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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教学思路

电影大师研究是广播电视编导学科的基础课程，同时也是本专业最后一门影

片分析类课程，总学时：32 学时。本课程以电影导演讲解和作品分析为主，通

过对欧洲、美国、亚洲三地不同导演的选取、讲解，让学生更好的的理解大师作

品中的共性和个性，掌握大师作品的叙事风格，表现特色等，帮助学生提高影视

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艺术修养和分析评论能力。并且希望学生可以结合相关课

程，能从更深层次上运用从电影大师以及优秀作品中学到的方法，进行自己独立

的影视创作。

在疫情期间，本门课程主要采用线上理论教学、线下观影、建群讨论

等方式，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除了钉钉直播，还利用其他学习渠道，

如电子书籍、慕课等形式辅助教学，通过学生连麦讨论、上传平时作业等

多种形式检验学生接收吸纳知识的真实情况。经过反复磨合，我们发现线

上教学其实可以给我们的课程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二、教学内容

电影大师，首先会给学生介绍不限于导演、制片、编剧、演员、摄影师、美

术师以及电影音乐等方面的前辈，让学生认识到对电影工业各个部门能起到带头

作用的出类拔萃者都可以作为电影大师研究的对象。

就导演而言，根据电影史的发展脉络，以及电影区域文化的特点，分别选取

欧洲、美国以及亚洲三个地域的代表导演，分别分析他们作为银幕精神和艺术标

杆的个性与共性。从各个导演对本民族电影的繁荣作出的贡献、在电影某一发展

阶段起到的领军作用、对某一电影学派起的领导作用、影像中展现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以及创作理念的独特性和艺术风格入手，结合观看、分析大师影像，提



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审美能力、鉴赏能力，锻炼学生对影片拍摄、影片使用技巧

等的运用，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影片、思考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实施过程

（一）教学手段选用

1.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自我提升，听慕课、公开课。

2.学术期刊、论文



3.纸质书籍

4.重要理论整合

（二）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通过钉钉直播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

大师代表作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初步了解电影大师的艺术标准，从而对

这门课程产生兴趣，并且能找到自己最有感触的的导演风格。

2.课程教学：通过课件讲解、影片片段解读、连线互动、群内讨论等

形式完成教学。

（1）钉钉直播



（2）和学生共同完成知识点总结

（3）连麦互动

（4）群内讨论



（5）笔记查看

（三）课程作业

1.课堂作业：根据课上对不同导演的风格、主题、电影语言的讲解，

选取自己喜欢的导演，以 ppt 的方式对其进行脉络的梳理。

部分课堂作业展示



2.结课作业：在给出的导演列表中，任选一位导演进行全面分析。

（1）分析导演的生平以及他不同时期风格手法的相似点和转变。

（2）分析某位导演其中一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情节设置特点和人物设置特

点、视听手法等内容，总结导演的个人风格和特色。

（3）分析导演的其他作品，从视听语言和其他方面着手，分析这些影片的

相似的手法和风格。

（四）课程成绩设置

平时考核：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具体：课堂提问、作业、拉片笔记等。

期终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60%。以影片分析报告的形式结课。

四、教学效果反馈

电影大师研究是影视编导专业最后一门影片分析性课程，也是对以往影片分

析类课程的再一次梳理、归纳和总结。课程刚开始，发现在同学们身上普遍存在

的一个问题，就是观影量有待提升，根据这个问题，每天下课后都会要求同学们

有方向的进行观影。经过一周的学习，强制观影已初见效果，学生们基本能从作

品中了解导演作为电影创作的核心，对影片整体风格的把握、对叙事语言的创新

以及如何用影像触碰当下。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大部分学生能积极参与到线上学习中，在课上能热

情主动的参加讨论，课下能及时是完成作业并上传，通过作业完成度能及时了解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且能有针对性的进行辅导，保证学生在后面的课程中吸

收更多的知识点，并以较高的水平完成结课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