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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05年拍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1955年开始筹备建立电影导演教育教学的专门机构，中
国电影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电影作品。
创作了这些电影作品的导演，基本上是靠创作实践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专业化、规模化的高等教育教学方式，逐渐成为培养电影导演人才的重要途
径。
　　1956年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垄断了中国高等教
育承担的电影导演教育教学领域。
总结与梳理它在筹备、创建、停滞、恢复、改革与发展各阶段的历史，探讨电影导演教育教学在艺术
人才培养中的规律和经验，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电影导演教育教学创建时期，完全照搬苏联的分科教育模式，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都实行严格的
学年学时制。
在当时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1.9%①的情况下，全国本科教育阶段的精英培养目标成为必然的选择，电
影导演的专才培养自然也不例外。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才培养的计划性体现在毕业生基本上都分配进入专业对口的电影制片厂。
这种从招生开始到毕业分配为止的计划教育体制，使毕业生离开学校后直接进入生产第一线，得到了
理论联系实际的再学习机会。
又经过“文革”前后十多年的历练，最早接受专业教育的毕业生终于获得导演资格，他们用别样风格
的电影作品，冲破了意识形态观念对电影创作的禁锢，创立了“学院派”品牌，在中国电影史上被称
为“第四代”导演。
对他们成才过程的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培养、电影制片厂体制的实践机会以及“
文革”岁月的人生磨练，共同构成了“第四代”导演的成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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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计划经济时代，专业淘汰与精英教育是一体化的措施。
但是85班试行的“二·四”制改革，使专业淘汰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在1987年王伟国副院长的教学改革总结中，强调了“‘二·四’制的的核心是选优。
要使中国电影艺术达到国际水平，就要造就一批优秀的电影艺术家。
电影学院则是培养优秀的电影创作人才的重要基地。
电影艺术要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要造就一支品学兼优的创作群体，他们热爱电影事业，思想敏锐、精
通本专业的技巧。
经过‘二·四’学制两年为一阶段的选拔，将一批相对来说更为优秀的学生留下来继续学习，就为进
一步选拔优秀人才打好基础。
这些学生再经过二年的专业训练和其他知识的学习，他们将脱颖而出，较快地能从事影片的各个专业
的创作任务”①。
我们注意到，王伟国副院长的表述中，强调的是选优而不是淘汰。
　　在专才招生、分科培养的教育体制下，专业淘汰是导演教学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人才选拔机制。
苏联导演、教育家C.格拉西莫夫向学生强调了淘汰的必然性：“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学习。
如果你们没有主动性，没有积极的求知欲，那么，学习不好，干脆除名就是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学年将是一个考验阶段。
一年级之后就可以看清你们中间谁愿意学，谁不愿意学。
不愿意学的我们就请他走。
我们在考试这个不很长的阶段对你们进行了观察。
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能了解一个人的。
我们要用一年的时间来了解你们。
一年结束时，当我们最终搞清楚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之后，我们就要进行严格的、公正的全面衡量。
只有那些愿意工作而且能够工作的人才能留下来”②。
由于招生考试时间短，对考生的判断可能有失误，这是电影导演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因此有
必要用专业淘汰制的方式进行人才再选择，及时修正人才选拔出现的失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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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影导演教育教学史》由杨琳所著，新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
果。
恢复对学校培养电影导演正常的期待值，使电影导演教育教学的目标回归到它可能达到的高度，用符
合艺术人才培养规律的标准，客观地、科学地评判电影导演教育教学的得与失，是本书教学研究的宗
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电影导演教育教学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