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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那些优秀的影片成为几代人成长中的
精神滋养。我们发现，在“双减”政策背景下的第一个暑假，不少家长用
观影的方式陪伴孩子。本期，我们邀约全国政协委员和教育人谈谈电影在
成长中的独特价值。

我因电影而改变的人生

自二十世纪初诞生以来，电影就成
为一门重要的文化艺术形式。虽然电影
在制作上始终受商业利益的影响，但
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形式、有了
强大的群众基础后，它就成了社会精神
和文化教育的强有力工具之一。一百多
年来，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在世界范围
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激励、感动了一代
又一代人。

这一点我感触很深。在上世纪五六
十 年 代 ， 国 内 的 精 神 产 品 还 较 为 匮
乏、形式较为单一的情况下，电影为
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让我
通过电影窥见了这个世界那么广大美
好 ， 感 受 到 了 英 雄 人 物 的 大 义 凛 然 ，
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

那时候，青少年没有太大的学习压
力，学校也经常会组织我们观看一些经
典影片，《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
战》《两个小八路》《五朵金花》《上甘
岭》《农奴》《董存瑞》等，很多经典场景
现在仍然历历在目。这些电影所展示的
不仅有残酷的战争和澎湃的革命激情，
还穿插了父女、兄妹、战友生离死别的
情感，有血有肉。看到炮火连天的战争
画面时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感受到了
英雄儿女的革命激情，看到父女、兄
妹、战友生离死别的场景，又体会到温
馨感人的亲情、友情，以及家国情怀高
于儿女私情的崇高精神。“风烟滚滚，唱
英雄……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
和平！”当电影主题曲 《英雄赞歌》 唱响
时，我心中那种激情澎湃、壮怀激烈的
情感澎湃而出。到现在，我还时常想到
那时的场景和情感。受其影响，高考时

我立志参军入伍，也想像他们一样做国家
的好儿女，用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让优秀的影片滋养青少年健康成长

“ 半 亩 方 塘 一 鉴 开 ， 天 光 云 影 共 徘
徊。”“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宋代朱
熹和唐代常建都通过诗歌表达了光影艺术
对人类心灵带来的触动。青少年时期，是
优良品质塑造的关键期。在性格养成时期

（通常是 12—22 岁最佳） 采用良好的外部
视听刺激而非老夫子式的单调说教，能对
青少年的性格、人格塑造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电影把声音、画面、文字有机结合，使之相
映生辉，构成独特的声画合一的艺术现象，再生
出新的含义，有刺激、有感情、有思想，看到喜
庆部分时我们会大声笑，看到悲情部分时我们也
会流泪。影片中每一情景的颜色、语言，演员的

每一个动作神态都向我们传达出细微的情感。这
样的传播形式更深刻地揭示了主题，刻画了人物
的心理活动，创造了深远的意境，让人们在欣赏
时感受历史，带着感情融入其中。

我们都有过此种感触：初高中的历史课
学得枯燥无味，有点兴趣的也是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所以历史的作用并没有让人们
了解。但我们观看捍卫主权的 《勇敢的
心》、深度挖掘历史人物的 《孔子》 等电影
时，紧张情节唤起了我们的关注，也往往能
够带给我们更深的启发。

观看电影，无形之中总是会对青少年产
生各种影响，也增强了他们对世界的再认
识。但电影水平良莠不齐，甚至存在一些低
级趣味和恶俗世界观泛滥的影视作品，面对
这种良莠不齐的局面，社会、学校以及家庭
都要承担起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责
任，精心选片给孩子。
（作者系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主任）

于光影中强健大脑 感知世界
全国政协委员 顾建文

（一）音画世界里的家庭教育密码

“妈妈，这周我们要看什么电影？”
还没到周末呢，我们家的姐弟俩就已经
按捺不住要提前安排周末电影院的影片
了！从儿子五岁左右，我们家就安排了
一个家庭活动——“周末电影院”——
每周五或周六全家一起观看一部影片。
若一晚意犹未尽，有时还会接着再安排

一晚。在两年多的“周末影院”家庭观
影活动中，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在感
受着亲子电影对孩子成长的教育力量。

充分实现高质量的亲子陪伴。都说
父母的陪伴是最好的家庭教育，但身在
心不在的“应付式”陪伴有时比不陪伴
反而带来更大伤害。比如，家长一边看
孩子一边刷手机，身体陪着孩子，心里
想着工作……

类似这样的“应付式”亲子陪伴在
当下并不少见，这样“有身无心”的陪
伴对孩子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有
与孩子产生心灵和情感上共鸣的陪伴才
是高质量的亲子陪伴，而亲子观影是实
现高质量亲子陪伴中较为简单的方法。

每次周末电影院的时候，我们调暗
屋里的灯光，各自调整一个舒服的坐
姿，每人准备一杯饮品，身心放松地观
看我们提前挑选好的影片。观影过程
中，一家人或是哈哈大笑或是感动啜泣
或是为主人公提心吊胆……不管怎样，
同样的情愫在亲人之间涌动，父母与孩
子在同一时刻产生了情感上的同频共
振。观影之后，父母与孩子一起分享观
影感受，则是更进一步的情感交流。例
如，第一次看完 《玛蒂尔达》 后，弟弟
兴奋地说：“妈妈，我也想像玛蒂尔达一
样有超能力，这样我就能打败像校长一
样的大坏蛋了！”我逗他说：“那你得跟
她一样爱看书才行呀！”（这部经典的影
片姐弟俩之后又刷了两遍） 看完 《杀死
一只知更鸟》 后，我和女儿一起热烈地
讨论法庭辩论的精彩片段，感慨被打死
的罗宾逊 （原著名汤姆） 有多么可怜和
冤枉，赞叹为他辩护的父亲芬奇 （原著
名阿迪克斯） 是多么的睿智和勇敢，女
儿说她将来想做一名律师。

观影后的这种即时交流有助于亲子
之间进一步的情感和思想沟通，可以说
是更高质量的亲子陪伴。

生成和积累亲子沟通的语言密码。
良好的亲子沟通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基
础，家长们会发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
长，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越来
越少，严重的会发展到孩子拒绝与父母
沟通和交流的程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
年龄的增长，孩子更多地喜欢与同龄人
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亲子之
间共同的语言和话题越来越少了，而亲
子观影不但能持续创造亲子之间共同的
话题，还能不断生成和积累亲子沟通的
语言密码。比如，有一个周末，我带姐
弟俩一起观看了电影 《哪吒》。有天晚
上，姐弟俩在家打闹不止，鸡飞狗跳一
般，我被他俩吵得头大又头疼，忍不住
对他俩发了几次火。熄灯前，姐姐懦懦
地问我：“妈妈，你还爱我们吗？”我佯
装生气地说：“不爱了！我都被你俩吵得
头昏脑涨，像哪吒一样六亲不认了，没

拿枪戳你们的屁股就不错啦！”躺在床上的
姐弟俩一下子哈哈大笑，女儿纠正我道：

“那个叫火焰枪！”一晚上的不愉快就这样
在临睡前消解了……

如果没有共同的观影经历，这些语言
密码是很难被外人理解和明白的，比如最
近姐弟俩在聊的“伏地魔”“除你武器”

“阿瓦达索命”（姐弟俩戏称阿瓦达啃大
瓜） ……已经无形中把我拒之门外了，因
为这是他俩一起看过的 《哈利·波特》 里
的人物和咒语，我当时没有参与。

润物无声的真善美价值引领。家庭教
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对孩子进行价值观
的引领和塑造，而价值观的形成就是孩子
成长过程中看过的、听过的、感受过的所
有，并不是家长唠唠叨叨的说教和所谓的

“讲道理”就能够实现的。正如苏联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所言，“儿童是用色彩、形
象、声音来思维的”，电影作为一种集画
面、声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于一体的
艺术形式，是对儿童进行价值观引领和塑
造的非常好的载体。比如姐弟俩都比较喜
欢的德国影片 《海蒂和爷爷》，改编自瑞士
儿童文学家约翰娜·斯比丽的长篇小说

《海蒂》，讲述的是自幼失去双亲的海蒂，
被姨妈送去投靠住在阿尔卑斯山上的爷
爷，但爷爷性情古怪，独自住在山区的木
屋中，跟当地的村民也长期不合，当海
蒂来到爷爷家后，她的纯真、善良和乐
观 终 于 融 化 了 爷 爷 那 颗 冰 冷 的 心 。 后
来，海蒂被迫离开爷爷，被送到法兰克
福当一位不能走路的富家小姐姐克拉拉
的童年玩伴，真诚、善良又爱微笑的海
蒂帮助克拉拉走出了阴影，两人很快成
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这部影片故事情
节感人，其中的很多自然风光镜头也给
人以非常美的视觉体验。特别是影片最
后，孱弱的克拉拉在阿尔卑斯山优美的
风景中和海蒂的鼓励下勇敢地站起来迈
开脚步的时候，孩子们会在那一刻充分
感受到人性的善良和大自然的力量。现
在 的 孩 子 们 看 起 来 好 像 什 么 都 不 缺 了 ，
但离大自然却越来越远了，那次看完影
片后正好赶上中秋假期，带姐弟俩去了
郊区的一个农庄，弟弟爬到院子里的一
个小土坡后模仿海蒂在山上张开双臂的
样子兴奋地喊道：“妈妈！我现在就像海
蒂 一 样 了 ！” 我 高 兴 地 附 和 道 ：“ 真 的
呢！我还看到更高的山了！”内心却哭笑
不 得 ， 人 家 海 蒂 爬 的 可 是 阿 尔 卑 斯 山
啊！虽然山不一样，但大自然带给孩子
们的快乐却是一样的！

可以说，所有的中外优秀儿童影片都
在传递着人类美好的情感和品德，《小兵张
嘎》 中嘎子对付日寇的机智和勇敢、《小鞋
子》 中哥哥为给妹妹赢得一双鞋子努力想
获得第二名的坚定和隐忍、《夏日友晴天》
中两个小海怪卢卡和阿尔贝托的患难友
情、《伴你高飞》 中爱米与雁群的相互依恋

和信任……这些经典儿童影片传递的真善
美都会润物无声地在孩子的心中埋下一颗
颗美好的种子，最终会在某个成熟的时刻
发芽开花并结果。

(二）亲子观影温馨提示

亲子观影有着如此重要的家庭教育价
值和意义，也并不是说我们每周带着孩子
看就行了。家长在带孩子共同观看影片的
时候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严把选片关。不是所有的影片
都适合亲子观看的，尤其是在我国现在还
没有进行电影分级的情况下，家长在带孩
子观看影片之前需要做一定的功课，了解
影片的主要内容、情节以及是否适合自己
孩子的年龄等。影片作为重要的精神食
粮，选择不慎会影响孩子精神发育的状
况。因此，建议家长选择影片的时候，在
尊重儿童意愿的基础上要进行适当的引导
和严格的把关。

第二，不为儿童布置任务。有些家长
习惯让孩子看完一部影片后写一篇观后
感，觉得如果不写就白看了。其实，让孩
子带着任务去观看影片，孩子的观影兴趣
和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而不带任务的轻松
观影，观影结束后亲子之间高质量的谈话和
交流比一篇绞尽脑汁的观后感更具价值和意
义。需要注意的是，观影后的亲子交流需要
避免生硬地询问孩子：“你看完有什么感受
啊？你受到了哪些启发啊？”而是要仔细观
察和体会孩子看完影片后的情感变化，找准
切入点疏导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把心中的
所思所想全部表达出来。如此，足矣。

第三，观影与阅读相互促进。很多优
秀的儿童影片是由原著改编的，比如英国
奇幻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的系列作品基
本被改编为了经典的影片，《玛蒂尔达》

《圆梦巨人》《狐狸爸爸》 ……观看这些影
片的时候，姐姐经常会说这跟原文里的哪
儿哪儿不一样，我就会趁机说：“哎呀，我
们都没看过原著，后面的情节你都比我们
先知道一步了，千万不要给我们剧透哦！”
如此一来，姐姐的阅读兴致就更浓厚了。
如果是先看了影片，我会跟他们说：“一般
来说，原著的内容比电影还精彩呢，我给
你们买原著来看怎么样？”电影是一种广义
上的音画阅读，能够拓展平时文字阅读的
单向空间，反过来，音画阅读引起的兴趣
也能进一步促进深入的文字阅读，两者是
相互促进的。因此，建议家长们在带孩子
亲子观影的时候可以适当侧重选择有原著
的影片，引导孩子深度阅读。

总之，音画世界里蕴含的家庭教育密
码可能远不止上面谈到的这些，需要我们
家长带着孩子们进一步去体会和发掘，相
信每位家长都能带孩子在亲子观影中挖到
属于自己的密码宝藏。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亲子观影价值多
黄传慧

本报讯（记者 张惠娟）篷
车入乡野，光影映少年。8月23
日—30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主办，“电
影下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
教河北行”走进河北省保定市阜
平县城南庄镇马兰小学。活动期
间，专家顾问团、美育支教团与
当地师生倾情联动，以露天电影
放映、电影美育公开课等形式开
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影美育之
旅。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由北汽
集团倾情提供车辆支持的“电影
大篷车”搭载着由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生，影视、音乐专业大学生
以及青年文艺志愿者共同组成的

“电影美育支教团”代表缓缓驶
入校园。马兰小学的孩子们牵着
支教团成员们的手，一同唱起
《奥林匹克颂》。

“美育的意义在于强健精
神，提升素养，面对未来。”北
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
长、“电影下乡”项目发起人、
总策划、总导演肖向荣表示，北
京师范大学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
展的“先锋队”与“排头兵”，
一直保持着对河北省的教育帮
扶，今年4月起启动了对马兰小
学及周边学校的定向帮扶工作。
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在创始人
邓小岚女士的帮助下，从大山里
走出来，在冬奥盛会上用质朴天
籁的童声打动了全世界，展现了
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新风貌。
他希望这次美育支教行能够激发
孩子们对音乐、电影和艺术的兴
趣与热情，让美育之花扎根泥
土，绽放芬芳。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电影
界同仁通过本项活动共同助力阜
平，用电影来讲述她的美妙与灵
动，记录她的奋进与崛起。”阜
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欣提出，
阜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
托，将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注重顶层设计，强化工作举措，
努力让大山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教育。

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电影下乡”顾问团专家周
星表示，美育支教是一种双向的
审美哺育过程，一方面支教团成
员向孩子们传授艺术知识，另一
方面也是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及
孩子们的纯真之美浸润着支教队
伍。

“支教团与孩子们的陪伴是
短暂的，但美与艺术对孩子们的
影响却是深刻的、长远的。”“电
影美育支教团”成员陈思仿在分享中谈到，艺术或许不
能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但一定会贯穿我们的生命，让
我们有更多共情时刻、安宁时刻、美好时刻。她希望孩
子们能够在这趟美育之旅中，愉悦地享受电影之美和音
乐之美。

“青春有为，强师有我”。在一周的时间内，电影美
育支教团成员通过在学校及乡村放映露天电影《音乐
家》，和孩子们同上一堂以“中国电影中激荡人心的民
族旋律与民居凝聚力”为主题的电影思政课、一堂“人
民音乐家”冼星海与歌曲《在太行山上》的美育公开课
等形式进行全方位的电影美育思政课。此次河北行，还
特别在马兰小学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美育实训基
地”，未来，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将会选派优秀的艺
术专业学生定期到马兰小学支教，用光影点亮大山学子
的未来之路，用青春谱写基层教育的美丽篇章。

据悉，“电影下乡”活动将持续一年，全程分12条
路线，途经20个站点，以“电影大篷车”的形式，一
路带着电影拷贝进入中西部教育环境相对滞后的地区以
及脱贫攻坚摘帽县，以“边走边播”的方式给孩子们带
来一堂“行走的电影思政课”，以艺术教育拓展农村教
育事业的发展空间，也鼓励新时代的优质青年投身乡村
教育，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的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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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下乡，点亮了乡村的夜，也点亮了乡村人的心。

支教团成员和马兰小学合唱团共唱《奥林匹克颂》

在 观 影 中 成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