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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剧本、拍电影、演电影、设计制

作服装道具⋯⋯这些看似离人们日常生

活遥远的工作，如今已融入上海市嘉定

区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

在不久前落幕的嘉定区中小学生电

影文化周活动中，来自嘉定区 5 所学校

的中小学生带着他们的原创微电影作品

走上红毯。这些微电影作品全部由同学

们参与剧本编写、道具与服装设计、摄

影与分镜设计、导演与表演等工作，是

嘉定影剧院在嘉定区教育局的指导下推

出的“小咖系列电影育人”项目的丰硕

成果。

嘉定影剧院副总经理吴超锋说，这

次“破圈”的影视育人探索不仅为更多

中小学生打开电影启蒙的艺术之门，也

为影院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是一场热忱

的“双向奔赴”。

近 年 来 ， 嘉 定 区 建 立 了 25 所 电 影

育人基地校和 20 所电影育人校外实践

基地，通过多元影视育人路径，将影视

资 源 与 “ 大 思 政 课 ” 和 学 科 教 育 相 融

合，探寻影视育人新模式。

以影塑心，上好电影里
的“大思政课”

每周五下午，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

的 其 中 一 个 教 室 就 是 同 学 们 的 影 视 基

地，从学习电影史，到完成一部自己的

原 创 微 电 影 ， 对 于 他 们 来 说 ， 这 里 是

“小咖们”的实践基地，更像一个“平

行时空”，让他们投入另一个角色，展

开一次光影心灵之旅。

近几周，该校六年级学生徐西贝担

任主演的微电影 《奇异蜡烛复燃案》 正

在 进 行 拍 摄 ， 他 每 周 五 放 学 就 飞 奔 到

“小咖拍电影”课堂。

徐西贝擅长编剧，也喜欢表演，而

他的创作灵感则来源于生活。“平时我

妈妈会带我去看电影和话剧，从演员们

的故事中，我能更直观、立体地感受到

作品想传达给我们的深意，而有些是课

本中学不到的。”

“我们根据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以

科学精神育人的背景，以一场化学实验

室里镁复燃事件为主线，贯穿了学生们

的推理过程。”80 后徐晓力是嘉定影剧

院特聘导演，已经参与“小咖系列电影

育人”活动近两年时间，负责教授和引

导学生进行微电影拍摄。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学生们在拍摄

电影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韧性和灵性。

去年暑假，嘉定区城中路小学学生

根据校友沈金生先生的革命事迹改编了

一 部 微 电 影 作 品 《红 色 校 友 沈 金 生》。

微电影主要讲述第一任中共嘉定县委书

记、“五抗”暴动的领导者沈金生从小

立志，成年后带领农民开展“五抗”运

动推翻土豪劣绅的压迫，最后英勇就义

的故事。

“学生用短短 6 天在暑期营地中完

成剧本创编、服装道具制 作 、 现 场 表

演 拍 摄 等 工 作 。” 徐 晓 力 说 ， 当 时 的

一 个 场 景 是 学 生 饰 演 的 农 民 趴 在 地 上

被 土 豪 用 鞭 子 抽 打 。顶着烈日，在 40
多摄氏度的酷暑里，这个学生为了达到

表演效果，仅这一个镜头就花了两个小

时。

“影片运用对比手法，将旧时代百

姓的穷苦生活和现代学生安稳幸福的学

习环境共同呈现在镜头里，让观众直观

感受现代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我想这

就是最直观的爱国主义教育。”徐晓力

说，电影拍摄是一个培养人综合能力且

磨炼意志的工作，他希望学生们能够越挫

越勇、厚积薄发。

嘉 定 区 教 育 局 德 育 科 科 长 梁 晓 峰 表

示，上海是中国电影发祥地，具有深厚的

红色影视资源与影视教育传统。嘉定区挖

掘其红色资源，通过与嘉定影剧院联合开

展“小咖讲电影”“小咖拍电影”“小咖创

电影”“影视主题研学”等丰富多彩的影

视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这些生活化、情境化的实践

活动，让学生走进了红色电影，感受红色

历史、赓续红色血脉。”

“影”领成长，探索学科与
电影融合

“一部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就是一本

本生动的教科书。”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

副校长刘宏佳说，学校将影视教育融入课

程体系、融入学校特色，探索影视教育与

课 程 改 革 的 融 合 机 制 ， 开 发 科 技 创 新 课

程，培育学生科技报国的人生志向。

“我们惊喜地发现，当影视教育走进

校园，电影被赋予了更多的教育可能、释

放 出 更 大 的 育 人 价 值 。” 刘 宏 佳 举 例 说 ，

比如在语文课上结合影片 《邓稼先》 学习

相关课文，在劳技课上学习科技电影道具

制 作 ， 在 英 语 课 上 学 习 科 技 电 影 配 音 拟

音，在艺术课上学习科技电影化妆基础，

在道德与法治课上结合影片 《一带一路》

开展教学等。

“通过以影视活动为载体，传递知识

或 价 值 观 ， 则 会 起 到 润 物 细 无 声 的 效

果。”开展影视育人活动以来，刘宏佳明

显感受到学生从行为习惯、价值观的塑造

到 社 会 经 验 累 积 等 方 面 的 提 升 。“ ‘ 硬

核’科学与‘柔性’的艺术相结合，能碰

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对于七年级学生杜爱礼来说，参与微

电影 《误会》 的拍摄和编剧的过程让她看

到了更多元、微观的世界。比如写剧本要

把人物的语气、神态甚至停顿都写出来。

“通过电影拍摄的细腻手法，我能感

受到课本以外更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

也能通过剧本写作更细致地理解人物的心

理状态和行为。”杜爱礼说。

她曾和同学们观看过电影《诗与真》，

并被这部影片深深打动。这是歌德回忆录

的名字，也是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严东生非常喜爱的一本书。

“严东生的名字就像他研制的晶体一

样闪耀，为我国无机材料事业发挥了先驱

作 用 。 我 想 用 实 际 行 动 来 践 行 爱 国 与 科

学，虽然我还仅是一个青少年，不会有科

学家那样闪耀的成就，但我也可以步履不

停 、 追 光 前 行 。” 杜 爱 礼 在 “ 小 咖 评 电

影”活动中说。

从“看热闹”到“看门道”，学生们

审美能力和影视素养得到了提升。这些都

是令他们的老师、上海师范大学戏剧专业

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单畅最有成就感和动力

的事。

“学生们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释放了

天性，变得更自信开朗，而且在体会人物

心理变化时理解了‘人物弧线’，对学科

的 学 习 也 有 一 定 帮 助 。” 在 点 滴 的 积 累

中，单畅见证了孩子的进步，也感受到了

自己的成长。“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开放

的 ‘ 脑 洞 ’ 给 了 我 不 一 样 的 启 发 和 思

考 。” 单 畅 平 时 也 会 教 成 年 人 戏 剧 表 演 ，

但他感觉，成年人的思路不一定比孩子更

宽，适用于孩子的教学方法可能也同样适

用于成年人。

“跨圈”求变，老牌影院注
入新活力

在 嘉 定 区 中 小 学 生 电 影 文 化 周 活 动

中，5 个微电影都在嘉定一所拥有 40 多年

历史的影剧院上映。其实，电影拍摄、指

导以及制作过程中的资源都由该影院链接

而 来 。 从 上 世 纪 80 年 代 的 “ 一 票 难 求 ”

“ 一 枝 独 秀 ”， 到 如 今 面 临 “ 中 年 危 机 ”

“转型求变”，嘉定影剧院也在阵痛中积极

探索与品德教育、学科教学、课后服务、

家庭教育相结合，让优秀影视发挥综合育

人作用。

坐落于嘉定老城区核心位置的嘉定影

剧院曾经也经历过高光时刻，摆放在售票

大厅中央、充满年代感的电影放映机承载

了时代的记忆和辉煌。“那时候一台机器

的 价 格 能 在 上 海 买 一 套 房 。” 吴 超 锋 说 ，

随着周边商业性影院的入驻和整体电影市

场的低迷，影院票房在 2017 年达到顶峰

后一路滑坡。

“市场倒逼我们转型。”吴超锋说，如

果 还 用 传 统 业 务 经 营 影 院 ， 很 难 继 续 生

存。和教育相结合，承办电影进校园活动

是他们在 2020 年开始探索的路径。

作为一家拥有 40 多年历史的老牌影

院，嘉定影剧院联合高校和社会上的专业

资 源 ， 针 对 区 内 不 同 年 龄 段 学 生 ， 推 出

“小咖评电影”“小咖讲电影”“小咖拍电

影”“小咖创电影”等系列活动。

“ 影 视 育 人 的 半 公 益 模 式 不 仅 满 足

了学校育人需求，发 挥 了 优 秀 影 片 的 社

会 价 值 ， 也 为 影 院 增 加 了 收 入 ， 带 来

了 人 气 。” 吴 超 锋 说 ， 嘉 定 影 剧 院 的 十

几 名 工 作 人 员 全 员 上 阵 ， 做 助 教 、 对

接 资 源 ， 甚 至 还 客 串 学 生 微 电 影 中 的

角 色。

“支撑我们走下去的

是 学 生 眼 中 的 光 和 老 牌

影 剧 院 的 情 怀 。 作 为 一

家 国 有 企 业 ， 我 们 除 了

经 济 效 益 ， 更 承 担 着 社

会责任。”吴超锋说。

上海一家老牌影院的影视育人探索

中小学生一头撞进老影院的“转型期”

中建五局土木
公司江西分公司团
委积极引导团员青
年，面向青年传递
正能量，鼓励青年
建功新时代，从防
洪抗汛、扎根基层
的“ 央 企 先 锋 ”担
当，到“金秋助学”

“童心港湾”的关心
关 爱 行 动 ，从“ 超
英”引领、初心如磐

的青年服务理念，到融入属地、遍地开花
的志愿服务实践，土木江西青年们汇聚
央企力量，筑起爱心港湾。新时代，我们
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干事创业将奋斗的
身影跃动在生产一线；新时代，我们步履
不停、无问西东，担当作为把奉献的精神
落实到生活实践；新时代，我们将燃烧激
情，挥洒热血，书写青年人奋斗奉献新华
章，不忘使命，不负韶华！

□ 沈杰群

当你游览一座博物馆，翻开历史书
时，你会被怎样的时刻戳中？

一个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他们于这
世间留下过的鲜活痕迹，会给千年后的
我们带来莫名的触动。他们曾经存在，
他们构成了历史长河。

最近，由国家文物局、中共上海市
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出
品的大型纪录片 《何以中国》，就通过
鲜活的方式，生动诠释了这厚重的 4 个
字“何以中国”。

《何以中国》 纪录片开篇，借着使
臣、将军、和亲公主、普通士兵等不同
人的眼睛和脚步，深刻阐释了秦汉大一
统在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各领域
的实现。

安陆城外“睡虎地”四号墓里的一
封家书，让你猛然窥见 2000 多年前秦
国普通士兵“黑夫”和“惊”对家人的牵
挂。“艰险岁月里，为己即是为家，为国
亦是为家。”“身处生死瞬息的战场，这
些琐碎的牵挂才是战士们心里最坚强
的铠甲。”旁白这样说。

他们写下家书的两年后，公元前221
年，秦扫六合，完成广阔疆域的统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使臣陆贾从长安出发，携带着汉

朝预备封授给南越王的印绶，前往番
禺，劝服南越王赵佗臣服汉室。如今，
南越国宫苑遗址沉睡在广州的闹市之
下，人们可以想象当年华音宫畔的曲
流石渠，感慨历史每一次的柳暗花明、
峰回路转。

在汉朝疆域的西边，亘古不变的大
漠风沙，记下汉张骞出使西域的足迹；
镌刻着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封狼居
胥的豪情壮志。

你看，我们今人蓦然回首，与古人
遥遥“对望”的这一刻，中间是万年时
空，千里江山。

置于更辽阔的时间尺度，普通个体

的存在也显露出特别的意义。
《何以中国》纪录片分《秦汉》《摇

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
《家国》《天下》 8 集。中国“千里江
山”不同区域各具特色又相互交流融合
最终抵达“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都
会在《何以中国》中一一呈现。

据介绍，《何以中国》由中国考古学
泰斗严文明任学术总顾问，近百位中国
考古学家组成阵容强大的专家顾问团。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至四期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评价
该片：“既是万年中华文明的历史缩影，
也 是 对 百 年 中 国 考 古 学 史 的 真 挚 纪
念。”在他看来，这部纪录片是“一部影
视化形式的早期中国文明简史”。

《何以中国》总导演干超提到，“透
物见人”是该片一大特点，即以大量的

考古成果和文物组合，通过影视化叙事，
描绘更为具体有温度的先人所处时代的社
会面貌。

《何以中国》 第一期 《秦汉》 的影视
化演绎部分，出现知名演员胡歌的面孔。
他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历史上的小人
物——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的啬夫弘。胡
歌演绎过程中，这个角色没有台词，只有
动作和目光。

这个普通小人物意味着什么？纪录片
开播时，胡歌发了一条微博说：“啬夫弘
在悬泉置任职的 18 年，见证了无数生死
往来。秦汉时期每一个鲜活的人，在山河
湖海间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一生，慢慢垒就
了矗立历史长河中的巍巍王朝。”

位于现在距离敦煌市区 60 公里的柳
格高速南边，你可以找到悬泉置。连绵大
山之下，这里显得非常孤独。

网友说，啬夫弘就是一位“丝路古道
上的基层干部”。他是这处邮驿机构存在
的前后数百年时间里任职最长的一个吏
卒。他在 18 年的迎来送往间，为都护、使
者、公主、将军、列侯们传过无数封信，准备
过无数次行程所需的马匹与粮草。

啬夫弘曾经送出一封信，之后他和后
人都见证到该信的分量：和亲的解忧公主
晚年从乌孙归汉。离家 50 年的大汉公
主，已在西域看过了近两万轮的日升月
落，古稀之年才踏上归途。

“从赤谷城到悬泉置是 1273 公里，从
悬泉置到长安城是 1372 公里。”在片中，
胡歌饰演的这位悬泉置吏卒，默默凝视着
回家的解忧公主，眼里似有万千情绪。

啬夫弘曾守候在这样一个“中间点”
见证过历史，而我们如今也凝视着这个普
通人，在岁月里散发着属于他的光亮。

《何以中国》 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成果、最
新发现，讲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程
和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故事，从历史
的长镜头中探寻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壮
大的客观规律和内生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胡歌饰演的啬夫
弘全身装束都按西汉陶俑制作，所书写的
汉简以及使用的毛笔、书刀等均按照考古
实物一比一复原。

很多观众好奇为何胡歌头戴“小红
帽”？纪录片 《何以中国》 执行总导演魏
国歌在“导演笔记”里给出了解释：这种
样式的冠从秦至西汉晚期都是比较常见
的。“咸阳杨家湾西汉陶俑的帽子其实也
是红的，只是氧化了看不太出来，徐州北
洞山报告里是‘绛紫’，即暗紫中略带深
红的颜色。西安邮电大学长安校区附近出
土的陶俑中仍保持着清晰可见的红色。”

而纪录片用影视化演绎陆贾赵佗对饮
谈天场景时，背景出现了可爱的梅花
鹿 ， 引 起 了 观 众 的 注 意 。 魏 国 歌 说 ，
1995 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南越国宫署
遗址时，在曲流石渠和蕃池都发现了梅
花鹿的骨骼。“编号 084 的南越国木简则
记载，一个人饲养鹿的行为操作不当，导
致苑中的鹿死去且腐烂，此人因此受到了
斥责。这枚木简与南越国宫苑出土的梅花
鹿骨互相印证，表明南越国宫署的御苑中
饲养了鹿。”

据介绍，在国家文物局的专业指导和
资源支持下，《何以中国》共拍摄全国考古
遗址、博物馆等点位 230 余个：“崇龙尚
玉”红山文化遗址、“文明圣地”良渚遗址、

“华夏主脉”二里头遗址、“商邑翼翼”殷墟
遗址、“古蜀之光”三星堆遗址⋯⋯足迹遍
布全国，跋涉超过 4 万公里。

宏大的叙事与微观的场景复原，体现
了考古见微知著的学科研究优势。与此同
时，也让观众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清晰感
知到，是历史中一个个鲜活的人，共同诠
释了“何以中国”。

历史长镜头中一个个鲜活的人，诠释《何以中国》

近年来，浙江
省能源集团团委稳
步夯实青年思想引
领根基，持续推进
青春领航、青春建
功、青年成长、团建
提升等工作，在青
年终身学习、除险
保 安 、创 新 创 效 、

“青字号”建设等方
面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获评 2022 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荣誉称号。接下来，浙江省能源集团团委
将扎实推进“5N一体”工作格局，奋力打
造“345”工作体系，守牢“红色根脉”、锚
定服务大局、聚焦青年成长、深化组织管
理、推进作风建设，开展“青年强企”“源
青优才”“创新提质”等专项行动，以“我
在窗口写青春”的最强担当，投身到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

中建五局土木公司江西

分公司团委委员 曾健

浙 江 省 能 源 集 团 团 委

书记 谷金健

《何以中国》里，胡歌饰演悬泉置啬夫弘。 片方供图

①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学生在上“小咖拍电影”系列课程。 ②③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小学学生在拍摄微电影作品《红色校友沈金生》。 ④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学生在进行电影《长征》经典片段再演绎。

上海市嘉定影剧院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