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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国家栋梁，祖国未来的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现今所面临得重要问题。通过

对影视作品的发展，作品类型等多方面维度的调研，可以更好得发挥影视作品对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

态的正确导向，从潜移默化的引导和隐性教育中，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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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on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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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ture college students of the motherland are the pilla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ir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day.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the type of work and other aspects of research can better give play to the correct orient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subtle guidance and implicit 

education, students can establish the correct mainstream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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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

困境 

1.1主流意识形态及我国主流意识

形态 

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

位的意识形态叫做这个社会的主流意

识形态，它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思

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

观点和哲学观点等多种观点。中国的

主流意识形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积淀。现阶段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求

我们要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树立

政党自信，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非常重要的一点。 

1.2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面对的

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开始面对新一轮的挑战。影视作品和网

络化的蓬勃发展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受

到了一定的冲击，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

们的意识形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对

的挑战主要有：第一、西方敌对势力的

文化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威胁。第二、

新科技革命造成的社会变迁造成主流意

识形态的差异。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

态的影响。第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

曲折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五、

网络化境遇下的传播方式对我国意识形

态的挑战。 

2 影视作品对于主流意识形态

的影响 

2.1影视作品的传播途径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影视作品主要传播

途径为影院观影，据不完全统计年观影

人数超200亿人次，主要观影人群年龄

集中在18-35岁不等；20世纪90年代随

着科技的发展，电视机逐渐走入家庭中

去，在影视作品主要通过电视等方式进

行传播，观影人群年龄主要集中在

15-45岁不等，影视作品的传播途径变

得更加广泛；进入到21世纪以后网络的

飞速发展，观影方式更加的多元化，影

视作品的传播更加广泛，出现受众人群

年轻化，时间和地点灵活性等特点，这

些元素的增加都使得影视作品传播速

度更加广泛和快速，对于未形成固定价

值观的青年人来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也

更加深远，带动着新一代年轻人的行为

习惯和主流意识。 

2.2影视作品意识形态的导向变

化 

有学者认为：“影像很大程度上可以

作为一种历史文本的存在，反映与记录

着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同时影

像又在逐渐构建起一种公共身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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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5-2019 年国内票房排行榜第一的影视作品

1995 《真实的谎言》（美） 1.03亿 2008 《非诚勿扰》（内） 3.25亿

1996 《简单任务》（港） 8000万 2009 《2012》（美） 4.66亿

1997 《侏罗纪公园 4》（美） 7210万 2010 《阿凡达》（美） 13.28亿

1998 《泰坦尼克号》（美） 3.6亿 2011 《变形金刚 3》（美） 10.7亿

1999 《不见不散》（内） 4100万 2012 《人再囧途之泰囧》（内） 12.5亿

2000 《生死抉择》（内） 1.2亿 2013 《西游降魔篇》（内） 9.92亿

2001 《珍珠港》（美） 1.04亿 2014 《变形金刚 4》（美） 19.77亿

2002 《英雄》（内） 2.48亿 2015 《捉妖记》（内） 24.29亿

2003 《手机》（内） 5300万 2016 《美人鱼》（内） 33.86亿

2004 《功夫》（内） 1.73亿 2017 《战狼 2》（内） 56.39亿

2005 《无极》（内） 1.81亿 2018 《红海行动》（内） 36.22亿

2006 《满城尽带黄金甲》（内） 2.91亿 2019 《哪吒之魔童降世》（内） 49.34亿

2007 《变形金刚 1》（美） 2.82亿

 

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的社会范式。”影视

作品传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在文

化传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青

少年的养成习得中占有一席之地。影视

作品具有大众性和娱乐性，是一种传播

社会文化信息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影视

作品传达和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观、人生

观和思想意识。只要观看影视作品的人，

必然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视作品中观点

和意识的影响。大学生作为新一代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他们整体有良好的文化

基础和知识结构，并且思维活跃，善于

接受新鲜事物极易被外界事物所影响。

根据调查98%以上的年轻人会观看各类

影视作品，题材多样，出版国家涉及广

泛。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看一下，从1995

到2019年每一年在国内票房排行榜第一

的影视作品。 

根据以上统计的数据可以得出，

1995-1999年5年国内票房榜首位以美

国片为主，内容多体现了美式个人英雄

主义。2000-2006年国内票房榜首位以

国内影片为主，7年间电影里大导演，

大制作成为了影视作品的导向，但是缺

乏内涵、商业炒作的气氛很浓，少了一

份影视作品对于青年人正确价值观的

引导作用。2007-2011年，国内票房榜

首位以美国片为主，除影片内美式个人

英雄主义外，增加了科技的融合，想象

力的扩大和视觉上的冲击，让观影人群 

 

对影视作品有了更深刻的体验感。

2012-2019年，8年期间国内票房榜首位

以国内影片为主，国内影视作品的核心

内容更加偏向本土化和名著化，更加结

合我国传统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8年-2019年两年内主旋律影视作

品逐渐增多，2018年诞生了3部30亿的

电影，6部20亿的电影；2019年至今，

已经诞生了3部40亿的影视作品，而这

些电影的核心内容和思想也发生了改

变。通过影视作品排行榜也可以看出：

一、国家逐渐认识到影视作品对于青

年人主流意识的引导作用，在影视作

品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二、艺术家的

自身修养也不断提升，对于影视作品

不止追求商业化，也逐渐重视影视作

品内涵和对于青年人价值观的引导作

用；三、受众群体的接收度也逐步发

生改变，由原来的单一追求视觉体验，

更加注重影视作品的内涵；四、文化

承载和传承更加突出，影视作品不止

关注于娱乐性、大众性，更在此基础

上起到了承的作用。 

3 影视作品和主流意识形态教

育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运动100周年

纪念上曾讲到：“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

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

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而青年人的理

想信念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不断感

染与灌输的，少年强则中国强。从电影、

电视剧、到现在的综艺节目对于青少年

的整体行为是有深刻影响的。影视作品

中类型各异受众群体年龄段不同所关注

的影视作品类型也有所差异。在影视作

品中一直有一个主旋律不论是在什么时

期或者是哪个国家都有所体现,就是爱

国主义教育。因为影视作品带有浓厚的

趣味性，可以增加青少年的观看意愿，

从潜意识中向青少年灌注爱国主义教

育，逐渐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爱国主

义意识。 

4 现阶段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

方式和手段 

4.1发挥高校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的重要作用 

中国有句古话“文以载道的内涵”，

通过“文”来揭示”道”。在大学阶段，

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形成和

树立时期，高校是思想传播的重要场所，

它肩负着对青年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

教育工作。作为高校不仅要培养学生较

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更要着手从

思政教育工作，来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信息爆炸的年代，

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倡

导民族精神，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在学生

中扩大。 

4.2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

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作为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高校要深刻

把握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

努力构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新生

态，开辟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新境

界。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主阵地

功能，做好高校思政教育应从以下几点

着手： 

（1）课程内容不断更新完善，做到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生制宜。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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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丰富课程内

容。 

（2）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思政教育

的质量。时代在改变教学对象在改变，

学生的思想也发生着转变，作为高校思

政课教师应当与时俱进，完善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不单是传授知识，更要做到

思想上的引领。 

（3）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的素质和理

论素养。树立大局意识，国家意识，坚

定职业自信，具备很强的政治意识，责

任意识，陈地意识和底线意识。 

（4）增加实践教学，注重组织社团

活动，进行影视作品清单列举，加强社

会主流意识引导，根据不同时间地点，

组织学生进行统一观影，撰写观后感以

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5 结束语 

通过影视作品中正面人物的优良品

质和行为影响受众者的品德是一种潜移

默化的方法，思想教育不仅是从学校和

书本中习得的，更是从生活中，文学作

品中、影视作品中潜移默化习得的，从

而形成社会主义主流意识。网络多元化

的发展，增加影视作品的传播途径。电

影具有趣味性、时间短、内容紧凑等特

点，更加吸引了青少年的眼球，通影视

作品达到隐形性的传播和教育功能。国

家应对影视作品生产进行规范化，建立

健全引导和监督制度，完善影视作品的

监督体系。引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提高质量，把用心用情作为

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艺术创作者要正确处理艺术性与商业性

的关系，在考虑市场价值的先要自觉坚

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

养，加强思想积累等，认真严肃地考虑

作品的社会效果。学校应该承担起自身

责任，增强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文化的引

领，终止把“为谁培养人”与“培养什

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作为高校

工作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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