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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影视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 沈彩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

和崇高精神品质可以对社会个体道德规范的形成产

生积极影响。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

现代心理学中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马斯洛的需

求层次理论，还是社会学的社会化理论，都从不同

侧面论证了榜样在引导社会个体成长过程中所具有

的思想激励和行为引导作用。高校艺术类大学生处

于人生成长的“拔苗育穗”期，处在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自身因素、环境

因素和教育因素等的影响，他们更需要中国共产党

榜样人物带来的奋进力量、成长动力，从而更好地

成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一、《榜样7》的艺术创新

专题节目《榜样7》是一档以中国共产党人先

进事迹为素材制作的电视节目。在保持前6期一贯

风格和水准的基础上，该节目精选8位典型榜样，

通过典型事迹展示、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等形

式，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弘

扬社会主旋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观众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范，激发

广大观众学习榜样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第一，形式创新。同报纸书刊采用静态文字

的形式相比，《榜样7》对榜样的宣传采用纪实影

像方式，这具有多方面的优点：视觉冲击力强，以

图片和声音为主要表现手段，借助视觉和听觉的冲

摘  要：红色影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育人功能，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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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力生动呈现榜样的形象和事迹；叙事效果好，在

叙事方面采用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展开故事情节，

能够更好地引导观众关注榜样的人生经历和价值

观念；更加真实可信，基于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进

行创作，所呈现的信息更真实、更立体；人物塑造

全面，通过采访榜样亲属、朋友和同事等来展现榜

样的形象和特点，从而全面地塑造榜样的形象；感

染力强，通过真实记录和深入剖析榜样的经历和思

想，能够更好展现榜样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并通过

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增强观众的情感共鸣。

第二，结构创新。传统的主旋律纪录片往往

是通篇介绍榜样的生平往事、优秀事迹、精神风

采等，而《榜样7》实现了叙事结构的创新。节目

通过主持人导入、相关暗线串联、优秀事迹展开、

主题升华，最后通过将影像中的榜样人物从画面

中请到舞台上，让广大观众切身感觉到真实的榜样

人物。节目中讲述的一些榜样故事，也是普通人能

够去学习和汲取营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榜

样人物和观众的距离，增强了榜样的示范效应。例

如，在讲述将思念刻在“星星”上、将使命写在星

河里的王亚平的故事时，通过女儿这条线索串联全

篇，将勇入太空的英雄榜样刻画得亲情满满、有血

有肉，最后通过对其女儿和丈夫的采访，将航天英

雄普通人的一面完美地展现出来，升华了主题。

第三，选材创新。《榜样7》选取的典型榜

样，具有时代性和多样性这两个最鲜明的特色。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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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时代需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的榜样。在当代青年学生道德规范建设中，找到符

合时代要求的榜样，对于推动青年学生道德规范建

设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节目选取在北京冬奥会通

过努力拼搏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武大靖，向观众

展示了爱国、拼搏的榜样精神。新时代的榜样必须

具备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

化的多元化，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念也变得更加多元

化。因此，新时代的榜样不能局限于单一的人物形

象或事迹类型。《榜样7》关注到各个领域的优秀人

物，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环保等方面选取

先进典型事迹，满足了广大青年学生的不同需求。

二、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意义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关键

在于培养合格的艺术人才。除了专业方面的教育培

养，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也越来越

凸显。

第一，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广大青年要“立志做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①。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

然要求。艺术类专业偏重专业技能和专业实践，要

培养他们成为“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

斗敞开”②的新时代艺术人才，必须加强艺术类大

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可以帮助他们

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康的

心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在

未来的专业发展中更加从容自信，发挥其专业技能

和创造力，成为具备艺术才华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全

面发展的人才。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理想信念教育，

是艺术类大学生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

第二，传承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

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精髓。艺术类大学生不仅要在艺术上精益

求精，还应当成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重要力量。在学习和创作中必须秉持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

习，以高尚的精神塑造自己、以优秀的作品鼓舞自

己、以正能量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作为新时代

的文化传承者，艺术类大学生要深入学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继承并弘扬其精神内涵和美学特色。同时，还要运

用当代思想观念和艺术表达方式，创造性地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创造出符合当代

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

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正

逐渐提高，艺术类大学生要自觉承担起讲好中国故

事、展示好中国形象的时代使命。这就要求他们不

仅要具备出色的艺术技能和文化创意能力，更要有

坚定的政治立场，包括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民

族观和国家观等。要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

形势，了解国际文化发展动态，加强对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

中，要引导他们注重把握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传递

中国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和思想内涵，为我国在国

际上赢得更高的声誉，这些都要靠正确有效的理想

信念教育来实现。

三、《榜样7》与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契合

从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和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看，亟须创新理想信念教育方式。

《榜样7》与高校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升

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们提高审美

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

学科融合和跨界创新。

（一）影视手法展示与形象思维的契合

影像表达相较于单纯的理论说教，更容易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艺术类大学生通常具备丰富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善于通过观察事物的外在特征、

形态、颜色等产生联想，但他们对传统的理论说教

缺乏兴趣，而影视作品可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激发

艺术类大学生的想象力。《榜样7》通过镜头将枯

燥的理论呈现为图像和声音，能够帮助学生将抽象

的概念转化为具象的形象，在观看影片的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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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的隐形教育，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目的。

例如，在介绍焊接领域的大国工匠艾爱国时，节目

通过纷飞的铁水、高温的炙烤和工作的辛劳等来展

现榜样人物吃苦耐劳和迎难而上的优秀品质；节目

通过武大靖那双受伤变形的脚来展现冰面上英姿飒

爽、为国争光的榜样人物背后的艰辛付出。总之，

《榜样7》中的每一个事例都极具张力和视觉冲击

力，让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

（二）优秀的结构形式与专业审美的契合

由于自身的专业，艺术类大学生往往具备较

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素养。《榜样7》以非线

性的叙事结构，通过舞台展示加影像叙述来呈现人

物形象，并结合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展示，非常

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艺术类大学生在接受理想信

念教育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影视作品学习摄影、运

镜、剪辑、配乐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榜

样7》通过高超的摄影技术，细腻地呈现了林占熺

在乡村振兴和支援西部建设中的日常工作和心路历

程，使观众能够很好地感受到把论文写在农民饭碗

里、把初心镌刻在祖国大地上的科技工作者的情感

体验和社会责任感。他的故事不仅令人感动，同时

也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对艺术的

理解、欣赏和表达能力。

（三）选材创新与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要求的

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

领”③。伟大的时代，需要充分体现时代特征的榜

样人物的引领。《榜样7》中的榜样人物具有很强的

时代性，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精神风

貌，他们是新时代的代表，涵盖了科技、农业、文

艺、体育、教育等不同领域，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

才的多元化和时代担当。这些榜样人物也呈现出较

为明显的多样性，包括城乡差异、年龄层次差异、

民族差异和职业差异等方面。这种多样性的呈现，给

观众带来丰富和全面的视角，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认

知机会，引领全体社会成员学习榜样、争当先进。

何妨云影杂，榜样自天成。《榜样7》生动地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

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精神风范。新时代艺术

类大学生可以从中读懂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初心，若

他们能坚定信念、恪守初心、敢于斗争，就一定会

跟随榜样的脚步，在新的时代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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