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影视艺术专题课程建设是电影育人
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为推进课程建设
工作，!"#$年 #月，市教委教研室与上
海市行知中学合作，进行了一场“电影鉴

赏”课程教学试验活动，由上海视觉艺术
学院基础学院院长长汪天云教授与高中
生一起赏析影片《东京审判》。

试验课中汪天云以四个问题为主线，为

听课学生解析了如何鉴赏该影片。问题包括：
为什么说东京审判是一次正义的审判，是一
次国际的审判，是一次反法西斯的审判？东京
审判的阻力和动力都来自何方？东京审判中
梅法官的人格魅力表现在哪些地方？今天我
们再看东京审判有哪些历史意义？
“《东京审判》并不是一部可看性非

常强的电影，它的价值在于思辨性和兼
容性。”曾经参与该片摄制的汪天云，从
影片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说起，最后谈
到这一事件对今天的影响。他还介绍了
影片拍摄过程中的各种小细节，通过历
史与当下、艺术与现实的对比，让学生感
知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有血有肉。
讲座结束后，学生和教师与汪天云

进行了提问交流，有些问题还颇为尖锐。
如有学生提问“东京审判为什么最终放
弃了对天皇的追责？”“电影中的小酒馆

场景和法庭场景分别是什么寓意？”“小
场景对大主题是不是有冲击？”等。也有
教师对如何发掘电影的育人价值提出了
自己的困惑，汪天云都进行了回答。
“今天的高中生，就是明天的大学生，

也是将来的电影观众。”汪天云介绍说，当
今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全国有 %万多
块荧幕，年轻人热衷于观影。今天学生对电
影的理解，决定着将来电影该怎么拍以及
要传达怎样的价值观。在这一层面下，使用
电影，特别是有着思辨价值和思考空间的
经典影片，来对学生进行艺术欣赏以及价
值观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

电影赏析课该怎么上？汪天云的这
堂教学实验课无疑完美地回答了这一问
题，即电影育人要求教师对影片有深刻
的理解，并通过课堂互动、互相提问的方
式，来引导学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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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院线片库中的影片浩如烟海，学
校老师在选片时常无从下手，希望有
人能对优秀影片进行推荐，甚至解读
评析。为此，市教委教研室组织资深
专家，分门别类对院线片库中的优秀
影片进行推荐、分析和审看，从而编
制出适合中小学生的观影推荐目录。
市教委教研室综合教研员刘嘉

秋博士介绍说，市教委教研室制定了
详细的观影目录推荐标准，包括推荐
理由、观影指导、活动建议、观影主
题，以及优秀片断推荐等。其中，推荐
理由关注影片在学科教学或影视艺
术上的优秀之处，旨在帮助学校教师
在择片观影上有专业依据；观影指导

关注学生在观看影片前进行的思考，
提倡用学生更能接受的话语提出问
题，旨在提升观影的教育效果；活动
建议关注观影前后配套教学活动的
设计要点，旨在引导教师开展高质量
的专题活动；观影主题关注同一系列
电影带来的叠加效果，旨在鼓励学校
由点成线地组织电影育人活动。
受邀推荐观影目录的不仅有来

自电影行业的专家，也有来自教学一
线的学科专家，这样的团队设计除了
能更好发掘优秀影片的育人价值外，
还能利用专家的学科背景，结合具体
学科开展观影后的教学活动。在动画
电影《骄傲的将军》的推荐中，专家就

提出对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给
予不同的观影指导：低年级的教学以
美术为主，可关注影片中传统戏曲脸
谱的画面表现；高年级教学以德育为
主关注影片所表达的寓意。
与此同时，市教委教研室要求参

与推荐的专家不仅仅推荐一部电影，
而是要推荐某一主题门类下的多部
影片，形成主题好片的“集群效应”
———若学校有足够的课时安排电影
教学，就可以在一个电影主题下观看
更多的影片，从而设计出生动有趣的
电影育人课程和活动。
例如，有专家就以“中国动漫发

展”为主题，推荐了中国动漫电影史上

的多部经典动画片，如《大闹天宫》《天
书奇谭》等。这些动画片制作精良，既
有精致优美的画面，又充满了中国传
统文化特征。“依托观影推荐目录，教
师就可以围绕同一主题下几部彼此相
关的电影，组织观影，并配套安排一系
列有关动漫艺术形象或传统艺术形象
的课程和活动。”刘嘉秋说。
按照上海市校园电影院线推进

计划，观影目录编制研究子项目组需
要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完成三批观影
推荐目录编制的任务。目前，第一批
观影推荐目录 !#部影片已经编制形
成，第二批观影推荐目录的编制工作
正在进行中。

推荐优秀影片促散点观影与专题活动观影目录
编制

! ! ! !在市教委教研室对电影育人的设
计中，电影育人实践以散点观影、专题
活动、系列活动、专题课程四种形态循
序渐进。处于第三层级的“系列活动”
要求学校按长期需求设计系列的观影
活动。与学校育人特色相结合，是上海
电影育人理念中的一大亮点。在全市
&$所校园院线试点学校中，'所学校
承担着电影育人“系列活动”的研究任
务，徐汇区华泾小学便是其中之一。该
校的活动研究主题是感恩特色教育。

该校教师倪嘉玮老师介绍说，
长期以来，小学生感恩教育一直处
在“不可或缺”却“效果不佳”的瓶颈
中。一边是学生以自我为中心，养成
了只想索取不思回报的习惯，如浪
费粮食、随意将练习本的纸张撕下
折纸、洗手时玩水浪费等；一边是传
统说教式的教育模式效果不尽理
想，学生接受缓慢。为此，学校开辟

出一块种植园，希望让学生在作物
的种植与收获中体会到劳动的辛苦
与快乐，从而学会感恩。
电影资源的应用无疑给学校感恩

特色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学校选择
乡村支教题材的影片《美丽的大脚》来
诠释感恩这一主题。倪嘉玮介绍，将这
部影片引入校园，在学校的社团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中进行放映，对学生而
言，影片既是一个故事，更是一本行走
的教科书。电影拉近了课程主题与学
生间的距离，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了一
个个形象生动的榜样，这种新颖而别
具一格的教学手段给予学生的精神食
粮不亚于一节文化课的收获。
华泾小学的观影活动主要以 ()%

年级学生为主。在围绕《美丽的大脚》
的系列活动中，学校首先播放影片，让
学生通过生动的画面感受到当前幸福
生活的来之不易，意识到感恩的重要

性，引出感恩教育的主题。接着在观影
的基础上，学校通过一系列观影后感
恩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将感恩情感主
动转化为感恩行为，如对学习环境的
保护之心、对食物的珍惜之心、对父母
的报答之心。教育活动既有电影观后
感的交流学习、电影手抄报和电子报
展示，也结合种植活动与课程，如午餐
光盘行动和种植园兴趣课，让学生体
验劳动的艰辛和粮食的来之不易。

华泾小学的系列观影活动较好地
契合了整体的研究要求：一是依托两类
课程、学校社团、社会实践活动、学校节
庆活动、校园环境布置等载体开展电影
育人研究。二是开展的电影育人研究是
实践性质的研究，应落实到系列的育人
活动中，并有一定量（!)(次为宜）、相互
联系的系列活动案例积累。三是研究中
关注实践过程中优秀经验的积累，不断
收集可验证活动效果的各类证据。

用好专题活动助推校本电影教育活动
研究

! ! ! !培养会看电影的学生，首先得有懂
电影的教师。!*#&年 ##月，由市教委教
研室主办，上海市温哥华电影学院承办
的影视艺术专题课程教师工作坊顺利举
行。此次工作坊旨在提高高中艺术学科
教师的影视艺术专题课程开发和实施能
力，帮助教师储备影视艺术教学方面所
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来自全市的 !!名优秀教师代表参加

了编导、摄影、灯光、剧本、拍摄、剪辑等方
面的专业培训课程。在培训的实践板块
中，所有教师参与了视频制作的全过程，
分组分工拍摄完成了精彩的视频作品。
静安区教育学院艺术教研员顾颖是

此次教师工作坊的班长。工作坊“对话式”
及“手把手”的教学方式，令她受益匪浅。
顾颖介绍说，工作坊课程定位于创意写作
和拍摄基础，每一课都有着明确的教学目
标和明确的作业目标，基本涉及了电影制
作的全过程。有一部分课堂创新地采用业

内专家对话的方式进行授课，这令平时习
惯于讲座授课的学员们耳目一新。

顾颖说，课程中有电影录影、打光方
面的内容，学员们此前从未接触过，工作
坊的教师便亲自示范，让学员逐一操作。
“作为艺术教师，以前对电影的艺术表现
手法了解更多一些。这次培训内容主要是

电影拍摄技术，这些技术对电影画面氛围
营造起着很大的作用，了解这些，就能更
好地理解影片中的艺术表现手法。此外，
我也可以具体指导学生开展微电影拍摄
和制作，不再是不懂操作的门外汉。”

参加培训的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艺术
教师施荣，已经着手将培训中学到的电影制

作各环节以“剧组”的形态运用到艺术专修课
中。“艺术专修课以往只能对电影制作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讲授，学生们也会拍微视频，但还
达不到微电影的水平。”施荣说，“现在，我就
可按照学生的不同特长组成小剧组，擅长文
学的做编剧，擅长拍摄的做摄像，擅长美术的
做场景，让学生们都有机会成为电影拍摄的
一环。”此外，学校最近还建立了艺术新教师
培训基地，施荣在工作坊学到的电影专业知
识，将通过这一平台向更多教师辐射。
利用高校力量举办教师工作坊，是市

教委教研室在电影教学专业队伍建设方面
可以借助的“最强大脑”。这种工作坊的“小
组实践+学术讨论”模式让基层学校的教师
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组织，加深了对电影的
专业理解，并将迭代后的理念渗透进电影
育人的实践中。电影育人尚处于起步阶段，
更需要教学研究的引领，教师工作坊的衍
生品便是教师们自发建立了教研中心组，
形成了协作互通的电影育人教研模式。

! ! ! !电影育人，教材先行。优秀电影中有
很多经典歌曲，可以进行分类解析后编
制。!,#&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完成
《闪闪的红星》（小学）、《光辉的历程》（中
学）两本拓展型课程教材，为学校开展影
视音乐艺术教育教学提供支撑。
为了推动学校深度利用这两本教材、最

大化其育人价值，!,#&年市教委教研室主
办了“银屏军歌秀———建军 ',周年军旅影
视歌曲表演评比展演活动”，得到了全市 $,

多所中小学校的大力支持。活动分初评和展
演两个阶段举行，各参选节目内容均来自
《闪闪的红星》（小学）、《光辉的历程》（中学）
两本拓展型课程教材，由参演学校自行选
曲、编导，由师生共同呈现舞台表演效果。

初评后，有小学、初中、高中共#$支队伍
入围展演阶段。#!月#-日，#$支队伍齐聚行知
中学。师生们或呈现革命历史电影经典场景，
或演绎当代军旅题材影片的动人旋律，让观众

们在新老电影的时空穿梭交错中，对革命军人
的大无畏精神和军民鱼水情有了深切感悟。

本次活动聚焦革命影视音乐这一育人
元素，不仅显示出上海中小学师生对优秀革
命题材电影内涵的深刻理解，更通过舞台
表演，反映出各学校在配乐、歌曲、舞美等方
面的艺术创意，成为各个学校电影育人综合
实力展示的窗口。各学校都利用了现代的影
像技术手段，大大加强了表演的感染力，成
为此次活动的亮点之一。小学的表演天真可
爱，初中的表演青涩真挚，高中的表演激情昂
扬，再加上各校不同范儿的“秀”，糅合艺术设
计智慧，全面展现了上海中小学师生的创新
能力。这种融合了多种元素的综合性表演，
使得整场军歌秀多姿多彩。
上海市教育学会中学艺术教学专业

委员会主任张荫尧点评时认为，师生们
表演的这些影视歌曲和军歌，都是被传
唱了几十年的经典作品，长久以来一直

激励着中华儿女不断奋进。银屏军歌秀
是学生们成长过程中的一次艺术经历，
可以促进学生来思考和感悟，并深刻体
会到红色经典艺术对人生的启迪。
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徐淀芳表示，校园电

影院线是上海市政府文教结合的项目之一，
旨在提供学生不出校门就能观看经典影片的
机会，并探索如何更好发挥电影的育人作用。

校园电影院线的建设既要完善硬件设施，更
要建课程、搞活动。“银屏军歌秀”的展演曲
目，都是《闪闪的红星》和《光辉的历程》两本
教材中的内容。此次军歌秀活动，一方面丰富
了学校的艺术实践，另一方面提供了教学展
示平台，让学校相互交流和促进。市教委教研
室将通过举办这类活动不断促进电影育人在
学校的落地，不断深化课程改革。

专题课程深度发掘优秀电影的育人价值教学
试验课

手把手培养出懂电影的教师教师
工作坊

“军歌秀”推动教材深度利用主题
活动

影视艺术专题课程教师工作坊学员在温哥华电影学院课堂热烈讨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团队演绎新时代的(学习雷锋好榜样)

上海市行知中学的高中生在聆听汪天云教授的授课(东京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