文化战略出发，也需要创作出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党员人物形

象填充青年模范方向。

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上映电影《长津湖》及其续作《长

津湖之水门桥》从抗美援朝的背景着手，塑造了以穿插七连为

代表的群像式的英雄人物形象，在票房和口碑上都获得了现象级

的成功。但究其人物形象的精神意义则很好的填充了青年学生在

思想上和意志上存在的缺失。同样的情况也在电影《革命者》

得以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生活水平产生了长

足的进步的同时，不同生活方式中的对立和差异很容易引起青年

人思想上的迷惑。在人生道路选择上和社会认知上也很容易受到

不同思想的蛊惑和欺骗。2016年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同样是对于社

会上弥漫的不同论调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此形式下优秀共产党人

的优秀荧幕形象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作为声画兼具、能

够和新媒体技术良好融合的艺术形式，青年学生能够在优秀共产

党人形象上获得很好的共情体验，不仅对于党史和民族史从筚路

蓝缕到民族复兴能够得到高度形象的认知理解，对于不同时期党

员身上所体现出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能够高度的凝练和领悟。

比赛设置于二次创作层面对于经典银幕英雄形象再度解读和

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在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当中，有的作品表现了

我党从诞生之初带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直到被历史选择、被人民

选择，带领人民群众掀翻三座大山的峥嵘岁月间的形象塑造，如

刘胡兰、张思德等经典英雄共产党人银幕形象就是立足于这一历

史背景下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最高体现形式。随着面对矛盾的变化，

在银幕上，影视工作者也塑造出焦裕禄、牛玉儒、雷锋这样为甘

当基石、竭力奉献的先进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同时，随着时

代的发展基于受众审美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出现了一批如《亮

剑》、《湄公河行动》中更富有现代主义精神的经典共产党员

银幕形象。所以说，受众的审美需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

着时代风云变幻而不断更新的价值观念内涵。现有高校大学生基

本出生在2000年前后，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已经有所

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发展。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时代背

景虽然早已远去，但是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

的共产主义战斗情怀是应当被时代铭记并且被中华民族所不断继

承和发扬的珍贵历史精神财富。所以如何让年轻一代在课堂学习

中去认同、继承、发扬这些精神财富，也是在高校思政入课堂的

重要思考内容。而影视评论则因为有其创作特殊性，恰好进入了

影视专业，课程思政入高校课堂的视域之下。

影视评论需要立足于影视作品的创作之上，结合影视创作的

画面、声音、场景、蒙太奇运用及精神价值内核多方面创作因素

再去进行分析研究。故而在创作影评、引导受众观影认知的前提

条件就是需要学生在创作当中去认同电影价值内核之后，然后再

去精读电影细节，挖掘。通过阅读、整理一部分赛事获奖文章后，

笔者发现很大部分学生在进行人物分析的时候往往都是带有时代

的年轻眼光结合时代特色去看待人物行为、从人物的表现外貌再

剖析到最核心的人物精神内核和支撑动力。以获奖作品《血色的

身躯，静穆的伟大——<高山下的花环>中的身体表达》中就能够

看到当下学生对于人物形象的思考方式变化；“《高山下的花环》

是充满反思性与现代性话语的，在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冲突中，坚

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同时也用艺术的方式在时代洪流中寻找到了

本民族文化的力量。赵蒙生人物开始的冲突蕴含着时代的冲突，

他的挣扎隐含着时代的挣扎，而他的蜕变也是时代的答案。如今

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却有着相似的问题，我们同样也面临着不同文

化之间的碰撞、各种主义的影响。”[1]。现代社会时代背景下的新

一带大学生在思维上已经不再局限于二元对立带认知方式，而是

选择用更靠近现代主义带多元认知方式从多方面视角去进行分析。

赛事能够推动理论教学，全面增强学生影视理论学习的实际效果。

参加影视赛事活动本质意义上也是对于学生学习成果的一次检验。

总体而言能够在以下四方面取得实际效果：

第一，对于近代史和党史的学习效果

第二，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实际践行能力学习效果

第三，对于影视人物的塑造手法学习效果

第四，对于影视理论的应用分析能力学习效果

这样四方面的实际学习效果涵盖了艺术、技术和美学等综合

学科内容的戏剧影视学专业学生的重要要求，在提高学生影视艺

术创作兴趣、提高学生技术能力之外，对于学生的理论能力也得

到了重要的提升额发展。

3　赛事对于教学模式的启发意义思考

学生在日常的专业课程学习过程当中，面对课堂讲述的单一

模式，大量理论知识的灌输，往往会使学生产生困惑与压力，导

致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减弱甚至丧失兴趣。引导学生参与到影评

赛事当中，能够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能够将影视专

业相关课程，例如《视听语言》、《摄影基础》、《编剧基础》、《影

视剧作》等专业核心课程的理论用于实践。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

能够很好的激发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通过参与比赛，

学生能够锻炼学生从专业的角度对影片进行分析与探讨的能力，

在师生之间能够形成更好的文化交流环境的同时，学生彼此之间

的协作能力也能得到显著的提升。带领学生团队，参与赛事的

活动中，能够体会到学生对于专业的热爱，以及能够加深学生对

本专业的认同感，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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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影视剧作》的课堂中，教师可以仿照比赛模

式，采取翻转课堂的教学手段，以学生为课堂主体，教师只做

从旁引导与点评。笔者发现这样的教学模式下能够更好的了解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和思考成果。以下，是在实际的教学活

动中进行的一次实践：

课堂上以许鞍华导演的影片《明月几时有》作为教学案

例，让学生集思广益，进而分组谈论对于影片的理解。在短暂

的时间当中，有一部分学生，能够从“微观群像叙事”的角

度展开思考，对影片进行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阐释：首

先是影视微观视野下的普通生活，主要谈及影片的叙事线索以及

拍摄视角；其次，是群像式的大众人物塑造，主要谈及影片当

中的各方面形形色色的人物，人物的多样化体现着不同身份的人

物共同的抗战情怀，以个体见共性；再次，是对于小人物的家

国意识塑造进行分析探讨，主要从影片当中涉及到的几位重要女

性的角度来切入，谈到女性对于宏大叙事的疏离，以及许鞍华

导演通过方姑、方母等人呈现战争的宏大主题，日常生活中的

政治对于个体家庭的伤害，似乎更能够反映战争带来的苦难，

更多的是家国，而非民族的独特视野；最后，从影片中的幽默

元素协调为切入点，探讨了影片中塑造出一个极具特色的人物刘

黑仔，提出该部影片以对观众的情感触动为主，将不平凡的人

物刻画进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的生活实景中去，这些英雄化的人

物看似离我们的年代遥远，但似乎透过镜头里的柴米油盐他们又

仿佛就鲜活的存在于我们身边。还有一部分学生能够从作者电影

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关联许鞍华导演的其他几部影片例如《桃

姐》等，结合分析导演的创作手法。

同样的案例还可以运用于其他影视专业的相关课程教学当

中。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上映后，票房未尽人意，口碑

也两极分化。[2]这种争议较大的文艺战争片，在学生群体中同样

也能更大程度的引发讨论。我国关于抗日战争的影片类型是多种

多样的，但即便多种多样，如许鞍华导演这般的抗战片还是少

见的，片中人物不多，没有大量的战斗场面和血腥厮杀，没有

抗战时期两军对垒的叫嚣，也不大谈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只是

静水流深的去表达细腻的生活图景。《明月几时有》作为香港

电影的代表,以回忆的式致敬70年前香港抗战的岁月,记录了粤港

团结共赴国家荣辱的故事,填补了中国电影史中香港抗战的空白。
[3]以平凡人的生活视野切入展现香港战时各色人物的状态，通过

这些人普通的生活状态为基调，展现了他们在平凡生活中因时代

而彰显的不凡抗战经历。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和平

来之不易，国家的安定与富强与在战争中奉献萤火之光的每一位

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血肉相连，息息相关。

通过学生在课堂上的实际听课效果，以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看来。与其让学生被动的接收知识，不妨通过赛事推动教学的

方式，让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思考，成为课堂的主宰。学生

间的彼此交流也往往能够碰撞出新的思维火花。在课堂上的

“赛事制”学习法以及课外实践活动中的赛事参与学习，都能

够很好的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更加深入的理解掌握理论

知识，取得更好的实际教学效果。同时，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

念塑造的重要时期，注重对于积极正向影片的探讨与研究，能

够促进青少年正确价值观念的培养，从而达到课程思政引导教育

学生的目的。

4　赛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传播发展意义

影评大赛的比赛模式中也充分蕴含着对于影视美学层面问题

的讨论。在一众影片中，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引导。赛

制选定的影片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当代大学生在文化价值

认同方面的匮乏，也能够通过影片当中正面人物所传达的精神文

明意义，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代青年树立坚定的人生信念与理想。

在影片审美层面，针对影视行业“流量为王”，娱乐圈各类

“花旦小生”吸粉无数的现象，更加应该不遗余力的引导当代

大学生不仅要向外寻求审美的精神意蕴表达，更要向内寻求民族

审美的精神文化内核。面对部分崇洋媚外的影视创作者与观众，

赛事的倡导能够有效消减不正之风，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

信，唤起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工匠精神”，为未来的文艺事业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图2　（图片来自于实地拍摄）

经典影片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核，使其能够历久弥新，

获得广大群众的高度期待。信息化时代是一把双刃剑，在传递

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更多个体有了输出自我价值观的机会，

市场审美导向对影视行业的冲击，使影视行业的发展方向受到严

重的影响。[4]主旋律影评大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积极正向的

红色能量，能够在学生群体当中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面对校

园不文明现象以及大学生群体缺乏人生信仰等问题，尤其是在网

络发达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更加需要

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影片来发挥影视对于受众群体

的启迪功能。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文艺作品要服务于人民群

众，要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是对当代青年提出的重

大时代课题。青年学生是我国文艺创作的生力军，艺术作品往

往蕴含着创作者的思想价值观念，因此对于文艺创作专业大学生

群体的价值观念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影视赛事的推动与发展，

能够呼吁广大青少年在文艺创作的活动中积极向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念靠拢。推动主旋律赛事的发展能够服务于影视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讲好中国故事，并将中华文化不断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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