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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一小学举行赛诗会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抵御雾霾……

精彩导读

学配音、学导戏，玩得开心更学得入神

日
前，上海电影博物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小学员——张江高科实验小学的同

学们。同学们有的学配音，有的学拟音，有的学导演，玩得不亦乐乎。原来，这

是浦东新区影视教育的现场教学活动。浦东新区今年被国家教育部定位为全国中小学

影视教育实验区。当天，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领导一行，饶有兴趣地观摩了小朋友们这堂

生动的影视教育课。

记者 曹莹 摄影报道 

课堂搬进电影博物馆

三楼的配音室里，五年级3组的同学

正在给《功夫熊猫》里的大宝配音，一声声

几可乱真的大宝吃师傅拳头时的惨叫声

让同学们乐得前俯后仰；隔壁房间里另一

组同学在镜头前模仿蝙蝠侠叉腰仰头，传

感器把同学们的动作捕捉出来，与屏幕

里的背景合成为电影画面，突然画风一

转，蝙蝠侠学起了孙悟空抓耳挠腮，又引

来一阵哄堂大笑；更有同学现场拜师动画

片导演，团团围坐在导演叔叔身边，认真做

着笔记，学习怎么导演一部动画片。

在“影视制作探究”课程教育区，学生

们和师长们在电影道具、拟音区域、剪辑

区域一起体验；在“影视体验”互动区，语

言跳跃、配音展区、光影长河等不同活动

区让大人小孩一起感受电影艺术的魅

力；而小记者社团的孩子们正在开展主题

探究活动，他们手拿一张张任务卡，认真

地探寻着答案；还有写生社团同学们的主

题写生活动、“卡通形象”设计活动……

边学边玩兴致高

像张江高科实验小学这样在学

生中进行影视教育的学校在浦东还

有很多。当天，参加观摩课的还有来自

浦东莲溪小学的王槿老师。莲溪小学

也是一所在影视教育上具有丰富经

验的学校。

据王老师介绍，“影视配音”活

动是该校“影视文化教育”的特色项

目。以“‘阿拉上海人’影视配音”为载

体，融入上海少年喜闻乐见的沪语特

色，运用形象生动的影视手段，通过

模仿、改编、创编等形式，引导学生自

觉走进经典国产影片。

王老师向记者透露，在莲溪小学

每周一的社团课上，孩子们在老师们

精心设计的“单声道课堂”、“咿咿呀

呀课堂”、“栀子花课堂”课程中，通过

影视配音活动，孩子们的内心感悟自

觉流露，也培养了一定的审美情趣，对

艺术也充满了向往。

一位平时性格文静、说话甜糯的

同学，在《小兵张嘎》配音活动中，挑

战反串性格刚强的小英雄嘎子哥成

功。也有同学将《夜莺》中的经典对

话片段，改编成了“拜寿”对白，活动

中百岁老人们听了开怀大笑。每次活

动结束，孩子们还会实时爆发出许多

金点子，几年来，影视配音活动受到

广大师生的欢迎，受到了街镇的一致

好评，特别在每一次的社区共建活动

中，孩子们的配音作品，深受社区老年

人的欢迎。

“阿拉”配音新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