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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十几年，动画产业以从未有过的热度在中国 

进行着 ．动画与传 统文化 的结合 已经 成为 中国动 画产 业的 

重要课题 由此 ．京剧作为 一种 文化元素被广泛地运用 到 

动画片中。并且很快成为一种新颖的动画片题材，但同时， 

在当前中国动画行业发展不景气的情况下它也面临着很多 

尴尬的问题 。例如，过 多的说教意味；动画片创作者对中国 

文化 的理 解存在误 区，导致 了受众 面非常小。所 以，要改变 

这种 局面 ．京剧动 画片魅力 的实现必须要依赖现代 高科技 

技术手段：京剧动画片的制作要以讲故事的目的．而不是简 

单地把京剧唱段翻拍为动画片：创作者必须转化对传统文 

化的认识 ：培养高素质动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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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en years，、the animation industry has 

been booming in China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animation and 

traditional cuhure as an important issue of China’S animation 

industry，SO Peking Opera，as a cultural element which is widely 

used to ea~oon，has became a new animated themes quickly， 

but it also faces a lot of awkward questions in the environment 

of China’S animation industry in the current downturn．Theref- 

ore，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to really show the charm 

of Peking Opera animation we must rely on modern high—tech； 

the production of opera animation must should tell stories as 

the purpose，rather than simply as a ca~oon remake of the opera 

afi~the creator transform his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ivate high-quality animation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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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动画产业也越来越成为 

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动画产业的发展以从未有 

过的热度在如今的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扩大动画人 

才培养 、建立动画基地、巨资打造某某动画品牌等字眼在网 

络报刊等媒体随处可见。但面对国外成熟的动画产业，中国 

的动画产业还正处于初级阶段 ，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 

着巨大挑战和许多问题，怎样客观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本国动画产业的发展之路，这不仅对动 

画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及民族文化 

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动画产业受到国外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动 

画产业中被边缘化，这已经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北考察一家动画公司时说 ：“我有时看我 

孙子喜欢看动画片，但是动不动就是奥特曼，他应该多看中 

国的动画片。你们做的工作很有意义，要让中国的文化走向 

世界，要在世界展示中国的软实力 ，让中国的孩子多看 自己 

的历史和自己国家的动画片。”有关部门也积极引导中华民 

族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底蕴与现代动画产业相结合，让中国 

传统的神话传说 、儿童文学、文学名著、侠义小说、公案小 

说、益智故事等民族文化资源成为素材，充分反映中华民族 

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从小增强少年儿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民 

族自豪感。同时，使中国动画产品不断拓展国际市场 ，通过 

动画产品展示中国文化，树立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想一想上个世纪我们国宝级的动画片，《铁扇公主》、 

《骄傲的将军》、《草原英雄小姐妹》、《天书奇谭》、《金猴降 

妖》、《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山水情》、《大闹天宫》、《哪 

吒闹海》等 ，每一部都堪称为经典之作 ，每一部动画的角色 

造型、构图、色彩 、配乐都展现着中国传统艺术浓郁的东方 

魅力，而中国动画前几年中却一直在低谷徘徊，原创动画的 

观众群少得可怜，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原创动画一直致 

力于模仿 13本 、欧美动画，而忽略了自身的文化背景 ，结果 

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邯郸学步”，更让中国动画人 

感到苦闷的是，在中国电影市场抢足了风头的《功夫熊猫》 

中，功夫和熊猫这两样彻头彻尾都是标准中国特色的东 

西 ，相加起来却成了舶来的标准美国货 ，而我们又不得不 

感叹这部票房 口碑俱佳的国外动画片对中国文化深刻地剖 

析与准确地拿捏，其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中国精品武侠的借 

鉴，而充斥其中的包括对老庄思想的理解以及运用。 

由此可见国产动画只有真正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所描 

述的感情能真正触动更多现代观众挑剔的神经，才能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动画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也 

是一种现代文化的表现，没有好的文化底蕴也就没有好的 

作品出现，也就没有发展的动力。 

1动画新宠儿——京剧 

既然中国动画要打文化牌，作为国粹的京剧 自然成为 

国内动画业瞩目的对象，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 

我们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理念在京剧中都有集中的和明显 

的表现 ，京剧不但能为动画创作提供经过历史洗练的故事 

结构，而且使得动画作品更具文化内涵 ，于是极具中国特色 

的京剧动画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动画片创作的新道路。近几 

竹段又if． 137 

万方数据



图 1 

图 2 

图 3 

年 国内一部 分 

有 先见 之 明 的 

动 画企 业先 后 

创 作 出一批 以 

京 剧为题 材 的 

动画作品，最具 

代表性的是沈 

阳治 图文化 传 

媒 有 限公 司 的 

《招 财 童 子 系 

列——粉 墨 登 

场》与天津英方 

数码的 《国粹京 

剧三 维动 画 精 

选》。 

招财童子 ， 

作为 中国原创 

动画超级品牌 ， 

开拓 性地 开 发 

了系列动画化 Q 

版京剧作品 ，在 

全 国引起 巨 大 

轰动 ，好评如 

潮，被誉为 中国 

第一吉祥符。招 

财童 子 国粹 京 

剧系 列 以动 画 

形式诠 释 传 统 

的京剧艺术，雅 

俗共赏 ，自然而 

然地 契合 了教 

育部 提 出在 义 

务教 育 阶段增 

加京剧教学内容，京剧入课堂的主题。 

天津滨海高新区英方数码精心打造的国内外第一部国 

粹京剧三维动画精选系列动画片——《国粹京剧三维动画 

精选》，这是一部投资 1500万，每集 11分钟60集三维卡通 

动画片。该片以国粹京剧为基础，选取具有传统特色为代表 

的经典京剧选段，严格按照京剧的唱念做打为依托，结合三 

维卡通动画技术和现代影视镜头表现能力 ，将中国传统京 

剧以崭新的形象进行展现，吸引青少年对国粹京剧的认知 

和增强对京剧故事情节的了解 ，同时力争将三维卡通京剧 

配套英文漫画书及视频推向海外的青少年市场 ，树立具有 

中国传统特色的卡通人物品牌形象。目前入选的唱段有 ： 

《定军山》、《三岔口》、《霸王别姬》、《摘缨会》、《野猪林》、《闹 

天宫》、《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拾玉镯》、《挑滑 

车》等。 

这两部动画片分别以二维、三维的形式表现了京剧的 

特有魅力，而且制作精良、画面生动亮丽，很受观众的喜爱， 

于是成功地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 ，相关的书籍、玩具、文具 

相继投入市场，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动画与传统文化现结合 

138 缸 ≮ l‘ 

成功的案例，但京剧动画作为一个新生儿，正处在国产动画 

低迷的大环境中，必然面临种种的难题与考验。 

2京剧动画面临的尴尬局面 

不可否认 ，“动画创作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民族 

传统文化扶持中国动画发展”是观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但 

在观念进步的同时，现实却并没有给人们太多惊喜，一些大 

打“民族文化牌”的动画作品并未取得预想的成绩，给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不多，尽管在这些作品中有很中国味道的 

片名：《(长)白山神》、《乌龙(茶)小子》、《浩吴文字国历险记》、 

《黑脸大包公》、《唐诗故事》、《大英雄狄青》、《金丝猴神游属 

相王 国》、《天上掉下个猪八戒 》、《少年狄仁杰》、《岳飞全 

传》、《福娃五连环》⋯⋯也有很具传统特色的角色名称：人 

参娃娃、灵芝婆婆、雪鹿皇子、乌拉公主、福天仙翁⋯⋯ 

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阻碍中国动画发展 

的，恰恰就是无辜的传统文化要以“指腹为婚”的方式与以 

娱乐为目的的动画去“结合”。 

2．1国产动画片说教意味太浓 

“中国现在大部分动画作品都在敷衍观众。我站出来批 

评 ，不是因为我是外国人 ，而是作为行 内人。而且我不觉得 

这样 批评是不 

礼貌的行为 ，做 

出这样 的动画 

才叫没礼貌。美 

国的动画作品 

有互动，角色和 

观众 有情感交 

流 ，但是中国的 

动 画没有情感 

交流 ，只有说 

教 ，角色生硬得 

像木头人一样 ， 

观众 不可能有 

同感。这样的动 

画作品，不要说 

西方人不买账 ， 

连中国人自己都 

不会看。” 

图 4 

图 5 

— — 柏林电影资料馆馆长罗夫·杰森① 

罗夫 ·杰森一言道中了中国动画的一个要 害——过多 

的说教。当传统文化元素融合进了现代的动画，等于给动画 

的视听语言扔了一个大包袱 ，而且大部分中国动画人深谙 

“文以载道”的艺术功能 ，让我们的青少年接受一种文化现 

象、道德观念 ，看动画片要 比上思政课来得快 ，所以动画必 

然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解释与号召”，他们希望观众或者是 

外国的观众能看懂并且喜欢，从而接受咱们的传统文化。然 

而结果是尴尬的，正如罗夫·杰森所说的，西方人不买账 ，中 

国人 自己也不会看。 

问题出在我们没有搞清楚动画创作的首要任务是讲故 

事 ，而且看动画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快乐。而传统文化中“文 

以载道”的习惯、寓教于乐的说辞过多地压在了动画身上 ， 

这使中国的原创动画总显得僵硬死板，在中国动画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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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中，几乎把这种说教发挥到了极致，《蓝猫 3000问系 

列》、《环保剑》、《科学常识宝葫芦》、《小小律师》、《黑客狙击 

手》、《宝莲灯》等等，都是把“寓教于乐”放在首位，且有不达 

目的誓不休的气势，但是深入人心的又有多少呢?“娱乐”的 

外表下是“教化”坚硬的难以消化的内核，创作者束手束脚 ， 

孩子们不爱看 ，成年人更不愿看一眼，我们孩时印象中的 

葫芦兄弟、阿凡提、黑猫警长、美猴王的时代，竟然也一去 

不复返了，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目前国内最火的动画片 

《喜羊羊与灰太狼》总制片人王磊一言刺中要害：“很多动 

画创作者在创作之前，便 已经先人为主的对未完成的作品 

进行说教的构想了，甚至很多人对说教的表现形式进行绞 

尽脑汁般的苦思冥想 ，目的却又是为了让观众看不出说教 

的痕迹。”② 

而国外的动画片之所以好看并深得人心，不光孩子喜 

欢，成年人也津津乐道，是因为他们是在做纯粹的“糖”，不 

会偏执地考虑“糖”里面的药及药用价值，可以说“讲故事” 

确实是现在国内动画创作最大的软肋 。回头再想一想新生 

的京剧动画，它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背了一个大包 

袱——展示京剧文化，所以京剧动画必然要存在或多或少 

的说教成分，就连《国粹京剧三维动画精选》的项目总监杨 

浩宇也说 ：“现在京剧在大多数青少年眼中是一个很模糊的 

概念，我们把它做成故事形式，配合卡通的人物和搞笑的情 

节动作，弥补传统京剧不适合孩子的部分，同时让孩子对传 

统艺术有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使青少年观看幽默的动画片 

时，吸引孩子更深入地去了解京剧，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⑧而且京剧动画会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京剧唱段式 

表演会直接导致动画的故事结构无法展开。 

2．2动画创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存在误区 

动画与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要做的是把传统文化由 

概念转化为视觉形象，幸运的是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的 

有关传统文化的视觉形象 ，这就是文化符号，比如唐装、水 

墨、瓷器 、云纹 、旗袍、太极图、书法 、印章 、京剧、武术、四合 

图 6 

院等等，这些文 

化符号出现的时 

候，人们会不 自 

觉地感受到中国 

文化几千年的历 

史沉淀，当这些 

符号被运用到动 

画中，动画也就被染上了浓浓的中国色彩 ，比如有《快乐驿 

站》出品的《高亮赶水》、《游春》，有广而告之公司为中央电 

视台创作的《相信品牌的力量》，由许毅在 IDMT供职期间导 

演和主创的《夏·国粹》，都是以传统水墨为表现手法创作出 

令人耳 目一新的动画作品。 ． 

但是，目前的中国原创动画，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变了 

味 ，在“跟风”的习惯下 ，一提到动画与传统文化结合 ，首先 

想到的不是历史、神话题材，就是水墨元素，似乎再没有什 

么其他的，这些符号诱使中国文化走向外在的形式套路，只 

会让国际社会“猎奇”、“猎艳”而不是感动 ，结果结合变成了 

机械的拷贝与粘贴关系，传统文化只是披了一件由动画技 

术打造的外衣。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创造者本身对传统 

文化理解上存在误区，现在做动画的大都是年轻人 ，这些 

“80后 、90后”对《三国演义》的理解还赶不上 20世纪 6O年 

代画出《三国志》的日本漫画大师横山光辉 ，他们对传统文 

化的理解力本身就很薄弱，许多人是高中、大学都没有毕 

业 ，只经过几个月的技术培训就开始“上岗”工作或组建创 

作团体，有的人甚至连《中国美术史》都没读过，而动画公司 

的领导大部分只是商人而已。 

动画创作可以吸收传统文化元素，但这种吸收应该是 

开放的、多元的，不一定大家都画古代、神话题材，传统文化 

是手段但不是 目的。我国的原创动画好不容易摆脱了一些 

观念和政策的桎梏，如果所谓 ‘吸收传统文化 ’又成为一种 

固定模式 ，中国的动画又会进入一个死胡同，所以新生的京 

剧动画必然会面对以下的质疑： 

●目前京剧动画就是以二维或三维的技术手段重新包 

装京剧唱段，会不会成为一种简单的嫁接关系 ，有文化 内 

涵，但不具备欣赏价值，单纯形式上的结合对现代观众有没 

有吸引力? 

●作为动画创作主力军的现代年轻人，能不能潜下心 

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京剧文化?学习将花费很多的时 

间与精力，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今天，他们能坚持多久?那 

么京剧动画的生命力又能持续多久? 

●有限的经典京剧唱段以不同的动画形式被翻拍多次 

以后，观众会不会出现审美疲劳 ，还会有人看吗? 

综上所述，目前京剧动画的创作面对两个尴尬的局面： 

内容上难以避开说教的弊端，形式上只局限于用卡通角色 

表演现成的京剧唱段，如果京剧动画的创作长时间处于这 

种局面，则必然是短命的，那么京剧动画的生存之路该如何 

走呢? 

3浅析京剧动画创作之路 

3．1要真正展现京剧的魅力要依赖现代高科技技术手段 

京剧是用“唱、念 、做、打”和“手、眼、身、法、步”，构成的 
一 个完整表演艺术体系，光一个京剧表演者就要花好多年 

的时间去学习和揣摩 ，那么对于一个动画师(动画制作流水 

线中负责调制动画的技术人员)来说 ，只用肉眼判断和鼠标 

操作是很难再现上述京剧表演中的动作规范 ，而且也是一 

个非常耗费人力资源和时间的过程，所以要想真正在动画 

中展现京剧表演艺术的魅力 ，必须依靠高新的动画技术手 

段和专业京剧表演者的配合和努力。 

天津英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在制作 《国粹京剧三维动 

画精选》时，集合了数十名在京剧文学、表演、演奏和动画设 

计、三维动画制作、市场运营等领域的资深人士，依靠强大 

的文化编辑能力和动画制作技术力量，以及准确的市场商 

业定位和运营能力共同打造国内首部三维卡通京剧动画 

片。片中所有场景及人物均以三维卡通动画为表现形式，片 

中所有人物动作均使用高端三维动作捕捉设备完成 ，所有 

人物动作邀请专业京剧演员拍摄 ，确保动画片在还原本色 

上具有京剧原汁原味，不失京剧本身的魅力。同时片中所有 

京剧唱段均由专业京剧院团的演员和乐师进录音棚重新录 

制，使整部动画不仅在画面镜头和表现形式上耳目一新，同 

时也能满足京剧爱好者的听觉享受。在京剧艺术展示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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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也没有丝毫“缩水”，片中除少数人物对 白交代故事情节 

外，完整采用了京剧唱段，并配合字幕便于理解。 

英方数码首开国内先例 ，高资金投入，综合利用了高端 

三维动作捕捉与录音棚技术，配合专业人士表演来打造京 

剧动画，可见他们对三维动画技术的表现力与京剧表演艺 

术有足够深入的探究 ，这部动画必定会揭开京剧动画的新 

篇章。但对于Q版角色的Flash或三维的京剧动画，则没必 

要如此投入，只要能做到画面好看、声画同步就可以，毕竟 Q 

版角色动画适合于大众娱乐与网络传播。 

3_2京剧动画的前期制作要考虑动画片讲故事的目的 

动画的首要任务是讲故事，注重故事的转承启和，影片 

结构由镜头 、场景 、段落、幕组合而成，所 以对于动画制作， 

分镜头脚本是整个制作过程的生命线，对动画的制作有着 

绝对的控制权 ，动画片的制作方式与制片管理的特点使得 

动画片从一开始就必须把握每一个化解的配合与最终的效 

果，不同于实拍影片，比如电视剧拍摄出现纰漏 ，剪辑师可 

能在后期对影片的镜头长度、剪辑方式甚至是整体段落结 

构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以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实在不行还 

可以补拍或重拍 ，耗费的人力 、资金、时间也较少 ，而在动画 

片制作中，一旦某一段落或某一个镜头脱离了分镜头脚本 ， 

那将意味着讲故事讲跑偏了，相关的工作团队得耗费更多 

的时间与精力去修改，甚至是从头再来，尤其是对于三维动 

画制作，资金上的损失更是巨大。 

与动画不同的是，传统京剧曲目是在舞台上表演 ，演员 

在上台亮相后 ，就要开始打打唱El 日El，因为观众首先看得就是 

你的表演 ，故事情节其次，他对剧 中的情节或许已经很熟悉 

了，比如说《空城计》的故事 ，大家可能都烂熟于胸了，但还 

是要去买票听戏，当然是图台上角儿的表演了。而恰恰是这 
一 点 ，就是动画创作与京剧唱段之间的主要矛盾了，是根据 

现有唱段的节奏作脚本 ，还是根据讲故事的方式作脚本?答 

案肯定是后者，如果把京剧动画做成“动画人物演京剧”，那 

就真成了简单的嫁接关系，从而落入单纯形式结合的窠臼， 

所以京剧动画的创作要遵循动画片严格的制作流程，前期 

制作把握“曲艺是手段 ，而不是 目的”的理念 ，把“讲京剧中 

的故事”作为首要任务，从而避开说教的弊端。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京剧现有的唱段很有必要根据 

动画片的结构进行剪辑 ，甚至要重新录音，尤其是针对动画 

的开篇与结束部分 ，这是京剧动画抛给动画人士的一个专 

业难题。 

3．3观念的转换——动画中的京剧要比京剧动画本身更能 

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 

假如说有一天 ，京剧动画做得很好，技术与艺术能完美 

的结合，也有固定的观众群，那么接下来它面对的质疑就 

是：京剧动画的文化牌能打多久?在欣赏京剧动画的同时， 

让观众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是京剧动画的 

成功所在，但是这样做效果如何呢? 

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 

寻常好感 ，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在电影《阿凡 

达》中，当人类大肆地破坏那些美妙的外星生物时，我想每 

个观众都是义愤填膺的，影片中传所达出的环保、和谐、人 

性等讯号要比公益公告来得更为强烈，也更容易被观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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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再比如说德国诗人歌德对中国人情感方式的发现，是通 

过中国古代一部三流小说《风月好逑传》，而不是通过《论 

语》和其他中国经典 ，反过来，我们对德国文化的感受，也不 

是通过什么刻意宣传，而是通过歌德 、贝多芬、巴赫，可见形 

象是大于思维的，感性是大于概念的，动画作为视觉艺术的 
一 种要吸引观众，首先它必须是感官的、审美的、娱乐的，比如 

《九色鹿》所具有的敦煌壁画的古朴风格；《山水情》所充满的 

中国水墨画意境；剪纸片《南郭先生》里汉代的古雅格调。 

试想一下，如果抛开古代历史、神话题材 ，现在要拍一 

部中国的科幻题材的动画，里面充满了宇宙飞船、激光武 

器 、外星人，那些 中国文化符号元素该用哪些呢，唐装 、武 

术、太极图、瓷器?如果某些可以采用，又能放到哪里呢?或 

许为什么非要这样构思?那如果是这样想呢，让一位星际外 

交官拥有纪晓岚一样的睿智与圆通 、让一位战士像萧峰一 

样的豪放与大义，让一个小角色如阿 Q般 自欺欺人，让一个 

女角色似李清照般“夜来沉醉卸妆迟”，让一位星际流浪者 

像济公一样逍遥和神通，笔者认为后者会更好 、更 自然一 

些 ，观众可以通过这些角色的性格 、情感、命运来感知中国 

传统文化 ，也会更乐意接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达意”要远重于“绘形”，打文化牌 

真正要打的是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民族精神与智慧、中国 

人特有的情感世界 ，而不是文化牌本身。所以相对于唱段式 

的京剧动画，动画中的京剧更容易为观众接受，让京剧元素 

的运用成为某个动画片中的一个亮点，起到“锦上添花”的 

作用，让观众去想去回味，原来动画中的京剧还可以是这样 

的。这么做似乎来得委婉些 ，罗夫 ·杰森或许不再会觉得我 

们的动画是不礼貌的。 

3．4高素质动画人才的培养 

动画产品的竞争和产业实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 

争，我国动画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急需一大批思想健康、业 

务过硬、勇于创新 、会讲故事的动画人才 ，与其他文化产业 
一 样，动画产业需要保持合理的人才结构，大规模发展必然 

带来岗位和技术 的细分化，作为知识密集型、劳动密集型、 

高科技密集型的文化产业，既需要擅长艺术创造的精英，商 

业策划运营人才，又需要数量庞大的、具有较高技能的“技 

艺双通”型人才。或许更应该说是“艺技双通”，艺术上的修 

养应放在首位，回头看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经典 

动画片都出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时是把“美术”放 

在首位的，而现在多的是这个动画有限公司、那个数码集 

团，美术没了，商业运作多了，中国的动画片创作 自然就落 

入低谷。 

那么对于以京剧文化为元素的动画片创作 ，对数字艺 

术人才的要求会更为苛刻。对于创作型人才，至少要对中国 

传统文化 、中国艺术美学有所知晓，喜爱并了解京剧艺术 ， 

对于技术型人才 ，须 了解京剧表演中的“唱、念、做、打”和 

“手、眼、身、法、步”，动画师须亲自模仿演练 ，掌握动作的要 

领。所以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需要各有侧重，操作型人才的 

培养和创作型人才的培养应当有所区别。高等教育在完成 

基础动画课程 ，如视听语言、动画概论、动画剧作、动画作品 

分析、运动规律。素描、速写、色彩等等的情况下，应该进入 

细分专业的学习。学生根据 自身的特点和兴趣爱好选择将 

来发展的方向，操作型人才培养的方向除了注重软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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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步的潜质，培养的重点应是竞技运动。设立以专业竞技 

为主的选修课 ，学校可对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技战术、体能训 

练培育，并寻找机会与其他专业棒球队展开切磋 ，在友谊赛 

中互相学习，提高能力。 

有的学生同样热爱棒球运动，虽尚未进军大型赛事，运 

动兴趣却丝毫未减，而且善于思考，经常通过比赛观察，总 

结出各方的优势，培养的重点应是教学指导。设立以教学为 

主的选修课，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教育本领，成为更多棒 

球爱好者的老师，或是成长为专业的棒球教练。 

有的学生不仅热爱棒球运动，而且拥有经济和管理天 

赋，思维敏锐 ，能够从产业运营的角度认识棒球运动，培养 

的重点应是产业管理。设立以棒球产业运营为主的选修课， 

讲授棒球产业化的前景，世界各国棒球运动发展带来的成 

果，可以弥补我国棒球产业的人才缺失，推动体育产业蓬勃 

发展。 

有的学生热爱棒球运动的同时，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接受了长期的文化熏陶，喜欢从事 

与棒球运动相关的文化活动 ，如棒球文化宣传，国际范围内 

的棒球文化交流，培养的重点应是文化传播。设立以棒球文 

化为主的选修课，学生可以感受到专业文化的魅力，在棒球 

领域展现文化才能。 

以同一专业为基础，设置不同培养方向的选修课，学生 

完全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方向，教学过程更加有的放矢。经过 

几年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学习，学生将逐步积累复合型技能， 

成为一专多能的体育人才。 

4．2实践教学发展 

实践教学管理的发展应 以提升针对性为努力的目标， 

体育院校可划分实践教学的层次，将学生自主实践和岗位 

实践系统分开 ，让学生有机会 自主策划走向社会的实践活 

动 ，并积累社会经验，为驾驭岗位实践奠定基础。在社会实 

践方面，教学管理部门可要求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将学 

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共同组织策戈0实践活动，录制实 

践场景 ，撰写实践报告，最后由师生互评。例如，近年来人们 

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急剧变革，关注健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很多人勤于工作和学习，或是饱受生活压力 ，忽视了身体健 

康。体育院校学生以专业特长为出发点，呼吁并指导社区居 

民科学健身，通过运动陶冶情操 ，就是一项颇具实际意义的 

社会实践活动。 

在岗位实践方面，班主任可根据学生多年来必修课和 

选修课学习的情况，与学生探讨未来的职业远景规划 ，帮助 

学生分析毕业岗位实践的重点方向。与此同时，体育院校应 

积极与不同类型的实践单位建立合作，主动为学生创造适 

合的岗位实习机会。学生在感兴趣的工作岗位经受磨炼更 

利于自身潜能的挖掘，实习报告和毕业设计才能真正贴近 

实际。 

4．3质量评价发展 

作为教学管理部门，客观、公正地评价至关重要。随着 

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的发展，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也应重新 

塑造，从而体现学生在几年学习生涯中收获的成果、个人的 

能力特长、实践的积累等。在新的评价体系中，纵向应代表 

教学质量评价的参考因子，横向则代表不同评价因子拥有 

的权重以及参与评价的主体。体育院校教学质量评价要尊 

重专业特性，同时从全方位、多角度考察教学对学生个性化 

发展培养的效果。所以学生所属专业的基础课程及训练成 

绩需占据绝对比重，确保专业学习基础的牢固。然后依据学 

生参与选修课、实践教学的个性化方向，在评价主体方面，由 

教师 、学生、实践教学单位应分占不同的评价权重，共同做出 

评定。最后综合得出教学质量的评价成绩 ，由教学管理部门 

听取师生、实习单位的意见建议，不断改进教学管理工作。 

5 总结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 ，教学管理工作 

也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体育院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有其自 

身的特点 ，学校应通过基本教学课程、实践教学、质量评价 

方面的发展，创造体育院校教学管理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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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还必须对手绘、模仿进行训练，同时也可再细分出 

软件型和手绘型。创作型人才的培养方向除了注重动画的 

创作外还必须注重动画策划能力的培养，另外对学生的毕 

业创作进行相应的规定与严格把关。 

4小结 

昔日的中国动画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骄人成就，那是老 
一 辈艺术家们完全靠自我探索的杰作。而今在中国五千年 

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的基础上 ，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去发 

展中国文化产业和发展中国动画艺术事业 ，没有理 由不再 

开拓一个崭新的动画新时代。在国外动画大军压境、产业割 

据态势和竞争激烈的今天 ，中国的动画人必须在观念与意 

识上都要彻底有效地更新。经典的动画品牌 ，是中国动画可 

持续发展的立业之本。但一个成功的动画品牌历来都是与 

“精品和经典”相系，一蹴而就、粗制滥造成不了品牌 ，必须 

有艺术家的眼光、技艺和创作的精神，才能拿出令人叹服的 

作品，尤其是以京剧文化为元素的动画片创作，同时还须向 

国外学习、借鉴、吸收先进的动画管理理念和成熟的市场运 

作竞争模式。中国的动画需要长期历史的沉淀，我们衷心期 

待享誉世界的中国动画品牌能早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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