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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制作技术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举措与成效
管爱民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辽宁 沈阳 110023）

摘要：动漫专业的毕业生，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创新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加强思想意识和理想信念的教育，才能使其创作出的动

画作品承载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才更加具有宣传性和推广性，使观众受到积极的影响和文化熏陶，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

化产业发展创新，推进动画事业及动画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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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一头联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一头

关系到了每一个孩子、家庭的命运，爱国主义教育是基础教育中

的基础。

作为高校教师，应该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个关乎国家未来人才培养大计的问题。我们年轻的大

学生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

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推广到全社会。高校应该深入挖掘其他各

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三全育

人”。教育部 2019 年构建出了“思政课程 + 课程思政”大格局，

推进贯彻了“三全育人”的思想，为我们高职院校的各专业指明

了课程思政的建设思路。

教育部在 2020 年发布针对三类教学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专业课程要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

精神内涵，同时科学合理地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

自此，高职课程思政的建设有了方向和依据。

二、举措

（一）明确动漫制作技术专业特点与行业和国家的关系

动漫是极具生机与活力的新兴文化产业，在满足国民精神文

化需求、传播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方

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

广电总局很早就要求在收看电视的黄金时段，不允许播放国

外的动画片，必须播出国产动画或国产动画栏目，从此开始国家

对动漫产业的扶持就一直没有间断，动漫产业更是被称为“新兴

的朝阳产业”、21 世纪的“无烟工业”。

2.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优秀基因

我国动漫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创意水平与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动漫人才较缺乏、优质动漫

IP 较少；在早期的教学中，大量的优秀素材和案例来自国外，造

成学生对自己文化缺乏认识，直接导致文化不自信。因此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文化基因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全面提高

当代学生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显得更加

迫切。

3. 改变重技能轻文化的观念

动漫专业以前过多地强调提升技能，而忽略了文化方面，特

别是思政方面的学习，更容易使学生受到外来不良文化的侵扰。

动漫专业的毕业生，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创新建设的重要力量，

如此造成的影响就更加严重。只有加强思想意识和理想信念的教

育，才能使其创作出的动画作品承载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

涵，才更加具有宣传性和推广性，使观众受到积极的影响和文化

熏陶，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创新，推进动画事业

及动画产业的发展。

4. 传播民族精神、丰富世界文化

提高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为学生未来走入工作岗位，创造具

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打基础，

让中国文化、中国元素走出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贡献。

（二）以学生为本，引导学生把个人的未来与国家发展和行

业的进步同频共振

对动漫专业 14—20 级的学生，我们进行了细致的学情分析。

学生生源结构有高中生毕业生、中职单招生、3+2 中高职两段制

学生等，学生的来源不同，上高职的目标也各异：

学生情况 1：高中生——有些学生从小喜欢动漫，学习目标

明确；有些学生是想升学，尤其是 20 级的学生，高考失利，想继

续考本科的愿望迫切；还有的学生就是想要个文凭，未来不从事

动漫行业。

学生情况 2：中职单招生——这类学生本身就是靠自己的努

力，考入高职学院，学习目标明确，想要学到技能，实现就业。但是，

同高中生相比，在理论课上，学习能力略显不足，但动手能力比

高中生强。

学生情况3：3+2中高职两段制学生——有些同学在中职阶段，

专业学习的就很好，到高职阶段目标更加明确，未来想要从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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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工作；有些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就是抱着混的思想，学习不积极，

被动式地完成作业；

以上三种生源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有限，高

中生的应试式教育导致爱国主义价值观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价

值判断体系；中职生源的学生对于职业发展与国家前途的认识更

加模糊，轻理论、喜实践、重实操、忽视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这

些都凸显出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融合的必要性。我们深入研究高

职学生的特点，在把专业与行业对接、行业与国家发展对接的基

础上，把学生的人生规划与国家发展相关联；同时围绕学生的兴

趣和爱好出发，化被动为主动，调整学生的学习态度，让学习变

得有趣，让课程改革为学生的人生发展服务。

针对学情分析，我们制定了动漫制作技术专业课程思政的“三

统一”原则：即教学任务与岗位需求相统一、教师教学与学生兴

趣相统一、学生就业与地方经济相统一。深入挖掘三个统一中的

思政元素，形成育人元素表，通过表格中的思政元素，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地把家国情怀、传统文化、民族自豪感、国际视野、职

业精神、团队意识融入其中，通过线上线下、课堂讨论、情景表

演等手段，树立学生正确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拓宽学生的眼界，

增强学生的信心，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根基，也提高了学生的沟

通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优化教学方法，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整合教学资源，把传统教材、云教材、云班课以及活页式教

材相互贯通，深入研究，把专业课程项目教学与思政元素进行无

缝对接，形成系统化、体系化。如在动画概论中，通过云班课资

源环节，在课前发布视频，让学生在课前观看中国传统的优秀动

画片《大闹天宫》，欣赏老一辈动画人的优秀作品，增强了民族

自豪感；讲到中国动漫发展时，通过《大圣归来》和《哪吒之魔

童降世》，了解中国传统元素与年轻人的观念和心声相一致，引

起共鸣，打破了以往神话故事的古板套路，让学生认识到传统与

时代的对接，从而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心。

挖掘提炼动漫制作技术专业课程原有的思政元素，把它本土

化、本地化，拓展和深化专业课程素质教育内涵，润物无声地让

其入耳、入脑、入心。动漫制作技术专业课程在思政元素的融入下，

使学生的学习效果得到提升，使专业课程与思想元素能够相得益

彰。

三、成效

（一）专业教师育人的先天优越性得到发挥

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原动力，专业教师

与学生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不仅传授学生专业技术本领，还与

学生交流分享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让学生在规划自己的人生上

少走弯路。

（二）鲜活的案例，让学生通过思政元素融入

更深入地理解专业课程内涵，使学习事半功倍，提高了学生

的综合素质。如在专业核心课《角色动画》的教学中，融入《大

国工匠》第四集——大艺法古中毛胜利为了追求宣纸工艺的至高

境界——“薄如蝉翼洁如雪”，苦练“刷子功夫”，把潮湿的大

尺幅的宣纸铺得平整，不产生气泡，不出现褶皱，不留下刷痕，

更没有裂痕。以榜样为例让学生学会从细节做起，启发同学们在

制作动画的过程中，细致用心，不含糊，不糊弄，一步一步地培

养自己的“工匠精神”，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通过引进企业大师入课堂，从资深动漫企业聘请动画设计总

监，通过学习其对工作的态度和经历，学习身边人的“工匠精神”。

让学生在接触工作岗位的初始阶段，到喜欢上热爱上本职岗位，

靠的就是启发渗透、和润物无声的方式，让学生真正主观上去接受，

而不是硬性地灌输，这样更容易让学生接受。

（三）加强了专业课教师的思政素质，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素

养

教学相长，在课程思政的建设过程中，每名教师把各自承担

的课程进行消化和深耕，重新梳理，除了植入进思政元素外，在

本课程中内生出与教学内容相融合的思政元素，在教学设计中加

以体现，使得思政内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目前动漫制作技术

专业的核心课程，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思政课程建设，参加了学院

组织的思政课程教学的比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动漫专业学生

通过这种形式的学习，在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上，有了

显著的提高。激发出了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起学生崇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以及民族自豪感，我们有信心，一定能

够完成党和国家提出的思政目标。

综上所诉，专业课教师只要心系国家，心里装着学生，思政

元素就会无处不在。课程思政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各种创新的教

学手段和方式，把人文精神和真情实感融入到专业课程中，让学

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引起共鸣，从而增强专业课教学的吸引力，

最终让学生学有所成、学有所长、学有所用，成为祖国发展强有

力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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