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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期间，孩子们一方面通过网络听

课学习，一方面拥有了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给

孩子们看什么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在眉睫。优秀

的儿童影视作品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有助于

儿童学会与人沟通、了解社会、战胜困难、走出

逆境，为儿童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提供保障。

优秀动画片从不只是陪伴孩子们走一程，
而是伴一生，能够为孩子留下深刻而长久的感
动与回味。当下热播的《熊猫和小鼹鼠》《超级飞

侠》《巴啦啦小魔仙》《蔬果小镇》《可乐狗》等国

产动画系列基本集中于奇幻、魔幻、神话、童话

等幻想领域，融合冒险、喜剧、励志等元素，主要

目标受众是4-10岁左右的低龄儿童。低龄动画

并不意味着技术粗糙，更不等同于用空洞的炫

目形式吸引儿童观看，有的为低龄儿童所制作

的动画片中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及不正确的价

值引导，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等动

画片在获得儿童喜爱的同时也遭受到伦理价值

方面的质疑。

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并非是空穴来风、无

中生有，它需要动画制作者明辨是非、通晓道

理，用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少年儿童平衡好童真

与作品思想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低龄儿童所拍

摄的动画片每集时间不宜过长。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曾经创作出诸多经典动画片，其中《南郭

先生》《三个和尚》《骄傲的将军》《雪孩子》等多

数动画时长在20分钟左右，短小精悍的故事

中，有的对勤劳、勇敢、善良、团结等高尚行为品

德给予温暖回应，有的选择用幽默的方式，对滥

竽充数、骄傲自满、自私自利予以讽刺。这些作

品从民族传说、神话及小说中获取素材与灵感，

成为几代中国人童年的美好回忆。

虽然现在许多中国动画风格比较偏向日本

动漫，殊不知几十年前，中国动画片曾一度名列

世界前茅。回首中国动画的发展道路，早期中国

动画艺术家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坚

持民族性艺术的转化与探索，取得了诸多成绩，

特别是以万籁鸣、万古蟾为代表的万氏兄弟，开

创了为世人瞩目的“中国学派”，可谓撑起了中

国动画的一片天。20世纪50年代中期，“探民族

形式之路，敲喜剧风格之门”不仅在当时国产动

画业界形成共识与自觉追求，甚至在相当长时

间里成为国产动画电影的主要创作思想。《大闹

天宫》便是这种创作思想下的集大成之作，它对

民族艺术进行了综合性创新应用，凸显鲜明的

民族艺术特色，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与诗意

文化的追求，不仅融汇传统壁画、水墨、年画、京

剧脸谱等艺术样式，也借鉴了京剧舞台表演艺

术，并结合富有韵律的传统戏曲音乐烘托故事

气氛。

近年来，随着《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

世》等现象级动画作品的出现，再度验证了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动画电影中张弛有度的

节奏感、空灵自如的意境、舒缓雅致的音乐、富

有想象力的传统文化符码等，无疑为同时代电

视动画片创作提供了启示。此外，在这一特殊时

期，主流媒体平台可以开辟经典动画栏目，滚动

播放具有中国精神、民族特色的优秀动画片，以

涵养儿童的观赏趣味。

以文化或现实生活为切入点的儿童栏目，
进一步增进了儿童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知。央视

少儿频道推出了一系列优秀儿童栏目，如《大风

车》《快乐大巴》《智力快车》《英雄出少年》《智慧

树》《芝麻开门》等。地方电视台制作的儿童栏目

也各具特色，其中山东卫视的《国学小名士》、北

京卫视的《了不起的长城》等都广受好评。此外

还有依托历史文化、地域民俗等资源的儿童游

学类节目，如央视少儿频道的《非常游学团》《赢

在博物馆》，四川电视台科教频道的《行知课堂》

等游学类节目。

其中，央视少儿频道推出的《赢在博物馆》

依托中国丰富的博物馆文化资源，游中学、学中

游，带领孩子们走进历史，让文化资源活起来，

激发了广大少年儿童对于文物的兴趣和热情。

近期播出的《赢在博物馆》第三季节目带领观众

走进山东、内蒙古、浙江、云南四省博物馆，跨越

祖国大江南北、东部西部，领略不同地域历史文

化，深入体验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央视少

儿频道的家庭教育类节目《小鬼当家》通过情境

化、生活纪实等形式深入当下家庭生活，涉及理

财、沟通、教育等亲子话题，视角平和、冷静直

观、贴近生活、角度全面，从城市到乡村，讲述了

一则则普通家庭平凡而动人的故事，并通过家

长与孩子角色互换的尝试，引发家庭教育深层

次思考，进一步加强了代际关系的沟通。这类节

目知识性与趣味性俱佳，真正发挥了少儿节目

寓教于乐的作用。

呼唤真人儿童剧回归荧屏，以精品之作提
振儿童剧整体质量及发展信心。据丹麦专家调

查统计，经常看儿童剧的孩子会比不看儿童剧

的孩子更加活泼、开朗、善于交际。作为电视剧

生产大国，我国每年创作的优秀电视剧作品并

不少，但其中多数并不适合儿童观看，过长的篇

幅、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深厚的历史背景等，都

成为儿童观剧的障碍。同时，一些作品中过多的

情感戏、消费主义价值观等，会给儿童带来对现

实与虚拟的误判，甚至催化儿童早熟。

目前，真人儿童剧产量不断萎缩，荧屏鲜

见，发展前景堪忧，加大创作与电视台采购力度

是为正解。细数优秀真人儿童剧创作，还止步于

数年前的《家有儿女》《快乐星球》《淘气包马小

跳》等作品。其中，《家有儿女》不仅收获了孩子

们的喜爱，更实现了“全家欢”的重要价值，剧中

所讲述的两个离异家庭结合后发生在父母和三

个孩子间的各种有趣故事，不仅对孩子有所裨

益，也对父母有所启示。对中国家庭生活浓浓亲

情的呈现以及设计符合人物性格的行为语言，

是优秀儿童剧创作的关键。

儿童电影愈发体现出对儿童精神世界的真
正尊重。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百年历程，从20

世纪20年代的《顽童》《孤儿救祖记》开始，至今

已创作了500部左右儿童电影作品。百年中国

儿童电影经历了由关注社会问题的宏大叙事，

到更加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个体化书写的转

变。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始终重视儿童电

影创作。《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闪闪的

红星》等构建了儿童电影“革命”叙事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儿童电影市场化

水平与作品质量同步提升，以中国儿童电

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主要单位摄

制了一系列作品，反映了时代的主流精神

追求，注重表现儿童心理情感需求与家庭

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新世纪以来，儿童电影

的发展环境更为复杂，在电影市场化博弈中儿

童故事片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儿童电影逆势而

上寻找自己新的坐标，尽管儿童电影在创作数

量上有所下滑，但在选材、内容、表现手法等方

面有了显著进步，既有对于留守儿童、残障儿童

等特殊儿童群体的关注，也有对于儿童家庭教

育、成长困惑等题材的深度开掘，并在创作观念

上愈发体现对儿童精神世界的真正尊重，展现

了儿童精神更多的秘密，涌现出了一批可圈可

点的优秀儿童故事影片，如《娃娃唱大戏》《扬起

你的笑脸》《无声的河》《王首先的夏天》《上学路

上》《念书的孩子》《我的影子在奔跑》《米花之

味》《旺扎的雨靴》等作品。其中，无论是关注自

闭症儿童的电影《我的影子在奔跑》，还是“拥有

雨靴、盼望下雨”的儿童电影《旺扎的雨靴》，都

是从儿童的视点来结构整个故事；无论是叙述

小男孩开开与小狗亲密感情的《念书的孩子》，

还是小女孩喃杭与喃湘露友谊的《米花之味》，

都深刻表现出缺少家庭之爱的留守儿童不为成

人所理解的真实而细腻的心理情感；无论是表

现爱唱歌的侗族留守儿童的《天使的声音》，还

是踏上雪山探险之旅五个萌娃的《鹰笛·雪莲》，

以及遭遇家庭变故新仔的《跑过罗湖桥》，都让

观众看到了民族大家庭中少年儿童的梦想、勇

敢和担当。

由于中国电影至今并未采用电影分级制，

一些标榜为儿童电影的作品中也可能会出现一

些不适的场景或画面，因此，看什么影片更需要

权威机构、家长老师等进行综合把关。各级少儿

频道、电影频道等媒体也可以开辟优秀儿童电

影展映时段，并开设儿童电影讲评栏目辅助影

视教育。

“看”的问题是媒介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视

觉媒介产品无处不在的时代，媒介教育要培养

儿童形成正确的审美判断力，引导儿童形成高

雅健康的审美趣味。抗疫时期，对于宅在家里的

家长与孩子来说，是一次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

机会，各级少儿频道可以有意识地提供优质动

画片、儿童栏目、儿童电影等资源供儿童选择观

看，积极发挥主流媒体在影视教育、媒介素养教

育中的优势作用。

关 注

2020年春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武

汉作为疫情的重灾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武汉人民和

奋战在救援一线的医护人员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央视纪录频道于去年10月开启了全面改版，进一步加强

对年轻观众的吸引力，加强社会现实类和历史人文类纪

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此次助力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是对

改版后的央视纪录频道的一次考验。

2月 3日起，央视纪录频道推出了融媒体微纪录片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节目采取了专业用户生产内

容（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 称

PUGC）的制作方式，在疫情发生后迅速收集武汉第一线

第一手资料，体现了危难时刻守望相助的力量，发挥了积

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融媒体平台助力节目生产。去年10月，央视纪录频

道制作的微纪录片《歌唱祖国·一首歌一座城》就是在全

民参与、全民互动下衍生出来的作品，有了去年的实践经

验，此次《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继续发挥融媒体平台的

信息资源优势，打开了素材来源渠道——迅速将收集信

息触角伸向了普通人，与快手、二更、VUE Vlog等短视

频平台展开合作，极大地发挥了身在武汉的一线医护人

员、普通市民的创作能量；还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

心等传统媒体合作，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直

播画面进行了二次创作，极富创意地赋予了直播摄像头

“人工智能”的身份，讲述了“人工智能摄像头”第一视角

的观察日记。融媒体合作平台除了帮助节目收集到了丰

富多样的信息，还为观众呈现了“抗疫进行时”，极大地缩

短了节目制作周期，保证了央视纪录频道在重大危机时

刻的“在场”。

媒介赋权激活个人话语。喻国明认为“对于以‘个人’

为基本社会传播单位的赋权与‘激活’是互联网对于我们

这个社会的最大改变”，融媒体微纪录片《武汉：我的战

“疫”日记》彰显了被新媒介激活的个人话语，讲述了一个

个普通人的抗疫故事。

湖北电视台主持人“一崔哥哥”的父母来到武汉跟儿

子一起过年，不料却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老两口表

示“疫情不结束绝不回家”。“一崔哥哥”拍摄下了宅居期

间自己看书，母亲包饺子、唱戏、剪葫芦窗花，父亲演小

品，一家三口跳广场舞等片段，他说，这次疫情不仅让他

重新认识了父母，还给了自己一个静下心来学习、自省的

机会。

在武汉女孩曾宇辰的故事里，她和家人们按照惯例

拍全家福、贴对联，俨然是轻松幽默的家庭氛围，然而在

独处时她却一改轻松愉快的心态，克制着眼泪压低声音

说，等到疫情结束那天，她一定会给恋人和亲朋好友们一

个大大的拥抱。在曾宇辰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在这座外

表萧索压抑的城市的内心还有乐观顽强、充满希望的人。

PUGC制作与专业化编辑形成强大合力。一方面，进

行融媒体传播必须与新媒体属性、用户观看习惯相适应。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每集只有5分钟，非常适合在新

媒体平台进行观看、分享。武汉市肺科医院呼吸一病区的

护士胡雪珺拍摄vlog，带领观众一起出门，一起坐车去医

院，一起全副武装进入病房，一起见证病人病情好转，还

在自拍视角中直视镜头向观众展示脸颊和额头上被防护

服勒出的印记。在胡雪珺的视角下，观众近距离地看到了

医护人员交接班顺畅、防护严密、医院运行有序等种种真

实的细节。谣言的产生与事件的模糊性成正比，vlog所记

录的真实影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众内心的不安，汇

集起全社会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力量。

另一方面，疫情发生后，很多网民进行了自发创作，

将私人作品发布在快手、抖音、哔哩哔哩等网络视频平台

上，一时间，疫情信息在互联网上大爆发，质量参差不齐、

真假难辨，十分不利于疫情的防控。《武汉：我的战“疫”日

记》以“见证信念和希望”的主题串联起一线真实影像，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面对疫情，各大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成为全

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各地医护工作者舍生忘死支援武汉

让人们心中涌起阵阵感动。《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第四

集讲述了人民海军融媒体记者王震宇的所见所闻。王震

宇在休假期间接到紧急通知，前往汉口医院对海军军医

大学医疗队进行跟踪报道，在他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医

疗队队员们的工作场景。医疗队的“90后”队员李晨正在

往队友的防护服上写着“加油”“元气满满”等鼓励的话

语。李晨的妈妈曾经参与过非典一线防疫工作，这次李晨

也踏上了防疫的战场，但她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已经来到

武汉，与家人打电话时，李晨说自己没来武汉，一个“来”

字让妈妈识破了她的谎言，想起家人的期盼，一向大大咧

咧的李晨也对着镜头泛起了泪花，她说，等到平安归来家

人定会为她感到自豪，要是万一出了意外她也绝对不会

后悔。

融合传播增强传播力度。近些年，纪录片受众出现年

轻化趋势，央视纪录频道改版后推出的现实题材纪录片

也更加注重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力。在视频的传播过程

中，年轻受众群体更容易产生跨屏移动阅读的习惯。改版

后的央视纪录频道正式推出5分钟的《微9》和15分钟的《9

视频》时段，作为融媒体实践的主要平台，《武汉：我的战

“疫”日记》不仅在电视端《微9》时段播出，还在移动端的快

手、微博上线。融媒体微纪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下

沉的传播渠道、立体的传播矩阵，增强了节目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央视纪录频道改版后的融媒体微纪录片《武汉：我

的战“疫”日记》是融媒体传播的典型作品，是纪录片人“重

大时刻我在场”的具体体现。透过一线亲历者的鲜活的生

活纪实，观众们看到了危难时刻守望相助的力量，一线亲

历者的“每一份执著的信念与希望”与观众们每一次的共

鸣与感动，都将成为2020年初的群体记忆。

抗击疫情期间给孩子看什么？
□李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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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不惑，在人生的分叉路口，如果让你重

新选择，你是否有勇气走向未知？在婚姻与情感

的围城中，你能否厘清思路走出困惑？家庭遇

冷、事业受阻、生活频遭打击之时，又该如何维

持热血努力向前？《如果岁月可回头》将镜头对

准了都市中年群体，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体察

与关照。

该剧从中年失婚的热点话题切入，《如果岁

月可回头》为观众呈现了三个家庭笑泪交织的

悲喜生活。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三个性格迥

异又都面临婚姻危机的都市男人呢？剧集开篇，

白志勇签字离婚、蓝天愚发现妻子出轨、黄九恒

深陷女儿身世之惑，又因为一场“治愈旅行”，三

位“苦难先生”意外结成好友，在酒吧老板兼导

游江小美等人的帮助下，开始了一系列的“救

赎”与“改造”。

剧中角色性格鲜明。白志勇桀骜不驯，遇事

冲动，有情有义。江小美经历坎坷，克制冷静，老

成持重。他们代表着两种最常见的观念，即“叛

逆”与“成长”、“反抗”与“接受”，而剧情的发展

正是建立在这两种观念的碰撞和融合上。

《如果岁月可回头》将生活的横断面全部铺

陈开来，不仅有每个家庭“失婚”过程的纵向演

变，还有三个家庭不同困境的横向对比，以及这

群主人公不同的人生境遇，全面而立体。

中年失婚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系列急需回答

的现实问题：离异后该不该告诉老人和孩子，这

是情感与家庭的难解谜题；生活危机与家庭重

担，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议题；“隐形离

婚”与“隐形复婚”的背后，引发的是对离婚该不

该“广而告之”的激烈讨论。

爱情难得，亲情动人，友情珍贵。剧中，众人的生活磨难接踵而至，

更大的危机以及更残酷的真相也在不断逼近，所幸大家都在彼此的鼓

励和支持下，有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学会了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维

系了各自的家庭，守护亲人的同时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友情。

《如果岁月可回头》呈现的是常年悬而未决的生活难题造就的积

弊，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与剖析由此展开。同时，它还有着对幸福生活的

追寻，白志勇等人虽遭受了一系列沉重打击，但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

开始了“反击”，努力奔跑，找寻幸福。对岁月的回首与企盼，都需要建立

在与当下和解的基础上，《如果岁月可回头》提供的正是重新认识自己、

认识家庭、认识责任的契机。正如剧名，虽为假设命题，实则提供了积极

引导，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向观众诉说：遇到挫折，更需要鼓足勇气，热

血向前，破解生活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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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微纪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

彰显危难时刻守望相助的力量
□董方红

儿童剧儿童剧《《家有儿女家有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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