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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坚定“四个自信”。[5]教师可以带学生去实地参观胶东

红色影视的取景地和影片的拍摄现场，能够给大学生带

来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震撼，加深对影片的认识，有利

于大学生“润物细无声”地感悟胶东精神，激励大学生

砥砺前行。

（二）培育大学生对胶东红色影视作品的观看兴趣

胶 东 红 色 影 视 作 品 有 效 融 入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

归根到底是要赢得大学生群体的喜爱。大学生之所以热

衷于观看欧美大片和青春偶像剧，不过是由于其剧情紧

凑、特效丰富、人物立体，胶东红色影视作品要想吸引

到大学生群体的注意力，很重要的一点是提升自身的创

作水平，可以借鉴一些比较成功的红色影片，分析它们

被大学生所喜爱的密码是什么。一是当下许多热门红色

影片获得大学生青睐的关键是运用了年轻态的表达传播

方式，带领观众穿越到先辈的家庭和生活中去，向观众

展示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仰甘愿抛洒

满腔热血，书中的先辈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有血有肉、

可亲可爱，史书中绕口令式的句子也变成了有代入感的

画 面 ， 能 消 除 历 史 与 大 学 生 的 距 离 ， 唤 起 大 学 生 的 共

情 。 二 是 精 妙 绝 伦 的 剧 情 能 增 强 影 片 的 可 看 性 ， 例 如

《三进山城》中的主人公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一

而再、再而三的出入山城，情节简练、环环紧扣，使影

片充满节奏感，惊险的气氛既张弛有度，又不断深入，

直至达到高潮，这样的影片更容易让大学生产生兴趣。

此外，引导大学生对胶东红色历史感兴趣，会更容易对

红色影视感兴趣。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

地，可以定期邀请相关专家和革命老兵举办专题讲座，给

大学生讲述胶东红色故事；还可以根据当地丰富的胶东

红色资源编写相关教材，开设胶东红色文化相关的选修

课，运用生动的语言给大学生讲述胶东红色历史，引导

大学生感悟红色精神，增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和关注。

（三）提高影视产业对胶东红色影视作品的创作质量

胶东红色影视作品以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实为创作来

源，其视听结合的形式相比于纸质版史书更容易引发观

众的情感共鸣，增强对胶东文化精神的认同，但是有些

影视作品受利益驱使一味追求娱乐，使影片丧失了政治

性和教育性，要想让胶东红色影视作品在高校更好发挥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必须不断提高影视作品的质量。尊

重历史、客观对待史实是拍好一部影视作品最基本、也

是最重要的要求，但尊重历史并不是要一成不变，胶东

红色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生命力在于与

时俱进、不断创新，要用现代思维和审美方式，将观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考虑在内，使胶东红色影视作品兼具思

想价值和观赏价值。一是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特效带来

的视觉盛宴能调动观众的多种感官，加深观众的印象，

增强影片的感染力，影片制作者可以在符合历史史实的

基础上尽可能将更多的科技元素运用到影片中。 [6]二是

要打造优秀的影视作品，剧本和演员的选择十分重要，

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创作符合社会发展主旋律的作品，

演员要深入到角色的年代，准确理解角色的定位，努力

提升自己的历史素养和艺术素养，例如电影《智取威虎

山》主人公杨子荣的扮演者张涵予，为这一角色准备了

五年，对着空气练习了十五天，只为拍好打虎。影视行

业同样需要工匠精神，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使影视

作品更鲜活、更深入人心。

结　语

胶东红色影视作品以光影再现革命先辈求存求索的

峥嵘岁月，展现为革命事业勇于斗争、慷慨奉献的精神

品质，对于丰富高校思政教育资源，实现高校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高校要用好胶东红色影视作

品这一价值观载体，不断探索高校中胶东红色影视作品

育人提升路径，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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