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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微電影在青少年
品德教育中的應用

微革命”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流

行的文化標籤，微電影、微博客、

微小說、微攝影、微訪談、微旅遊等碎片化的

文本形態不斷湧現，而且花樣繁多，擠進日常

生活的各個縫隙與角落，顛覆了人們傳統的生

活方式與認知方式。在這裡，“微”不是弱小，

不是卑微，不是隨便可以忽略的東西，“微”

是一種精妙，是一種文化，是一種強大到足以

改變世界的力量。

正如一句響亮的口號：“這個時代流行微電

影”。對於最貼近於時代前沿的青少年學生而

言，流行文化是他們知識、力量與快感的重要

來源，如果教育者忽略了這些由學生自身擁有

的文化與社會形式，或者拒絕去了解這些文化

形式，便限制了真正去了解學生如何經由日常

生活的經驗去連結和建構人生價值和道德觀念

的可能性。本文正是基於這個背景來探討微電

影在青少年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微電影的概念與特徵
作為傳統電影和網路視頻短片結合的衍生

物，業界對於微電影的定義十分模糊，也出現

了多種說法，但主要突出了“微”的特點，一

是微時放映，區別於傳統電影動輒一個多小時的

長度，微電影短則幾分鐘，長則二三十分鐘；二

是微製作，微電影的“微容量”決定了它不必像

傳統電影那樣耗時耗力，投資少，進入門檻低，

參與者不乏草根一族；三是微平台播出，區別

於傳統電影的影院模式，微電影大多在網路、

手機等多媒體移動視頻平台播放，更加貼近普

通大眾，普及度遠遠大於普通電影。

在“微”的基礎上，微電影還衍生出兩個

特點：

一是故事性強，有感染力。由於微電影對時

間和容量上的限制，使得微電影在內容的要求上

比普通電影和網路視頻來得更高，情節和故事更

具設計性，從而突破了一般影視作品“高高在

上”的姿態，同時，微電影的製作一般取材於

普通和現實生活，在影視效果上更具感染力。

二是互動性和參與性增強。微電影是Web3.0

時代的產物，大多以網路為平台，這就大大增強

了其與觀眾的互動與交流。線民對微電影劇情的

點評和參與可以影響微電影的市場佔有率和點擊

率，有時候甚至能夠左右微電影的劇情的發展。

同時，微電影在SNS社區、 微博等其他網路交流

平台中，借助於分享、轉載等多種傳播形式，進

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和傳播速率，也進一步增

強了觀眾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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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電影在青少年品德教育中
的積極意義

由於微電影的這些特點，在青少年品德教育

中，如果能夠因利勢導，順勢而為，將能夠發揮

積極意義。具體而言，微電影在青少年品德教育

中的積極意義體現在：

（一）	微電影能夠增強青少年品德教育

的感染力

長期以來，青少年品德教育缺乏能夠感染教

育對象的內容與形式，單一的理論灌輸和機械

的實踐模仿難以對青少年的品德發展起到持久

的促進作用。微電影的形式和內容能夠切合當

前人們的日常生活，並能夠以細眾化的方法對

特定人群進行個性化和針對性的教育，從而增

強青少年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二）	微電影能夠增強青少年品德教育

的滲透力

當前，青少年對於網路視頻的偏愛遠超過傳

統電視節目，微電影能夠利用博客、微博、SNS

社區、MSN、QQ、Facebook等多種網路應用程

式和軟體進行傳播，其受眾已經超越了人們對

於網路各種媒體的偏愛，在微電影中達到共識，

從而大大加強了青少年品德教育的滲透力，青少

年的品德教育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三）	微電影能夠擴大青少年品德教育

的養成

新媒體又稱第四媒體，是微電影所搭載的

平台，包括網路視頻網站、手機、電子移動終

端設備等。隨着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新媒體

正在成為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

是對於年輕人來說，新媒體正在廣泛而深刻地

延伸在他們的生活中。正是借助於新媒體的這

些功能，微電影能夠為青少年品德教育搭載平

台，對青少年的行為習慣和道德觀念起到引導

與促進作用。

（四）	微電影能夠提升青少年品德教育

的主體性

在新媒體環境下，青少年不僅是媒介資訊

的消費者和使用者，也是媒介資訊的創造者和

發佈者。微電影由於其進入門檻低，製作成本

少，為青少年成為微電影的創作者和發佈者提

供了可能，在製作和創作微電影的過程中，青

少年的價值理念和品德觀念都將得到極大的促

進與提升，從而大大提升了青少年品德教育的

主體性，通過舉辦青少年微電影創作大賽等活

動，增強青少年品德教育的實踐性與有效性。

三、微電影在青少年品德教育中
的潛在風險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將微電影

應用於青少年品德教育中，也存在許多潛在的

風險，作為新生事物，微電影在發展過程中還

很不成熟，很不規範，特別是當前微電影已經

成為各大媒體進行品牌推廣與活動行銷的拳頭

產品，為了擴大影響和爭取注意力資源，各大

媒體公司紛紛重拳出擊，推出精心策劃的系列

微電影，旨在有意製造話題與事件，使得微電

影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行銷策略，在這種情況

下，如果對微電影不加辨別和分析，對青少年

接觸和使用微電影的行為不加以引導與指引，

非但不能夠促進青少年的品德教育，反而會造

成青少年價值與是非觀念的模糊與混淆。

當前，加強微電影在青少年品德教育中的應

用，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兩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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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意義”比“有意思”更重要

在娛樂至上的新媒體文化環境下，人們主動

追求快樂和愉悅、把握“幸福指數”主動權的

感性訴求往往比理性思考更為強烈，出於商業

價值考慮的微電影在內容推送上，往往對“有

意思”的關注高於對“有意義”的關注，這是

和青少年品德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馳的。需要加

強對青少年如何選擇微電影進行指導，將微電

影的教育意義而不是娛樂意義放在首位，對於

青少年品德教育而言，“有意義”遠比“有意

思”來得更為重要。

（二）警惕速食文化的氾濫

速食文化的氾濫是當前快節奏都市生活的現

實反映，微電影適應了現代生活的快節奏和短暫

的休閒娛樂的時間特性，為人們放鬆心情、緩

解壓力提供了娛樂的平台，但同時也暴露了微

電影所附帶的速食文化的不足。速食文化加劇

了思維過程的表面化，導致青少年的精神狀態

處於一種亞健康狀態，缺乏對事物內涵與韻味

的理解與體驗，不願進行深入的思考，個人的

思想境界和修養水準很難得到提升。因此，加

強微電影在青少年品德教育中的應用，並非將

微電影作為對青少年品德教育的唯一途徑加以

實施，還需要和其他品德教育活動與形式結合

起來，才能真正促進青少年品德教育的有效性。

四、微電影在青少年品德教育中
的應用建議

基於上述正面和負面意義的闡述，本文對微

電影在青少年品德教育中的應用有如下建議：

第一，微電影在青少年品德教育中的應用猶

如一把雙刃劍，需要予以具體的分析。

第二，並非所有微電影都能用於青少年的

品德教育中，微電影的教育意義是衡量的唯一

標準。

第三，需要加強專題性教育微電影的創作與

傳播，形成教育微電影資源庫。

第四，青少年可以成為教育微電影的創作主

體，並在教育微電影的創作過程中達到品德教育

的目的與效果。

現任職於廣東省中山市教師進修學院，教

育學博士，講師。

朱 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