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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课程中脚本创作的分类特点和规律及其在高校思政

教育中的作用 
于  涛 1,2  佟佳翰 2 

（1东华理工大学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江西南昌  330013  
2 东华理工大学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漫画脚本创作是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基础性教育环节。在漫画课程教学中，漫画的脚本创作是需要优先了解、掌握、

分析并理解的教学过程。漫画脚本的创作是漫画的“神”，好的脚本才有好的故事，才能吸引读者。漫画故事要向前发展，要能够

引人入胜、感动读者，需要具备“流动性”、“连续性”和“节奏性”，以保证故事发展的推动力、故事脉络的向心力的和故事情

节的张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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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漫画（漫画，comics）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讽刺漫画，是近

代特别是现代以来重要的思想启蒙、文化传播、休闲娱乐工具和全

新的艺术表现形式[1]，甚至对国民经济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2]。

漫画、动画在婴幼儿、少年儿童的教育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

影响被有意或无意地轻视。一旦放任和轻忽有关工作，对少年儿童

成长和身心健康是不利的和十分有害的[3]。 

作为青少年喜闻乐见、在高校具有很强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选修

课程，漫画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是重要的思政教育平台[4]。同时，在漫画课程中，脚本创作又占有

基础、优先和最为重要的位置。 

1. 漫画脚本创作是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基础性教育环

节 

“课程思政”理念要求将思想政治元素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

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课程应当具备的自然属性，将思政教育效果

外化为课程的专业教育成果。 

1.1 漫画脚本是漫画“剧本的剧本”。漫画脚本是带有文学性质

的漫画前期的故事框架和相应的简略的故事画面设定。漫画脚本的

主要作用，一是固定了故事创作的脉络，为故事整体搭好文字和绘

画框架；二是为前期的绘画和后期的制作提供时时的参考依据；三

是为整体故事的创作提供篇幅、制作手段和制作成本等的参考，是

“剧本的剧本”。 

1.2 漫画脚本天然带有“课程思政”的元素。脚本创作是漫画

前期创作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引领和建构整个故事发展的最重要的

工作，其创作特点类似于小说或剧本，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时代

特征，因此具备了思政教育的各种元素。 

1.3 漫画脚本创作之于漫画课程“课程思政”的特点。首先是

其创作的简要性，为融入思政元素提供了便利；其次是其创作的自

由性，作者可在思维可及范围内自由发挥想象力；再次是创作的可

视性，对读者更具吸引力，为思政工作开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2. 漫画脚本的分类是分类实施“课程思政”的理论性环节 

漫画脚本的创作是漫画的“神”，漫画脚本的分类不仅决定了

漫画的性质和制作规律，也对不同思政元素的融入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脚本的创作要依据个人喜好而定，确定擅长的题材[5]。 

2.1 科幻题材——最常见的类型 

科幻题材需要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构建故事发生的特定时

空。由于其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容易为作者的创作提供相对广阔的

挥洒空间。美国的英雄式漫画多为科幻题材，如超人、蝙蝠侠、蜘

蛛侠等。日本的如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鸟山明的《龙珠》，

石森章太郎的《蒙面骑士》，安彦良和的《金星战记》，桂正和的《电

影少女》等。 

科幻故事总离不开高科技、太空、星际殖民、外星生物等。 

2.2 魔幻题材——与科幻一线之隔 

魔幻题材更加自由，跳出了科学定律和科学思维的束缚。当然

魔幻故事也并不是漫无边际，也有一定历史人文背景。主要的背景

有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佛教（密宗）、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等。 

美国的很多科幻作品也可划入魔幻行列，如《Xman》等。最熟

悉的魔幻作品当属车田正美的《圣斗士》，以希腊神话为背景，典

型代表还有 Clamp 的《圣传》，以密宗为背景。中国的魔幻故事本

来就不少，如《西游记》、《倩女幽魂》，胡蓉的《白秋练》也属此

列。 

2.3 技击（动作）题材——男生的最爱 

漫画总是要有动作来表达人物的内心和能力的，也要由动作来

定格场面。因此以格斗为主题的漫画情节就更容易把握。技击漫画

在香港最为繁盛，绝大多数的港派漫画都是动作漫画，受此影响，

香港的电影也正是如此。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

刘定坚的《刀剑笑》都是代表。日本的技击漫画也很多，如原哲夫

的《北斗神拳》、岸本齐史的《火影忍者》、尾田荣一郎的《航海王》

等。武侠故事是中国特有的，因此成为了漫画作者们常用的题材。 

技击漫画总离不开高深的武功、暴烈的打斗、四方的侠客、烈

酒和美女。 

2.4 少女漫画——女生的特权 

绝大多数女生画画的原动力都是少女漫画，表达了女生的向往

和追求。日本的少女漫画较多，五内直子的《美少女战士》、Clamp

的《少女情怀》、五十岚优美子的《小甜甜》等。中国的少女漫画

作者较少，知名的有胡蓉、游素兰等。 

美丽的鲜花、华丽的服饰、唯美的造型、帅气的男生和理想化

的情节都是少女漫画的必要条件。 

2.5 爱情题材——永远的主题 

其实每种题材都涉及爱情，这里只是单纯的将其狭义化。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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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几乎完全以爱情为主线，其他元素如动作、科幻等很少涉入，

多是以现实生活、校园生活为背景。这类漫画也大都可划入少女漫

画之列。 

情感的纠葛、温馨的对白、感人的情节、浪漫的结局是它的特

点。 

2.6 体育题材——体育爱好者的偏爱 

体育题材的漫画给人以启示，催人奋进，有利于团结互助。日

本的体育漫画最多，如井上雄彦的《篮球飞人》，还有《足球小将》、

《排球女将》（石森章太郎）等。 

体育题材漫画的主要元素是成长的历程、团队的协作、扣人心

弦的比赛、催人奋进的结局。 

2.7 动物题材——动物的世界 

动物题材的漫画较少，但却十分特别，凭借其独有的故事和广

泛的受众在漫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森林大帝》、《狮子王》等。

人性化的动物、拥抱自然的情感，唯美的享受是动物漫画的特点。 

此外，还有一些漫画题材因其特殊性、非广泛性没有被列入上

述分类，但其存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反映了社会发展和人们

欣赏的多样化需求，如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超长漫画《乌龙派

出所》等。 

3. 漫画脚本创作的特点是贯穿“课程思政”始终的方向性

环节 

漫画故事要向前发展，要能够引人入胜、感动读者，需要具备

“流动性”、“连续性”和“节奏性”，以保证故事发展的推动力、

故事脉络的向心力的和故事情节的张驰力[6]。 

3.1 漫画脚本的“流动性” 

漫画及其脚本的流动性，是指制造可以推动故事发展的“势能

差”，即可以推动读者阅读心理的种种悬念。一是制造各种差距、

压力、矛盾等，使情节得以产生张力、冲击力。二是制造情节、人

物性格、故事结构的不完整，使读者产生要求补充完整的心理。 

3.2 漫画脚本的“连续性” 

连续性是指脚本在文学层面和美术层面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首

先，连续性体现在故事发展的时间上，即使采用了倒叙、插入、不

连贯等的手法，故事也总能进行很好地拼接和理顺。其次，连续性

在文学层次上主要体现在对白、旁白和插入的解说等。再次，连续

性在美术层次上主要体现在画面的设定、风格、进展的连贯性和一

致性上。 

3.3 漫画脚本的“节奏性” 

节奏性是指脚本在文学层面的情节安排，要做到在时间连贯的

同时张弛有度，避免平铺直叙，避免烧“白开水”。同时，在美术

层面，节奏性主要是指镜头的运用和画面的分割，对重要的、主要

的画面和情节要着重突出和仔细描绘。 

4. 漫画脚本创作的一般规律是“课程思政”实践性的体现 

漫画脚本创作与电影剧本或一般的商业性文学作品一样，是有

创作的规律或者说是“套路”的。这一“八股式”的“套路”主要

分为几个模块：主角、朋友、对手、矛盾和主要环节（碰撞），而

故事的发展主线通常被确定为主角在朋友的帮助下打败对手、解决

矛盾，不断推进的主要环节（碰撞）是解决矛盾的终极方法。 

4.1 脚本中的“张力”设计推动了故事跌宕发展 

日本漫画家菅本顺一曾指出，漫画脚本的套路可以很“八股”，

如上述的几个模块。主角都存在很多的缺点或缺陷。相反的，反面

角色则往往拥有很强大的实力和很迷惑人的外表[7]。正是这种落差

造成了故事的张力，使脚本具有了“流动性”。 

4.2 漫画脚本创作的一般规律为脚本创作指明了方向 

漫画脚本的创作原则要符合漫画自身的规律，一是漫画脚本实

际是一种特殊的配有画面设定的电影脚本，二是漫画脚本创作可以

遵循一定的规律性“套路”，三是漫画脚本的创作应该兼顾文学与

美术两个层面，文本应以预想中的画面效果为参照。 

在具体的创作流程上，首先是文学的、剧本的形式，其次是对

漫画的镜头理解，再次是做好人物和场景的初期设定，第四是将脚

本以漫画的形式展现出来。 

在脚本的篇幅上，短篇立意是最重要的，强调主题；中篇强调

故事的整体性，主题与情节并重；长篇则更注重商业性。 

最好的脚本应该是自成一家，用作者的心去打动读者。 

5. 小结 

漫画选修课在高校选修课“课程思政”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漫画脚本制作是“课程思政”理念在漫画课程中的最为重要、最为

具体的体现。正确认识脚本创作的意义，明晰脚本的分类，把握脚

本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对于强化脚本创作、强化漫画选修课教学、

强化高校“课程思政”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刻理解和把握漫画脚本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对于以正确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创作出思想积极向上、符合漫画发展规律、读者

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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