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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生动立体形象得到了中小学生的广泛接纳。[3]因此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更应该重视美育，更应该重视

影视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艺术比其他事物的审美

接受度更加集中。影视教育以其生动直观的表现形式，

拥有极高的接受程度，影视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具有积极作用，在影视教育中，学生能够学习到戏剧

表演、电影制作等技能，还能通过影视作品的分析和讨

论，提升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影视教育的过程中，

学生进行观察、分析、解读各种影视作品，这种训练可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解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影视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改善和丰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资源条件。

西南地区地理条件和交通限制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

面临困难，而影视教育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教育工具，可

以通过远程教学和多媒体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

材料和教育机会。这不仅能够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还

能通过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学习效果。因此加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影视教育在基础

教育中分量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是当务之急。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影视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影视教育理念滞后

西 南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学 校 对 于 教 育 的 认 识 存 在 偏

差，没有很好认识到影视教育的重要性、目标性、培育

性等要求，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调研发现，大多

数学校都是将影视教育作为辅助课程，没有正确认识美

育教育带来的内涵主旨，更多的是在课堂上播放一段短

片来激发学生们的兴趣，加深对学科知识的理解。[4]还有

一些学校会偶尔在特殊的节日集中观看主旋律影片，并没

有设置专门的课程。虽然开设相关课程，但面对教学任

务和成绩的双重压力，大部分学校不重视影视教育。

在调研中还发现，家长认为艺术教育对孩子的成长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愿意为培养孩子的艺术审美投

入金钱和精力。但是此类培养更多是帮助监督孩子完成

艺术课程作业，大部分来自课外辅导机构，没有在中小

学过程中陪孩子完成艺术教育的经历。[5]这显然说明艺术

教育更多在非正规或非正式教育中，并没有上升到校本

课程的规划当中，在课程规划中也只重视音体美相关课

程的培养，影视教育理念的相对较少。

虽然大部分人认为艺术教育课程比主课程更富有娱

乐性和自由选择的特点，但这可能会妨碍主课程的学习

进度，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甚至

可能对升学产生负面影响。在面临小考、中考的关键节

点家长们只会选择主修课程教育，并不会让孩子在艺术

课程上耽误时间，从目前的就业形势来看，依然把考试

作为改变命运最重要的途径之一。[6]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

小学想要通过考试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必然要在主修课

程上多付出，因此也会缩短艺术课程的时间，更不会在

影视教育上下功夫。

（二）影视教育资源匮乏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受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以及教育

信息闭塞等因素的影响，影视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在北

上广一些发达地区学校已经把影视教育列入到课堂教学

过程中，并且设立一些丰富影视观赏活动，但是在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可能一学年才能在大礼堂集中进行

观赏，又无法发挥讲解教育的作用。[7]

经 过 深 入 研 究 ， 我 们 发 现 在 西 南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中小学教育推进存在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缺乏相应的

理论教材和配套设施不足，这让老师们陷入了尴尬的境

地。目前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云南为例，有八成以上

的中小学没有统一的教材，甚至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没有

开设相关课程，在现有的教材中更是存在教材单一落后、

与时代脱轨，甚至很多高校是在使用艺考机构的教材对

学生进行培训，完全不符合设立本课程的宗旨和目标。

对中小学影视教育来说，应该选一些红色题材、有

益于身心健康发展的影片，并对影片所蕴含的故事进行

讲解，对于非专业的老师无法胜任。因此，教育部需要

对不发达地区提供相应的帮助，辅助其教师培训相关影

视方面的知识，统一编写相关教材辅助其建立完善的课

程体系。[8]

（三）影视教育师资不足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环境、待遇都相对落后，

老师们的晋升也远不如发达地区，缺乏优秀的年轻教师

队伍，导致教师现有综合素质都普遍不高，综合能力严

重失衡，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小学教师还存在一人带多门

课程的现象，别说影视相关的课程，主科课程教师都无

法满足山区学校的课程安排。导致培训少、队伍滞后、

专业发展差等问题在不断恶化。而在现有的影视课程开

设学校更多的是艺术教师来上，课程主要内容就是找电

影播放给学生进行观看，既无课程讲解又无课堂解答，

完全属于放松娱乐性质，虽然大受学生欢迎，但教师专

业能力不强，无法提供实质指导。[9]

相 对 于 发 达 地 区 ， 西 南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教 育 资 源 短

缺，在学校不重视艺术教育的情况下，本来开设的音体

美课程都会被主科课程所侵占，这就导致学校更不会专

门聘用影视教育方面的课程教师，影视教育的比例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