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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影响和对策 
◆王志艳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陕西省延安市  717600） 

 
摘要：动画作为青少年接触 多的的一门传播艺术，对青少年的道德教

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日本、欧美的动画已经成为国内动画市场

的主流，但其动画艺术中缺少文化内涵、片面追求娱乐和商业性等现象

对我国的青少年道德教育已经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为此，学校应当改

进现有的德育教学，通有效途径， 大限度地规避动画对青少年的负面

影响，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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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是一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传播艺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

大众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多数青少年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
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动画作品。由于动画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能
够充分发挥影视文化的正面效用，对于青少年成长及其伦理道德
构建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但目前，在日本、欧美的动
画进入国内市场并成为主流后，其动画作品缺少文化内涵、片面
追求娱乐性和商业性等现象对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消极影响也
愈发明显，极大地削弱了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效力。学校作为德育
主体，应当继续完善相关的教育教学方式，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
动画艺术，使动画作品的积极作用 大化。 

发和指导作用。 
一、动画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不利影响 
（一）存在一些无意义作品 
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娱乐性、趣味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动画在

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少文化内涵和伦理教育
意义的作品。我国尚没有建立电影分级制度，青少年容易接触到
部分娱乐比例过多，丧失伦理教育意义的动画作品，从而对他们
的道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的动画作品往往只注重对“乐”
的追求，放弃教育性，忽视动画的思想价值。 

（二）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 
国外动画片中出现的对传统的反抗，调侃传统价值观的话

语，会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使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
我国传统文化多姿多彩、内涵丰富，为动画创作带来取之不尽的
素材和养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和
《功夫熊猫》取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量采用中国元素和符号，
是在中国传统故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但是，为达到了娱乐大
众的效果，传统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被改编得面目全非。 

（三）忽视教育意义 
动画本身是一种商业性艺术，制作者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刻

意取悦消费者。部分动画作品的商业性和伦理性相互分离，忽视
了动画艺术的教育意义。在现代动画创作中，伦理价值的表达已
经不是动画作品的主要追求，高收视率和商业利润 大化占据了

重要的位置。在这些方面，动漫大国日本的商业动画显得尤为
突出，其很大一部分的动画作品对主流文化进行了颠覆。 

二、学校思政教育的引导策略 
（一）充分利用课外时间进行“优秀动画学习” 
道德教育是一种朝向完整人格建立，引导人走向完善的过

程。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必须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动态平衡。在
大众传媒技术高度发达和普及的今天，青少年作为感觉敏锐、思
想稚嫩的群体，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观看动画，学习到
更多的承载社会价值的教育信息，并从这些不断扩展的虚拟世界
中获得价值经验。这使得学校的道德教育越来越受到各种传媒观
念的干扰。“要使学校的信息产生预期的效果，就不能不把社会
信息作为与之相联系的统一体来加以考虑。”因此，学校的道德
教育要积极地运用各种教学因素，充分利用学生的课外和自习时
间进行优秀动画教育。优秀动画是青少年道德养成的外部影响
源，其核心是关注人性中 美好的情感以及诚实、勇敢、自信、
坚强等人类 宝贵的品质。在校园生活中融合优秀动画学习，使
这种学习方式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 

（二）引导青少年学生自觉抵制动画中的消极因素 

青少年道德教育要与文化多元的独特背景相适应，对各种道
德取向的社会价值观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引导学生抵制其中
的消极因素。近年来，国内动画作品的内容在欧美、日本动画大
批进口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国文化和民族之间价值取向上的
差异，以及价值多样化带来的社会价值的复杂和多样，使学生陷
入到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上的困难境地。青少年时期是道德教育
的重要阶段，教师应结合道德教育的客观现实，积极开展研究性
动画学习课题，及时了解学生对动画主题思想的理解，对错误的
观念进行分析、探讨，及时强化正确的观念，使学生做到对多元
社会价值的包容、甄别和选择。除此之外，在对动画课题的探讨
中，学生们要撰写完整的调研报告，阐述自己的体会和结论，认
识到自己在选择和观看动画作品时所要强化的感恩、责任、仁爱、
正义等积极因素，培养和提高学生对不良因素的甄别力。 

（三）让动画成为教学的辅助手段 
青少年道德教育不是一种孤立行为，需要依托课堂教学发挥

其导向作用。道德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优化学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同时，要贴近动画作品，力
求在课程中渗透动画伦理教育。 

结语 
总之，动画是一种青少年易于接受的传播平台，具有独特的

教育功能，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巨大影响是其他教育手段无法替
代的。由于部分动画作品中多元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学校教育仍
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仍然需要结合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发挥
学校教育的引导作用， 大限度上避免消极动画内容对青少年产
生的影响，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张丽平.动画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影响和对策[J].广东

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9,33(02):11-14. 
[2]彭勃.从青少年视角谈戏曲动画创作应当注意的问题[J].

戏剧之家,2016(06):32-33. 
[3]刘德双,丛红艳.新媒体视野下体育类型动画对青少年运

动趋向影响的研究[J].大众文艺,2016(04):197. 
[4]阳柳青,韩振华.论动画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J].青年

探索,2006(0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