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属学院：数字媒体与设计学院

课程名称：视听语言

课程类型：艺术学

章节名称：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百年史话

案例名称：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百年史话

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一）课程基本信息

《视听语言》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必修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属于专业必修

模块，是专业基础课程，为后续课程提供理论基础；同修课程有《摄影摄像》，也是后

续课程《影视编导》、《视频设计》、《影视综合创作》的重要支撑。

（二）课程目标

《视听语言》课程是影视专业的核心技能课程，主要包括理论教学内容。视听语

言主要是电影的艺术手段，同时也是大众传媒中的一种符号编码系统作为一种独特的艺

术形态，主要内容包括：镜头、镜头的拍摄、镜头的组接和声画关系。此课程用于培养

学生具备影视专业必备的视听理论能力和基本技能，为学生今后制作更为复杂的视听语

言创作提供理论支持。

（三）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注重对影像创作中的画面和声音

元素的使用技巧以及创作理念的研究，培养学生的视听思维能力，具备专业角度读解分

析视频及影视作品视听要素的能力，为影视链条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课程

旨在培养掌握现代影像拍摄理念、方法与技巧，具备熟练地运用视听语言完成思想和内



容表达的专业素质，摆脱固有的文字传播的影响，形成全新的影像传播思维的、代表先

进文化的人才。

（四）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从南湖的一叶扁舟，到巍巍中国号巨轮，一

百年的不懈奋斗、苦难辉煌，一百年的秉持初心、正道沧桑。在这伟大的百年历史中，

先辈们的精神永不磨灭，中国共产党的斗志代代传承，这样的传承依靠的从来不是“洗

脑”式的教育，在中国人民的成长历程中，爱国、爱党这样的思想早已润物细无声的融

入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

去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纲要》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对于身处

教育一线的笔者感到非常激动。教育的意义在于育人，作为教师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寓价

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从而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总目标。笔者是一名戏剧与影视学类的老师，深知营造一个

良好的信息环境、正确的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融入教学的重要性，有考虑

到处于高等教育中的学生对于“填鸭式”传输的抵触心理，通过“软植入”的方式，将

思政融入课堂。

二、课程某章节的教学展示

（一）教学目标

从最初的《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到现在的《长津湖》，“主旋律”始终

是中国电影表述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在影视类课程中，穿插“主旋律”电影的专题，

即能让学生学习电影知识，了解中国电影历史，又能够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从银幕中

的获取历史，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教学内容



本次课程内容以红色电影美学赏析为主。现今中国的艺术学科建立与全民审美价

值观念深受西方的影响，可以说我们对于现代艺术的评判标准完全是由西方建立的，在

艺术类课程的课堂上，我们学习的艺术史、艺术思想也大多源于国外。但其实中国自古

以来就有自己的艺术思想，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发，试图

“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说

明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意义，并且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我们

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渊源，有自己的艺术精神脉络，这些都需要融入到我们的艺术类课程

中去，融入到学生的血液中去。

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在时代变换之际，面对这国外传播过来的众多艺术门

类、艺术形式，中国也有许多艺术家，将中华民族的灵魂融入其中。冼星海创作黄河大

合唱；沈尧伊出于对于长征精神的无限向往和崇拜，1975 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征题

材的创作，并用 3个月的时间，重新走了一趟长征路，归来后即创作了油画革命理想高

于天》；电影《上甘岭》塑造了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志愿军英雄群像。

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文化内容也通常容易对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在学习西方

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在课程教学的同时，将思政融入其中也是非

常必要。

（三）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在艺术类课程的设置中有许许多多融入课程的方式，但是一种恰当的方式，更能让

学生轻松接受，并且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笔者以自己教授的视听语言学科为代表进行

剖析。

在笔者讲述中国电影的时候通常会在电影案例的选取中有意识的插入众多红色电

影，并对其进行分析。从最初的《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到现在的《长津湖》，“主

旋律”始终是中国电影表述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在影视类课程中，穿插“主旋律”



电影的专题，即能让学生学习电影知识，了解中国电影历史，又能够唤起学生的爱国热

情，从银幕中的获取历史，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四）案例导入

在课程中引用分析的红色电影：

序号 电影名称 电影简介

1 《桥》

六十多年前，新中国诞生了首部影片《桥》。斗转星移，岁月

流金，一路放映而来的红色经典电影，或黑白、或彩色，深深

感染着千百万电影观众。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推荐十大中国红色

经典电影。

2

《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 1952 年，由成荫、汤晓

丹联合执导，陈戈、冯喆、汤化达等主演的新中国第一部军事

影片。该片取材于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一个战例，表现了人

民解放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正确运用毛泽东运动战的战略

思想，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过程，旨在表现毛泽东“集中优势

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

3

《上甘岭》

《上甘岭》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由沙蒙、林杉执导，高

保成、徐林格、刘玉茹等主演的战争故事片。于 1956 年 12 月

1 日上映。影片改编自电影文学剧本《二十四天》，讲述了上

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某部八连，在连长张忠发的率领下坚守阵

地，与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4

《 红 色 娘 子

军》

红色娘子军》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由谢晋执导，祝希娟、

王心刚、向梅、陈强等主演的历史故事电影。该片曾创造了总

观影人数 6 亿人次。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



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

战士的经历，用写实的手法突出反映了旧社会妇女在反抗和斗

争中成长的典型事例。

5

《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一部由崔嵬、陈怀皑指导，谢芳，于洋主演的

影片。取材于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生动细致

的刻画了主人公林道静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的成长

过程，深入剖析她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片中所展现的“林道静

的道路”，也正是那个时代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所经历的曲

折历程的“缩影”。

6

《小兵张嘎》

《小兵张嘎》是由崔嵬、欧阳红樱执导，安吉斯、张莹、葛存

壮、于中义主演的抗战故事片。该片改编自徐光耀的小说《小

兵张嘎》，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

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战士的故事。

7

《地道战》

《地道战》是 1965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电影，由任旭

东执导、朱龙广主演，于 1966 年元旦在全国上映。该片讲述了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河北省冀中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

侵略者的故事。截至 2012 年，已创造出共 30 亿人次观看的纪

录。

8

《 闪 闪 的 红

星》

《闪闪的红星》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儿童红色电影。

该片由李昂、李俊执导，祝新运、赵汝平、刘继忠主演主演。

于 1974 年 10 月 1 日上映。该片讲述了在 1930 年至 1939 年艰

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潘冬子的故事。



9

《小花》

《小花》是张铮执导，刘晓庆、唐国强、陈冲等主演的爱情片，

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讲述了一

个被卖的小姑娘长大后，成为战士的故事。

10

《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历史剧情片，由李前宽、

肖桂云联合执导，古月、孙飞虎、黄凯、刘怀正、郭法曾等主

演。影片用纪实的手法展现了开国大典这一历史的瞬间，再现

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蒋介石、宋庆龄等 100 多

位历史人物的风貌。该片为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献礼，于 1989

年上映。

表 1 课程中引用红色电影

（五）教学过程

1、理论学习：主旋律电影谱系

（1）“主旋律”概念的源起

1987 年初，电影界意识形态主管者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

“主旋律”、“主旋律电影”等概念自此在文艺界流行。倡导者在提出这一口号时，声

称针对的是 80 年代后期娱乐片初潮中出现泛滥之作。

（2）30 年代左翼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

30 年代左翼时期成立党的电影小组开始，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对电影的影响和领

导。其方式，有时是置于宏观的文艺政策之下，如正面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

兵服务”、“双百方针”等口号，有时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针和政策。

（3）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



1949 年底，电影局制定了“争取进步片优势，保证工农兵电影主导”的方针。有时

是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如建国后多次文艺运动都始于电影界，之后扩大、影响

到整个文艺领域。

（4）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

1979 年 10 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中国共产党重申“双百方针”，1980 年又

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1980

年代新的文艺政策因此被表述为“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

（5）当代“主旋律”的现状

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一般由级别非常高，“主旋律”口号成为所有创

作者的共识。“主旋律”口号不断“升格”，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文艺指导政策，则

是 1989 年之后，尤其是 90 年代的事情了。

2、学生实践：主旋律微电影创作

目的：在创作中宣扬主流价值观，表现正面形象、突出光明未来。

要求：分小组创作 3分钟左右的微电影。

案例见下页



案例

图 1：《我们》

图 2：《我们》



图 3：《少年中国说东软版》

图 4：《少年中国说东软版》



（六）思政点睛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国家与人民都对主旋律电影 给予了高度关注。好的主

旋律影片必定是艺术性与伟大性兼具的经典之作。从初探时期单一均衡模式的坚

持到发展时期的多 元化探索，再到成熟时期的递进式展开，中国主旋律 电影经

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将理论讲授与实践相结合，学生不

仅学习到了电影知识与中国电影历史，又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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