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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高校的动画专业从 2000 年开始普遍发展起来，北

京电影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吉林艺术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

等开始面向全国招收动画专业学生。但动画作为一门综合性

强，且具有显著交叉性特点的艺术门类，并没有形成自己的

学科体系，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办学单位根据其院

校的办学理念以及院校特色，将动画划归到美术学、艺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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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目录下，直至国家颁布“十

二五规划”，动画专业才明确划归到戏剧与影视学学科下。但

这些二级学科都无法对动画专业进行精确的定位，同时动画

的教育模式也因为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而缺乏科学合

理的系统性。

2 目前中国动画教育模式的特点

目前中国的动画专业教育模式已经基本成型，这套学界

普遍认可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各大美术类高校以

及传媒类、综合类高校在设置动画专业教学体系时都遵循类

似的教学模式。

2.1 重视美术基础的训练和艺术素养的培养

动画专业在建立之初，并没有形成完备的教学体系，从

事动画教学的老师也并非都是专业学习动画出身，因此，动

画的教学模式都处于摸索阶段。为了响应国家对动画专业的

扶持，学界在没有足够参考的情况下借鉴了美术的教学方

式。重视艺术素养的培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强化动画

短片的风格、提高动画短片的艺术性，这在动画发展初期对

艺术短片的创作是有益的。艺术短片的创作模式也是学界动

画人在实践过程中积累和检验得来的可复制的教学成果。在

动画专业发展之初，高校并没有形成健全完备的教学模式，

对剧本、镜头语言以及运动规律的课程设置还未成熟。在这

种情况下，学界的动画人在动画创作的实践过程中进行了大

量的尝试和探索，如材料动画、实验动画、艺术动画等，也有

一批动画人在尝试用三维软件来制作水墨动画，这些早期的

尝试，是动画学科发展的有益尝试。许多高校动画艺术短片

也因其特殊的风格比较容易获得赛事的亲睐，如赵晔导演创

作的艺术短片《采薇》，从 2003 年起获得各类国内、国际奖

项，并于 2005 年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由此可知，侧重美

术的动画教学方式，可以在画面以及风格上取得不菲成效，

但这种教育模式有其自身的不足之处，它并不符合戏剧与影

视学的学科属性，也不能体现动画这种接近于电影的特殊的

艺术门类的本质。

2.2 动画专业教学体系的核心课程侧重动画中

期制作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取消了计划经济政策。这对当时

的动画从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在计划经济

时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人不需要考虑温饱问题，

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动画创作的过程中。无论是为了做政务

宣传，还是单纯为了创造巅峰时期的“中国学派”动画艺术

短片，他们都可以在有一定经济保障的情况下做创作。而新

时期的动画要求从业者必须把对动画的热爱与商业性、盈

利性放到一起考虑，动画从业者必须直面在市场经济体制

下，动画能给他们带来的实际收益；也正是基于经济上的原

因，80 年的中国动画出现了大批的动画加工公司。海外的

动画公司看中了中国的动画加工市场，他们乐于把动画的

中期制作过程放到劳动力相对低廉的中国来进行。“来料加

工”的动画制作模式让中国动画人了解了海外的动画商业

模式，也同时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动画运动规律，能够熟练地

完成动画中期制作的动画从业者。2000 年后，在中国高校普

遍开设动画专业的大环境下，从事加工动画的动画从业者，

便成为了动画界的老人与前辈，他们对于运动规律的熟练

掌握，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运动规律课程作为动画核心

课程的原因。虽然各大高校对运动规律课程的称呼不同，但

不可否认的是，运动规律、原画课等是所有动画专业学生的

必修课。

2.3 作为影视学下属的动画专业，基于影视学的

前期培养尚有不足

动画作为一门具有跨学科属性的综合性艺术，需要学生

具有将各学科融会贯通的能力以及非凡的创作力，而动画的

前期设计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呈现状态。在影视

学领域，动画前期主要指的是动画剧本的创作以及涵盖视听

语言内容的分镜头创作 [1]。虽然各大高校都有开设剧本、试

听语言等影视学先修课程，但从学界的获奖作品以及业界的

商业动画电影来看，普遍存在的情况仍然是前期剧本不够成

功出色，讲述故事的分镜头设计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高校对动画前期课程的重视度

不够，因为没有相关专业人才从事动画前期的教学工作，因

此，在设置动画专业课程体系时，无法将动画前期提升到核

心课程的地位。而高校对动画前期课程的非侧重，又侧面导

致了中国目前动画前期人才的稀缺，形成了一个非良性的循

环过程。

3 动画本体的当代思考对教育模式的启示

3.1 动画概念的动态演变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以及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动画的边

界在不断被扩延和模糊。动画不再像以前的传统动画一样，局

限于单屏幕播放，现在的动画可以与新媒体相结合，实现跨媒

介的呈现方式，传统的动画概念已经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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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现象。这就要求人们在当代延展媒体的语境下，重新思考并

确定动画的本体。

1980 年，国际动画协会在克罗埃西亚首都会议中心对

“动画”名称作了国际化统一命名———Animation，并对这个名

称下了定义，“动画艺术是指除使用真实的人或事物造成动

作的方法之外，使用各种技术所创作之活动影像，亦即是以

人工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动态影像”。 这个概念是对动画的

界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艺术形式的演变，在动画史上

出现了不符合这个概念界定的反例。波兰实验动画大师萨

比格尼·瑞比克金斯基执导的《探戈》在 1983 年荣获奥斯卡

最佳动画短片奖。这部动画短片是采用真人实拍的方式制

作而成，只是在后期进行了抽帧的处理。显然，在动画的概

念被明确后的第三年，这部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的出现，为

动画概念的界定提出了新的问题。动画的概念界定一直呈

现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动画的概念

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相应的变化。《大美百科全书》定

义，“动画艺术又称为动画影片，系利用单格画面拍摄法，经

由画家特殊的技巧表现而摄制完成的影片”。 随着计算机

科学的发展、动画软件的普及应用，由电脑制作完成的 CG
动画面世，比较知名的有美国皮克斯公司制作的《玩具总动

员》《怪兽电力公司》《虫虫危机》等。这些由电脑制作完成的

动画电影，并非利用单格画面拍摄法制作完成的，因此，《大

美百科全书》对动画的概念界定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全部动

画作品。时代发展到今天，动画人也在不断尝试为动画在延

展媒体时代下给出适合的定义。刘书亮在《重新理解动画》

一书中尝试将动画定义为：呈现非记录性运动的动态影像

媒介。但近几年对于“动画记录片”的概念合法性讨论一直

存续，动画是否能够以记录片的形式存在一直存有争议。此

外，日本动画人常用真人实拍转描的方式来制作动画。三维

动画中为真人设定动作捕捉，以求逼真的还原真实人物动

态的动画制作方法也出现已久。因此，以上几个示例对“非

记录性运动”这一说法也提供了反例证明。媒体的演变进程

目前已经由全媒体、融媒体发展到智媒体的阶段，动画也借

由不同的媒介，拥有了更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了强调动画

的延展性，探讨动画的可能性，自 2012 年开始，深圳已举办

了四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每一届主题都具有极强的

当代性，本届主题“延展动画”继续向动画本体发问。在历届

动画展映环节中，装置动画、交互动画、非线性蒙太奇叙事

动画都是独立动画人探索的方向。基于动画的延展性以及

可能性极大增强的当下时代背景，动画教育模式是否该寻

求与时代相符的方式？

3.2 当代动画教育模式的可行性探讨

上文已经简略说明了动画的当代延展性，动画在文化、

艺术、电影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皆有渗透，这无疑也增

加了理论界对动画概念界定的难度。为何一定要明确动画

的本体？为何一定要在理论上界定动画的概念？动画理论体

系的不完善，将直接影响动画教学体系的设置，从而导致动

画教学模式的不精准。从上文目前高校动画专业的课程设

置现状可以看出，中国开设动画专业的高校都普遍侧重于动

画实践，而对动画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通过动画当代延展

性的分析，笔者拟提出一些对当代动画教育的建议以供同行

专家批评指正。第一，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动画理论体系的构

建，在动画概念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让学生了解传统动画的

概念、判断动画的本体，并能够自主追问什么不是动画。除

此之外，系统的理论培养可以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

生的审美层次，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这对新时代的动

画创作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强调动画的影视学特征，将导

演、编剧、镜头语言等课程设为动画教育模式的重点。目前

的动画专业归属于戏剧与影视学，动画电影以及特效电影都

可以借鉴影视学的教学模式，突破“以美术代影视”的现状。

第三，在媒体发展演变的时代背景下，针对动画这一特殊专

业，将艺术与技术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开展教学。艺术化的

培养模式在当下国内动画教育中已经有明显侧重，但绝大多

数高校都将技术置于辅助性位置，认为技术是为艺术服务

的，技术是展现艺术的“平台”。但纵观整个艺术史，科技的

革新与艺术的发展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促进关系，究竟是

艺术预言了科技还是科技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又或者 2 者
兼而有之呢？

4 结语

高校动画教育模式的体系化构建需要明确动画的“核

心”，只有明确了动画的“本体”，才能有针对性的设置核心

课程，搭建出科学的学科架构。因此，在探讨教育模式的构

建前，动画的本体讨论以及动画理论的体系化建设是必要

前提。而动画的概念演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当代媒

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理论层面上确立动画的本体，发展

出一套科学成熟的符合时代特征的动画理论体系，有助于

建立科学的动画教育模式，进而推动整个动画产业的健康

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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