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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

为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

71号）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充分

发挥电影艺术在育人中的独特作用，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全

过程，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

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激

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根据《上海市文教结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根据《上海市文教结

合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工作部

署，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协调小

组办公室决定自2016年启动校园电影院线的

建设工作。

项目计划推进校园数字影院建设，建设观影

片库，实现在校园内播放电影。同时，建设

和完善校园院线平台，实现“院线-平台-学

校”多向电影资源推送服务，推进电影资源

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开展电影育人的试验

研究，促进学校对校园院线平台及其中资源

的有效利用，探索有助于校园院线持续推进

的各项机制，保障项目的有效推进。的各项机制，保障项目的有效推进。

校园电影育人工作就是借助有效

的策略和方法在学校校园生活中

更好地兑现优秀电影作品的育人

价值。

“电影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有效路径之一。校园电影院线建设项
目主要想实现两大目标：
1.实现校园观影，为学校组织学生统一
观影提供便利。
2.探索电影育人，借助校园观影活动以2.探索电影育人，借助校园观影活动以
及影视艺术专题类课程等平台，促进影
视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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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在第一批试点学校完成校园放映厅建设，并
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上海市校园电影院线放映厅配
置标准》，共由58项标准内容构成，在保证安全、
环保、合规的前提下实现校园放映厅的规模化建设，
并且兼顾了不同院校客观条件的差异性，利于有条
件的院校发挥自身优势建设高标准的校园放映厅。

建设电影资源片库，探索全市推进校园放映厅建设建设电影资源片库，探索全市推进校园放映厅建设
工作的可行路径，并从育人角度深入校园观影环境
的教育功能最大化。

校园放映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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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大四附中
调研活动

虹桥机场小学观影活动

临港一中调研活动

张江实验中学
调研活动



校园电影院线资源服务平台是院线各项
工作的资源汇总平台，提供搜片订片、
资源传输、育人指导等方面的服务。平
台分为三个周期进行建设和发展：已建
成的平台一期、二期具有资源查询、订
片排片和资源多向传输等功能，正在建
设的平台三期将进一步整合各类电影资
源，提供主题化、推荐化和关联化的源，提供主题化、推荐化和关联化的订
片导向机制，新增院线活动、专题系列、
课程研究和校园院线育人地图等特色栏
目，扩展电影教学内容资源，并试验资
源应用的灵活性（如片段输出等）。



基于校园电影院线片库，组织各类专家编制观影推荐目录，挑选优秀电影推荐给中小学生，

并通过影片属性标定、专家审看研讨、观影指导编制等方式充实推荐目录的内容，引导教

师选片和学生观影，以达到更好的观影和育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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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数据

本阶段内观影推荐目录的编制分为三批。第一批观影推荐目录由23部影片构成，第二
批观影推荐目录由41部影片构成，第三批正在审看中。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学校
校园观影订购影片总场次719场（其中第一批观影推荐目录影片301场），累计选择影
片超过20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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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鸟朝凤》由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吴天明导演，影片讲述了新老两代唢呐艺

人为了信念的坚守所产生的真挚的师徒情、父子情、兄弟情。

影片故事表层讲的是唢呐吹奏技艺的传承问题，而深层触及的却是对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应持有怎样态度的大问题。影片用朴素的镜语和艺术表现手法，表达了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情坚守，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

作用，对青少年观众亦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百鸟朝凤
SONG OF THE PHOENIX



初中观影指导：

1. 影片涉及了哪一种民间艺术的传承？

2. 我们应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持有怎样的态度？

高中观影指导：

1. 影片反映了我国民间传统艺术怎样的发展现状？

2. 我们应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持有怎样的态度？



影视艺术专题课程
暑期学生工作坊

同济中学
《微电影编剧的门道》

上海市行知中学
《电影鉴赏》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中学
《微电影导演创作》

引入影视艺术专家团队，编制影视艺术专题教材，指导学校和教师使用教材开展
影视艺术教学活动。同时，联合高校影视艺术专业专家建设适合中小学生学习的
影视拓展型课程，编制课程纲要、形成教学设计、开发配套资源、开展课程试
验，以5年为周期分批分模块推出正式课程。

2017年8月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受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
改革委员会委托编制了《闪闪的红星》和《光辉的历程》2本教材；2018年8月为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编制了《祖国的春天》（小学版）和（中学版）2本教
材，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影视艺术课程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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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项目试验学校开展校园观影试验、校园电影育人研究和影视资源专题片库建设研究，积

累校园观影和电影育人的优秀实践案例，进而总结校园观影活动的组织方法，提炼校园电影

育人工作的推进策略，并探索适合学校的校园影视资源推送机制。

提出中小学校园电影育人的五种形态，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行操作路径。此五种形态包括

散点观影、系列观影、专题活动、系列活动、以及专题课程。

通过不同形态落实校园电影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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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设计
这些细小亮点的设计有什么象征和寓意？

上海市园南中学学生观影 虹桥机场小学学生观影 新中高级中学学生观影 复旦二附中学生观影

围绕“人文情怀”育
人目标，学校制定了
观影目录，采用轮播
方式并在观影前进行
有关宣传介绍，引起
学生重视。学校制定
奖励机制，分级分层
进行考核，引导学进行考核，引导学生
在成长日志里写观影
感受和影评。



设计观影问题

小蝌蚪找妈妈的过程中先后遇见了哪些朋友？

小蝌蚪为什么几次都找错妈妈？最后，又是怎样找到妈妈的？

分段观影，请学生回答问题

组织学生二次观影，要求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这部经典的动画片，

请家长与孩子一起，从“孩子爱妈妈、妈妈爱孩子、同伴互动”这

三个主题中选择一个主题，画一画、说一说、写一写。

组织学生三次观影，观影后，教师组织学生互相交流自己的画作和

感受，对同学的画作和讲解做简单的点评



积极尝试探索将影视教育纳入课程化、规范化建设，重视并引导学生主体参与校园影

视制作和鉴赏教育，着力构建与“博学雅趣”文化内涵相匹配的博雅系列课程，通过

逐年累计已形成包括博雅“六艺”——集诗、书、礼、艺（管乐、电钢琴、影视艺术

鉴赏）、体、科（课件制作、摄影、摄像、微视频采编播制作等模块或软件使用）的

核心课程。

123456电影

视频制作

当今电影现状

微电影

电影与微电影

异同制作流程

微电影传播

影响简介

微电影

初步入门
剧 本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校本电影课程体系

将电影资源引入校园，培养学生感恩意识的研究与实践

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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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队伍及机制建设专业队伍及机制建设

2018年春学期专业队伍中心组教师沙龙活动 2018年秋学期专业队伍中心组教师研讨活动

建设项目专家库，将影视研究专家、课程教学专家、影视技术专家等各类专业人员纳入专家
库中，并构建专家、学校、项目组三方协作交流攻关项目的有效机制。建设试验教师中心
组，借助小组教研和网络教研等形式，凝聚优秀教师力量，深入探索校园观影的可行方法和
电影育人的推进策略。

依托相关学科教研队伍，逐步孕育区域校园电影育人专业队伍。2018-19学年与普陀区合作，依托相关学科教研队伍，逐步孕育区域校园电影育人专业队伍。2018-19学年与普陀区合作，
开展“电影新空间”区域课例研究，借助区域跨学科课例研究与跨学科课程建设，建立起
一支普陀区内的专业队伍。



2017年11月项目组组织了温哥华电影学院影视艺术专题课程教师工作坊，共有20多位教师
接受了高校专家团队的专业指导，充分利用温哥华电影学院的专业师资和场地设备，提升
自己电影摄制方面的专业能力，搭建了交流的平台。



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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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试点院校名单



上海市校园电影院线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