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研究 6卷 9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196

影视类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融合路径研究

陈歆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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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影视专业的学生及教师的思政意识，论文研究了影视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研究路径。论文主要从

影视类专业融合思政的价值意义，影视类专业学生课程与思政意识融入的方式以及影视类专业融合思政课程师资培

养方案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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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majoring	in	film	and	televis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search	path	of	integrating	film	and	television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film	and	television	majors,	
the	ways	in	which	film	and	television	majors	integrate	their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th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film	and	television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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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视类专业融合思政的价值

1.1 影视类专业的特殊性：影视本身的教化意义
影视作品有着广泛的教化意义，可以通过影视作品传

达一些社会价值观、道德标准、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信息，对

观众产生积极的影响。影视作品可以通过展现人物的行为、

言语和思想，传递一些社会价值观，如尊重他人、勇于担当、

团结协作等。另外，还可以通过展现历史文化、传统文化

等，弘扬文化传统，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和传承本国的文化。

部分影视作品反映社会问题，让观众了解社会问题的存在和

影响，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影视剧本

身的画面、音乐、语言等，还能培养观众的审美意识，提高

审美水平。

戏剧影视学科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影视

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作为这种媒介的创作者，理应发挥影

视本身的教化意义 [1]。然而，作为艺术类高校，在校期间培

养具有思政意识的影视学科人才十分重要。

1.2 影视类专业特殊的创作元素来源
艺术来源于生活，影视作品作为社会的新艺术形式也

是如此。影视剧的创作往往会体现时代特征。影视作品是文

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不仅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现实状况，

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2]。影视作品的创作，需要

具备对时代特征的敏锐感知和把握能力，才能更好地反映时

代特征。这种对时代理解，同样是思政课程的教育目的之一。

首先，影视剧的创作需要紧密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状

况。当代社会发展迅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影视剧的创作

需要关注这些现实问题，通过展现人物的生活、情感、思想

等方面，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状况，体现时代特征。其次，

影视剧的创作需要关注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社会文化是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影视作品需要关注这些变

化，通过展现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等，弘扬文化传统，让观

众更好地了解和传承自己的文化。最后，影视剧的创作需要

关注观众的需求和审美趋向。观众是影视作品的最终受众，

影视剧的创作需要考虑观众的需求和审美趋向，通过创新的

手法、故事情节等，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体现时代特征。

1.3 影视类专业学生的就业趋势
影视类专业学生的就业趋势主要受到市场需求和行业

发展的影响。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影视行业正在

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新的就业机会也随之出现。常见的有以

下几种就业方向：

①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影视行业成为影视行业中

的新兴力量。网络影视平台的崛起，为影视类专业学生提供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编剧、导演、剪辑、摄影等职位。

②影视广告行业：随着广告行业的发展，影视广告也

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影视类专业学生可以在广告公司、影

视制作公司等企业从事广告制作、导演、剪辑等职位。

③影视文化传媒行业：影视文化传媒行业是一个以影

视制作和传播为主要业务的行业。影视类专业学生可以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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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制作公司、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企业从事编导、主持、

摄影、编辑等职位。

④影视游戏行业：随着游戏行业的发展，影视游戏也

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影视类专业学生可以在游戏公司从事

游戏策划、游戏美术、游戏编程等职位。

总之，影视类专业学生的就业趋势与市场需求和行业

发展密切相关，这些行业都属于传播性行业。传播工作者的

思政教育工作意义更加重大。

2 影视类专业课程融合思政课程路径

2.1 红色电影分析类课程
电影赏析课程是影视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在了解视

听语言等专业知识之外，红色电影自身带有的思政教育意

义也十分重要。这样的融合性课程可能会吸引到部分学生，

提高思政教育成效。这个课程旨在通过对中国红色电影的分

析，让学生了解红色电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掌握红色电影

的制作和表现技巧，培养学生的影视分析能力和批判思维能

力。课程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红色电影的历史和文

化背景、红色电影的制作和表现技巧、红色电影的主题和意

义、红色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和红色电影的国际影响

和传播 [3]。

教学进度安排如下：

第一周：红色电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第二周：红色电影的制作和表现技巧。

第三周：《红色娘子军》的分析。

第四周：《智取威虎山》的分析。

第五周：红色电影的主题和意义。

第六周：红色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

第七周：红色电影的国际影响和传播。

第八周：期末考试。

2.2 创作类课程
影视类学科属于实践类学科，创作类课程是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在艺术类学生学习了相关理论知识后，可以安排

创作类课程，这些同样可以融入思政课程。创作类课程，应

当因地制宜 [2]。可以利用当地的红色文化背景，引导学生创

作红色影视作品，既能实践专业能力，又能达到思政的教育

目的。

武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重要关头和转折时期，三次成

为全国革命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人

民军队建军的策源地，拥有众多的革命旧址，革命文物涉及

各个历史时期。在学生创作时，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利用武汉

本地的红色元素进行创作。在学期课程结束后，进行集中展

映。不仅可以提供给创作者一定的成就感，又可以让其他学

生了解红色文化，提升文化自信。

2.3 具有思政意识的教学设计
思政意识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可以融合到所

有专业课程中的。首先，引导学生思考社会问题：在教学设

计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些与影视内容相关的社会问题，引导

学生思考并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批判思维能力。另外，还能引导学生进行价值观的思考：

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可以通过观看影片让学生思考一些与价

值观相关的问题，如人生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意识和人文关怀能力。教

师在课程中可以让学生进行一些道德判断的讨论和分析。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责任感。

其次，还能带领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可以组织学生参与一些

当地的社会实践活动，如红色景区志愿者拍摄团队等。这样

一来，不仅可以实践专业知识，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实践能力。最后，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一些思想交流的活动，如小组讨论、辩论赛等。通过这种

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另外，不同专业的学生和不同的专业课程可以尝试培

养不同的思政意识 [1]。例如导演，戏剧影视创作类课程培养

学生理解“以人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做出能展现我国艺术

瑰宝，彰显时代特征的作品。引导播音专业的学生理解主持

人作为党的喉舌应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让民众处于健康

的语言环境中，了解国家方针。对于艺术史等理论类课程，

可以让学生理解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分析历史于当代社会发

展的意义。

3 影视类专业融合思政课程师资培养方案

课程思政作为育人机制综合改革之举，与学校育人工

作指导思想，制度设计，配套改革，持续推进机制等脱不开

关系。其中，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就是一个重要环节。在教

学实践的层面上，对于专业而言业师课程思政教育能力的培

育与提升，是一项课程思政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对教师思

政意识的培养是课程具有思政意识的基础。教师为人师表之

楷模，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之工作原则，于在教学系统内达

成共识并依此为施教者的教师要有自觉自发的意识的认识

充分投身到课程思政实施进程中，积极构建，提升课程思政

教学能力以统领专业知识与价值信仰浸染自本人的理解与

评判，对学生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感染与指导向善向上的人。

课程思政是推动教学改革与育人机制创新之举措却在根本

上是教师教学能力和觉醒的一次革命是取胜的关键。可以通

过以下三种方式引导教师的思政能力的提升 [4]。

3.1 评教系统改革
评教系统一直以来是各高校为评定教师职称和能力的

系统。然而大多数评教方案中以教师的科研成果作为影响评

定结果的重要因素。为了提升教师的思政意识和提高道德修

养的自觉性，可以在评教系统中加入对课堂思政的融合度以

及专业的教学能力。这样一来，在教师的职业发展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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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注重对自身思政素养的提高。

3.2 宣讲活动
第一，选择合适的宣讲内容。宣讲内容应该紧密围绕

当前国家发展战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等方面展开，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同时，可以结合学校实际情况，选

取与教育教学工作相关的话题进行宣讲。

第二，注重互动与交流。宣讲活动不应该是单向的传递，

而是要鼓励教师们积极参与讨论、提问和交流。可以设置互

动环节，邀请专家学者进行现场答疑解惑，让教师们能够深

入思考和理解。

第三，多样化的宣讲形式。宣讲可以采用多种形式，

如专题讲座、学术报告、座谈会等，以满足不同教师的需求

和兴趣。同时，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线上线下结合的

宣讲活动，提高参与度和覆盖面。

第四，建立长效机制。高校宣讲活动不应该只是一次

性的举措，而是要建立起长效机制。可以通过定期组织宣讲

活动、开展集体备课、设立学术论坛等方式来持续推进教师

思政意识的提升。

第五，在高校宣讲活动中，我们也要注重激发教师内

生动力。通过给予表彰奖励、培养成长机会等方式来激发教

师对思政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思政意识是指教师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认同和坚定信念，并

将其融入日常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去。而高校宣讲活

动则是提供给广大教师了解国家方针政策、深入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以及了解时代发展趋势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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