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7

2021 年 3 月  第 3 卷  第 3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课程研究

高校课程思政背景下《二维动画创作》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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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不断发展，高校课程思政的大背景下，各个高校以及各机构和组织都在探寻课程思政与课程之间的桥梁。

如何全面育人是一个所有高校教师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动画专业也在探索如何构建全课程育人格局，将“立德树人”当作教育的

根本任务，形探寻协同育人之路。本文围绕武汉传媒学院二维动画创作课程中课程思政元素的植入进行实践和探究，以引导学生

能够创作出更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画短片作品为目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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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背景下，当课程思政开始推行之时，大家都存在

对课程思政存在疑虑和观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已经回答了教育的根本任务即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其实课程思政的本质就是立德树人，理念为协同育人。

如何才能让新一代的青年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民族

观念、文化观念，培养新时代符合社会注意核心价值观的人才

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动画本身就是一门多元化的学科集静态、动态、视觉、听觉、

叙事、表演等多种元素、多种门类于一身，是一门综合性极强

的学科。特别是在新文科改革强调专业壁垒降低的当下，动画

本身的属性让也为青年学生跨学科学习提供了创新性和知识的

延展性的可能，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也成为了无比重要的一环。

一、《二维动画创作》课程思政教学的学情现状

《二维动画创作》课程是一门集中性实践环节课，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的专业应用能力

能力。《二维动画创作》课程以项目式创作导入，结合专业学

习与动手实践，将知识点融汇贯穿到具体创作中，以提高学生

的综合实践能力为核心内容，重点讲述二维动画短片创作的方

法与技巧的应用，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二维动画创作》中需要同学们自主进行选题的选择，老师在

提供了部分新闻时事热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选题之后，往往就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下几个部分：1. 同学们

对于新闻实事缺少思考，比如有同学选择老师提供的“内卷”

这一社会现象同学们无法提炼出有效信息，缺乏对问题的调研、

思考和总结。2.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比如同学们在

选择这一选题后，有大半同学会无从下手，不知道如何切入这

一主题。3. 进入动画的前期设计环节时，角色造型的识别度过

于“日系”，充斥着日本民族文化特色，就算加入了部分中国

元素还是缺乏中国民族文化特征和风俗人情的提炼。4. 进入到

中期制作环节，角色的动作设计与表演也缺乏中国不同地域文

化的人物的独特。

二、《二维动画创作》课程思政改革实践策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长河源

远流长，如此丰富的人文风俗，如此广袤的地产物绕，我们中

国人勤劳勇敢充满智慧，这有多少可以挖掘并进行创作的主题

和故事。

课程思政融入的第一步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调研与挖掘，

在调研的过程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与民族自豪感。当下大学生

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视觉审美喜好单一，对中国传统文

化认知浅薄。其实深厚的人文素养不仅仅是素质的提升更是高

于生活的精神力量。上海电影制片厂在上世纪之所以能够创作

出《小蝌蚪找妈妈》、《山水情》等享誉世界的作品，不仅仅

是因为艺术家们拥有高超的艺术手法和精湛的画技，更因为他

们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对作品无比执着的工匠精

神。所以调研围绕自主拟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选题进行深

入研究和资料的整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期准备，调研的过程需

要同学们准备进行思维导图的梳理以及相关文化或者风土人情

的故事提炼和内核挖掘。

我们探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第二步即希望同学们能够接

受中国传统的造型审美和造型方式，加强中国式动画角色的造

型设计，这里的中国式其实并不是呼吁大家循规蹈矩，或者一

定要按照传统的造型法则，而是勇敢的去探寻中国式的动画造

型可能性，直面目前学生的造型片面单一的以日式漫画造型为

主缺乏深厚人文素养的问题。课程思政的案例也由传统的迪士

尼造型、经典日式造型风格更新迭代为中国商业动画中的成功

案例如《姜子牙》、《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中国式动画角色

形象等等，这些都为课程思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案例，在培

养学生中国传统造型方法与技巧的同时提高学生审美视野，拓

展学生传统文化的知识与技能。

第三步动画中期制作的环节融入课程思政。动画角色令人

印象深刻被大众所广泛认知并不仅仅因为角色的造型而已，而

是角色在经历各种故事情节所呈现出来的个人魅力，所以在中

期动画表演的制作中，我们也应该从动画专业的本源性出发深

挖具有中国特色的动作设计和具有人文风情的角色表演，包括

不同地方的方言演绎这些都是文化的传承。课程中间加入了多

种体验式学习模式的练习，如学生演绎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视

剧《觉醒年代》中的经典台词诵读，让学生加深对于革命历史

的深入了解，在体验中探寻跨越百年历史长河的灵魂共鸣。通

过体验《山海情》中方言对手戏，加深了解中国黄土地具有特

殊风貌和人文氛围的环境，真正沉浸式的体验生活的土壤，脚

踏实地的体验真正的中国梦。

通过思政课程策略的改革，并以项目化的组队方式进行指

导，在专业技能和人文素养上都有一定的提高。在专业技能方

面学生不仅熟悉了二维动画的整体创作流程，并且也能够通过

对主题资料的查阅梳理融入中国传统元素，创作出符合行业要

求的设计作品 , 同时也传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提高了同学们

的审美层次、思想道德、人文素养、团队精神并且增强了新一

代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

三、结语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而坚持立德树人，协同发展是每一个高校教师的责任与

义务。课程思政是时代之音，这也对青年教师提出了更高更强

的人文素养和终身学习的要求，但目前教师自身的思想理论也

存在短板，提高知识储备和课程思政元素的创挖掘也是刻不容

缓。动画专业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改革长效运行机制、协同育人

方式以及打造企业和学校之间桥梁的方式包括不同学科的交叉

融合新模式都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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