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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伊朗儿童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备受欢迎，其成功之处在于其先进的教育理念，浓厚的文化思想，精妙的艺术手法。本

文通过对伊朗经典儿童电影优秀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其在教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等方面具体特点，以此思考中国儿童电

影，从教育价值导向、社会文化传递、艺术手法表达三个维度探索中国儿童电影创作路径，以期中国儿童电影回归本位，真正促进

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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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anian Children’s film ar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film market. Its success lies in advanced
educational concept, strong cultural thoughts, and subtle artistic techniqu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cellent
cases of Iranian classic children’s films, and analyzes it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educational value, culture
value, artistic value and so on, in order to get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s
films.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a creative path of Chinese children’s films from three dimensions: educ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social culture transmission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expecting to make contribution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film, and thus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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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电影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儿童

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启蒙作用。优秀的儿童电影能

不断开启儿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哲学旅程；启发

儿童对世界进行思考，拓展儿童思维，激发儿童情

感，使他们在观看欣赏电影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

我［1］。现在各国优质的儿童电影可以说数不胜数，而

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却举步维艰。中国儿童电影要

取得更大发展，需借鉴他国优秀儿童电影的成功之

处，积极创作适合中国儿童的优秀电影。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因有很好的经济文化基础，能创作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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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力的儿童电影。而伊朗是一个经济落后、综合

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却在条件艰难情况下创作出世

界认同的优秀儿童电影，必然有其独特之处。

一、伊朗经典儿童电影概况

伊朗是一个神权共和国体制的宗教国家，以伊斯

兰教为主要宗教。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教规和伊朗人

民传统守旧观念的影响，伊朗电影创作受到了一定的

限制，整体发展不太好，但其儿童题材电影作品却在

国际电影市场中占有一席之位，取得很大成功。

二十世纪末，伊朗儿童电影步入了黄金发展时

期，在各种电影节上获得奖项的就有两百余部，其中

一部分优秀影片在不同的电影节上屡屡收获大奖。

如表1。在伊朗因拍摄优秀儿童电影而被世界所熟知

的导演有马吉德·马吉迪、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贾

法尔·帕纳希等著名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导

演的代表作《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为伊朗儿童电影打

开了迈向世界的大门；马吉德·马吉迪导演的多个作

品也在国际影坛获得嘉奖，其主要代表作品有《小鞋

子》《天堂的颜色》《手足情深》等。伊朗儿童电影能参

考儿童的现实生活，体现为从儿童自身角度出发、遵

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采用纪实手法、充满了人文关

怀等特点，使得伊朗儿童电影得以迅速发展，得到国

际影坛的认可。

二、伊朗经典儿童电影价值分析

（一）先进的教育观念

1. 从内容思想来看

伊朗儿童电影能得以在世界绽放，离不开伊朗儿

童电影对儿童观的展现。伊朗儿童电影以平等的视

角表现儿童现实生活，尊重儿童个性，承认儿童独立

人格，所展现的是儿童本位的观念［3］。影片《小鞋子》

中阿里丢失了妹妹的鞋子，因为害怕被骂而与妹妹轮

流交换穿鞋，直到影片结束阿里和妹妹也没向父母坦

白鞋子丢失的事实，在大人来看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

不对的，而导演却没有在影片中对于这种行为给予纠

正，而是尊重孩子内心的想法，纵容这种“幼稚”的行

为，在影片快要结束时，阿里参加长跑比赛想获得季

军以赢得一双鞋子，但是，却获得了冠军，在成人的观

念中第一名是最优秀的，而天真无邪的阿里却因为赢

得鞋子的愿望失败而伤心哭泣。这种安排尊重了孩

子的心理特点，阿里没赢得鞋子而产生失望和伤心的

心理状态是合情合理的。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阿哈玛德不小心把同

学的本子带回了自己家，因为担心同学会写不了作业

而被退学，故无数次奔波寻找朋友内玛札迪的家。在

大人看来，作业本拿错只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第二

天还给同学就可以了，但是在孩子心中，这是十分重

要的事情，导演显然也读懂了孩子心中无小事的特

点，充分地将归还作业本这件小事拍摄的平淡但出

彩。阿哈玛德一个人反反复复地奔跑、询问，从白天

找到夜晚，在寻找的路上阿哈玛德遇到牛、狗等动物，

他并没有勇敢无畏的走过去，而是有些害怕的同时寻

求时机迅速离开，这些细节是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

更显真实。笔者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遇到狗也会十分

害怕，每次都是要么避开，要么憋着一口气害怕的快

片名

何处是我

朋友的家

手足情深

水缸

白气球

继父

小鞋子

天堂的颜色

导演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马基德·马基迪

伊伯谦富鲁撒殊

贾法尔·潘纳西

马基德·马基迪

马基德·马基迪

马基德·马基迪

主要获奖

1987年德黑兰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198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

1989年洛迦诺国际电影天主教人道精神奖——特别奖

1992年戛纳影展导演双周展映

1995年第四十七届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大奖；1994年第十八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

影节大奖
1995年戛纳导演最佳影片奖；1995年戛纳一类最佳影片金奖；1995年国际评论

家协会奖
1996年伊朗影展最佳影片；1996年圣萨巴斯廷评委会奖；1997年塔尔维亚最佳

影片
1997年蒙特利尔最佳影片；1997年法兰克福儿童节最佳影片；2000年获得奥斯

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9 年蒙特利尔最佳影片

表1 20世纪末获国际电影节重要奖项的部分伊朗儿童电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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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经过，直到离开一小段距离，才敢从容的行走。也

正因为伊朗儿童电影所展现的儿童本位观念，让伊朗

儿童电影简单的故事内容却有深刻的意义。

2. 从创作手法来看

伊朗儿童电影对小演员的表演指导体现出尊重

儿童天性，以游戏活动来展现儿童真实生活。儿童电

影最大的艺术就是要展现儿童的童真，而童真的表现

需有游戏的元素来呈现，马基德·马基迪作为伊朗儿

童电影的领军人物，所拍摄的儿童电影大多选用非专

业演员，就是考虑到儿童电影的本质，不能过于专业

化和艺术化。他想将非专业演员的儿童最真实的一

面展示出来，才能契合儿童的真实世界。在一次专访

中马基德·马基迪分享了他指导儿童表演的诀窍，即

抓住儿童喜欢游戏的特点，让孩子尽情游戏。首先，

融入儿童生活，关注儿童的兴趣点，消除陌生感；其

次，让儿童与拍摄器材、拍摄团队做游戏，习惯摄像机

的存在，尽情展现自我；再次，将整个拍摄工作当做一

场游戏来进行管理［4］。正是马基德·马基迪导演对儿

童生活的深入观察，才能挖掘出众多反映儿童现实生

活的素材，他充分认识到儿童游戏性的心理特点，以

游戏的方式与儿童相处，将拍摄工作作为游戏，让儿

童在其中能表现最真实的自我。

3. 从观众群体来看

伊朗儿童电影并不是只能吸引和打动儿童，对于

成人同样有吸引力。同一部儿童电影，成人和儿童所

看到的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儿童观看电影，体会故事

中主人公的经历，被精彩的情节和清新简约的画面吸

引，被故事的正能量所打动；成人则通过观看儿童电

影，了解和认识儿童内心的真实世界和想法，反思自

己的教育方式。如，观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认识

到大人眼中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对孩子来说却是最

重要的事情，从影片中阿哈玛德多次询问大人被无

情拒绝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很多时候当孩子真心想

要与我们交流时，成人何尝没有因为聊天、玩手机等

原因忽视孩子的想法，久而久之孩子便不愿与我们交

流了。

（二）浓厚的文化思想

1. 作品内容本土化

一部合格的电影应该对美学特征和文化价值有

所展现，作为儿童电影，其内容应格外关注电影所传

递的社会文化。儿童通过观看电影，了解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自然风貌和文化特色，不断打破儿童已有

的认知经验，丰富儿童的社会文化经验，增强其文化

底蕴，促进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伊朗儿童电影中展

现了伊朗的社会状况，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木

门的淘汰和铁门的流行反映了当时正面临乡村文明

垂老不堪、工业文明逐渐崛起的伊朗。影片中很多孩

子上学的路程遥远导致迟到，放学回家后小朋友帮大

人干活的场景也不少。影片中还展现出伊斯兰教的

文化，在伊朗儿童电影中可以看到女子的着装几乎是

全身包裹住的，伊朗对男女关系有严格的限制和规

定，设立了专门的男子学校和女子学校，可以看到《小

鞋子》中阿里和妹妹并不是在一同所学校上学；《何处

是我朋友的家》影片开头便是在教室内的场景，教室

里也全都是男孩；《小鞋子》中阿里的家庭买一双鞋都

很困难，但无论生活多苦，依然用行动遵从内心的信

仰，这一点从父亲回答莎拉说：“那些糖是清真寺的，

不是我们的”便可以看出。鱼在伊朗文化中是一个重

要的元素，代表生活和生命力，《小鞋子》结尾的一个

镜头是阿里把脚丫子放进水池里，金鱼亲吻阿里的脚

丫。在伊朗的新年仪式中都要摆七仙桌，其中有一个

就是金鱼，导演通过金鱼寄托美好的愿望，寓意苦难

生活中依然向往美好。可以看出，伊朗儿童电影对伊

朗本土文化的宣扬是比较到位的。

2. 影片思想多元化

伊朗儿童电影的又一价值体现在影片思想的多

元，以贫穷苦难的生活为背景围绕亲情、友情等主题

展开，反映人性的真、善、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展

现了阿哈玛德善良、勇敢的品格，将儿童间纯洁的友

谊体现的真实而可贵。《天堂的颜色》展现的是盲童穆

罕默德与奶奶和姊妹间的血缘亲情，盲童对世界善

良、乐观的态度令人感动。《小鞋子》展现了阿里与妹

妹之间的感情以及阿里争取一双鞋子的过程，真实地

反映了在这种生活状况下孩子的真实内心，将孩子的

善良、亲情的真挚展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引起观众共

鸣与深思。儿童感知影片思想，体会故事主人公的情

绪情感，有利于强化儿童合作、分享、帮助等行为，促

进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故事主人公坚强勇敢、坚持

不懈的品质有利于儿童问题解决能力的提高，良好道

德品质的培养，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三）精妙的艺术手法

1. 叙事结构方面

陈丽，辛均庚：伊朗经典儿童电影价值分析与借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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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儿童电影多采用因果式线性结构，因果式线

性结构有两个要义：一是指叙事结构模式主要以因果

关系推动情节的发展；二是指其叙事线索以单一的线

性时间展开［5］88-90 。单线性的因果叙事以单一的线索

展开，便于儿童理解，又有完整的结构，清楚地交代了

故事的起因、经过、高潮和结尾，对儿童口头叙事和书

面叙事的完整性、逻辑性、层次性的提高均有一定价

值。同时，伊朗儿童电影偏好重复叙事的方式，在重

复中自然推动情节发展，由此可启发儿童如何用简单

的方式去表达深刻含义。

如，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以阿哈玛德错拿同

学的作业本而寻找朋友归还作业本的因果线索展开，

重复叙事的方式在电影中也十分明显，询问—赶路—

询问—赶路，不断重复的同时推动剧情发展。《小鞋

子》也有重复叙事的特点，以丢了鞋子而找鞋子的因

果关系为故事线索展开情节，找到希望到希望破灭，

重拾希望到再次希望破灭这样一种重复的方式，将故

事讲得简单却生动，同时，贴近儿童现实生活，体现出

温暖的人文关怀，处理方式既简单又高明。

2. 结尾处理方面

漂亮的结尾处理是伊朗儿童电影取得成功的重

要因素，伊朗儿童电影结尾多样化，有利于儿童思维

能力的培养。部分影片封闭式结尾的处理，让人感觉

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为儿童展现了现实生活与艺

术的完美融合方式。开放式结尾给观看电影的儿童

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认知

对故事进行分析，进而对结尾进行判断，有利于儿童

发散性思维培养，树立问题意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

力，促进儿童自主性发展。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结尾的处理出乎意料又在

情理之中，一般会假设两种情况：一种是阿哈玛德最

终没有找到朋友的家，这是最真实的情况，也是最正

常的逻辑；一种是阿哈玛德幸运的找到了朋友的家归

还了作业本，这样的结尾符合观众的期待，但导演对

结尾处理的方式更加巧妙，阿哈玛德虽然没有找到朋

友的家，但是却帮助朋友写好了作业，让朋友免受老

师的责罚，情理之中又升华了主题。

影片《小鞋子》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伤心的阿里坐

在水池边发呆，父亲推着自行车回家，单车后座上隐

约有一双粉色的鞋，影片结束，阿里和妹妹有没有得

到鞋子是未知的。还有，《手足情深》中的兄妹俩最后

是否找到了对方，结尾处也并未给出答案。《天堂的颜

色》采用的也是开放式结尾，影片最后的镜头是父亲

抱起儿子，孩子的手指轻微颤动，影片结束，这样的结

尾处理方式有着多重意义，首先留给观众更多思考空

间，盲童究竟是生是死？如果是生，为何有金色的光

照射过来，因为当祖母去世时祖母脸上逐渐变亮，金

色的光代表天国的光，是来自天国的救赎；如果是死，

为何手指还有轻微颤动？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

法。另外，结尾也再一次升华了主题，盲童在影片中

代表着爱与需要，影片最后父亲的后悔代表着盲童的

使命已经完成，违背了爱的父亲最后摒弃邪念，再次

体会到爱的重要性，因此，盲童的生死某种意义上也

并不是十分重要，因为主题彰显，使命已达［6］。

3. 视听语言方面

电影的视听语言都有其独特用意，无论是镜头运

用、场景调度，还是画面构图、色彩及声音的运用，都

包含着创作者的用意，或推动剧情，或树立人物性格，

或表达主题。儿童电影中视听语言的感受与理解有

利于促进儿童发现、感知、欣赏、评价美的意识与基本

能力的发展。

如，伊朗儿童电影纪实性的长镜头运用，让观众

感受到清新质朴的简洁美。生活中能看到的美大多

是光鲜亮丽、显而易见的，而伊朗儿童电影简单的长

镜头和简约的构图方式让儿童感受到生活中那些容

易被忽略掉的美，启发儿童只要善于观察和发现，生

活中处处是美好。例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影片中

被社会发展所淘汰的雕刻木门在夜色下却格外温暖

美丽，反复出现的之字形道路使得简单的画面多了层

次感。阿哈玛德在贫瘠的山坡上奋力奔跑的场景用

长镜头结合大远景镜头，使得阿哈玛德的身躯更为娇

小，由此观众将感受到大自然的浩瀚与人的渺小，体

会到阿哈玛德找不到朋友时的无助心理状态以及坚

毅和执着的精神。

色彩运用方面，影片《天堂的颜色》则十分成功，

不仅体现在画面的美感，更重要的是通过色彩表现深

层次的寓意。如，运用色彩，描写不同人物内心。用

明亮和灰暗的色调暗喻人物不同的内心环境，穆罕默

德的内心丰富而明亮，因而影片中都是用温暖明亮的

色调表现穆罕默德，对于内心自私而阴暗的父亲，则

是多用黑、白、灰等暗色调来表现［7］。运用色彩，点明

主题，主人公是个盲童，而影片却展现了多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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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运用色彩告诉观众，盲童眼睛看不见颜色，但心

里感受到世界是多彩的。如，盲童穿的三套衣服颜色

分别为红色、黄色和蓝色，红、黄、蓝是三元色，其他的

颜色都是从这三种颜色变化而来，用这三种颜色代表

天堂的颜色。这种通过色彩来刻画人物内心、表达主

题的方式，有利于儿童通过艺术作品发展对无限丰富

的感性世界和它丰富意蕴的感受能力与表达能力［8］。

如进一步理解色彩的含义，学会通过冷暖色调表达不

同的寓意，用红色代表热情，绿色代表生机与活力，蓝

色代表冷静，灰色代表冷漠，黑色代表黑暗等。

总体而言，伊朗儿童电影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在

于，有正确的儿童观，尊重儿童的个性与天性；立足于

本土特色文化，传达出伊朗人民对于生命的热爱，从

中寻找和发现人性之美［9］；用简洁的试听语言，去表

达和反映影片背后丰富而深刻的意义，呈现出哲理

性；受众全龄化也是伊朗儿童电影成功的一大原因，

以儿童的视角去观察和反映成人的教育观，反映伊朗

的现实生活，不仅使儿童有所得，更让成人有所思，其

价值是多元的。

三、伊朗儿童电影对中国儿童电影的启示

（一）中国儿童电影现状

在世界儿童电影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中国儿

童电影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却令人有些担忧。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电影迎来了辉煌的时期，此

后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却有些停滞不前。中国儿童

电影目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作品所表达的儿童观

滞后，多以成人的角度讲述儿童故事，说教性过强，传

递输入型的教育理念，未能以儿童为本位、以游戏为

方式寓教于乐促进儿童发展；其次，艺术性与教育性

关系把握不当。过多追求教育价值而忽略艺术价值，

违反了艺术教育注重的是潜移默化和寓教于乐的艺

术规律, 忽视了艺术教育的审美娱乐功能［10］；再次，

量虽多而质堪忧，作品主题及内容过于简单，不利于

儿童发展。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系列的大

电影，被批内容弱智、镜头暴力，影响儿童身心健康。

还有因真人秀火了后而拍摄的电影，如，《爸爸去哪

儿》都更多停留在表面意义，只发挥了娱乐功能，无深

层次价值。另外，中国儿童电影未形成自己的特色，

更多的是照抄照搬他国儿童电影创作模式，缺乏对自

身优势的思考及自身特色文化的挖掘。

（二）伊朗经典儿童电影启示

借鉴伊朗儿童电影的成功，中国儿童电影应立足

于自身特色，寻求适合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模式。

1. 教育价值导向方面

（1）儿童本位的价值观

以马斯洛和罗杰斯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人本主义

心理学，相信儿童与成人平等，尊崇对儿童实行自然

主义教育，并且人本主义认为，每个儿童都具有自身

的潜力，我们应该关注儿童的需要，以儿童为中心顺

势引导，从而使儿童能顺利实现自我的需要。中国的

儿童电影几乎都是以教育为导向，呈现的几乎都是成

人本位的儿童观。中国儿童电影的情节并未反映儿

童的现实生活，而是成人观念下的儿童生活，电影中

的主人公形象通常都是勇敢、聪慧、善良懂事的完美

小孩、小大人与小英雄。

现今全国各地的新课改进行的如火如荼，学校教

育强调要以儿童为中心，儿童电影作为影响儿童的重

要媒介，应紧跟教育改革的步伐，学会站在儿童的角

度，深入观察儿童生活，尊重儿童的天性，将每一个儿

童看成独立而完整的个体，细心感受儿童的内心，变

成人本位为儿童本位，创作真正适合儿童的儿童电

影。另外，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中国儿童电影创作者

要充分认识这一特点，与儿童平等友好的相处，让儿

童在游戏氛围中完成拍摄任务。同时，游戏性还应该

体现在电影的内容中，增加电影的趣味性，也更加符合

儿童的观影取向，让儿童在愉悦的观影氛围中学习。

（2）教育价值的全龄化

新时期以来，国产儿童电影大都以儿童为观众定

位，鲜有适合全年龄的儿童电影［11］。中国儿童电影

未来也应注意儿童电影首先要注重对儿童的教育价

值；其次，还应关注对父母的教育价值，通过观看儿童

电影重新认识儿童，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并且从实

际观看效果来看也应考虑成人的因素，儿童在影院观

看电影时通常都是父母陪伴，如果电影只适合儿童观

看，那么成人的观影参与感也是相对弱的，不利于亲

子间的有效沟通。因此，中国未来的儿童电影创作，

可考虑教育价值全龄化的因素。

2. 社会文化传递方面

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一共分为人文底蕴、科

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六

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人文底蕴素养［12］。艺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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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除了既有的主题表达以外，还应该承担起对本国本

土文化的宣扬，尤其是儿童电影，应让儿童通过电影

感受世界文化，尤其是中国特色文化，奠定儿童文化

基础。

儿童电影应适当反映国情，使儿童了解国情历

史，认同国民身份，具有国家及集体意识，建立国家认

同。这方面可借鉴伊朗儿童电影，以儿童的视角，从

儿童生活小事侧面去反映，绝不能生拉硬拽地输入与

展现。儿童电影主题展现应围绕儿童生活，以“爱”为

中心，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通过友情、亲情的主题，

展现儿童与儿童，儿童与周围世界的互动，培养儿童

诚实友善，明辨是非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儿童自信自

爱、勇敢乐观、善良而坚韧的健全人格。

3. 艺术手法表达方面

中国学生核心素养要求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具

有艺术知识、技能及方法的积累，能在生活中拓展和

升华美。借鉴伊朗儿童电影的艺术表达方式，中国儿

童电影可做以下尝试。

（1）挖掘中国特色艺术

在美育价值功能的实现上，中国儿童电影可深入

挖掘中国的特色艺术，促进儿童美育的发展。如，发

展高质量的美术片，水墨画是中国美术的特色，在电

影中融入水墨画元素可展现中国水墨画虚实相间的

意境以及恬淡幽静的画面，导演也可借助水墨画的语

言来表达影片背后所传递的思想感情。中国传统建

筑的美学特征也别具特色，造型对称、线条塑造、空间

层次布局等都颇有讲究。还有各地区各民族的自然

风貌与人文景观都是值得去挖掘与发扬的。

（2）丰富故事结尾方式

中国儿童电影的结尾总是喜欢以大团圆结尾，单

一性的处理方式显得有些呆板，太多的大团圆结局使

其脱离了现实，使得艺术失去了灵魂。因此，在结尾

的处理上应该更加多元，可多采取开放式结局，这样

的做法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内心所需，而且比给人物命

运直接给出明确的定论和方向更能够引人深思，因为

发人深省，影片才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淡忘。

由此不仅影片艺术性得到升华，也有利于儿童想象创

造力的发展。

相信中国儿童电影只要扬长避短，积极借鉴其他

国家先进理念和经典做法，在科技水平高速发展的今

天，一定能重新创造出优秀的儿童电影，为儿童影视

教育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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