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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新时代劳动教育观影像化传播的新探索
李允超

（苏州科技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山海情》是一部以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电视剧，从影像化传播的角度，拓展了新时代劳动教育观的呈现和传播方式。

本文以劳动教育和传播视角，探讨了劳动教育的影像化表达及其价值意蕴，分析了新时代劳动观教育影像化传播面临的问题，阐述了主

旋律电视剧如何通过影像化传播方式展现新时代劳动价值观，并以该剧为例，探讨了新时代劳动教育影像化传播效能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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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教育持续推进，尊重、崇尚、热爱劳动风气日渐浓厚。

但西方意识形态通过网络、文艺作品等不断消解劳动教育的成果，

在青年一代中产生诸如“不劳而获”等获取财富和美好生活的“捷

径”思维。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反映脱贫攻坚优秀成果，电视

剧《山海情》在浙江卫视、北京卫视等 5 家省级卫视首播，腾讯、

爱奇艺等 3 家网络平台同步播出。该剧讲述了西海固人民响应扶

贫政策号召，完成吊庄移民，在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将风

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反映

出的山区群众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劳动精神令人动容，将脱贫

攻坚中面临的困难、党和政府引领带动、当地群众勤劳致富等以

影像化方式呈现给受众。

一、新时代劳动教育观影像化传播的价值意蕴

（一）影像化传播是劳动精神的日常化表达

国家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和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将劳

动教育放到与德智体美同等高度，要求“五育并举”，高校主动

探索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途径，除开设劳育课程、组织劳动实

践等形式获取劳动教育知识外，影视作品中的劳动教育元素也应

发挥隐形教育作用。海德格尔指出：“从本质上来看世界图像并

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已彻底改变受众的信息获取方式，影像叙事

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认知图式，进入了“世界图像”时代。米歇尔

在《图像转向》文中提出：“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

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

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要把这次转变称作‘图

像转向’。”伴随媒介演变，人们对于以“影像”或“图像”方

式获取知识、娱乐等需求更加旺盛，具象、可视的艺术形象也更

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山海情》没有直接灌输和说教、刻意地煽

情和拔高，而是以诗学手法展现西海固人民改天换地的劳动精神

和脱贫攻坚的创业史，以创新影像化传播方式，打破人们对于主

旋律电视剧宏大主题叙事和说教意味浓重的刻板印象，将劳动教

育理论融入日常生活中，对弘扬劳动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二）影像柔性化传播策略实现隐性劳动教育目的

劳动教育作为教育行为，其本身烙印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

《山海情》在表现乡村振兴成果的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

育价值。影像化的表达方式在传播效率和受众覆盖方面具有传统

文字媒介不可比拟的优势，通过引人入胜的剧情设计，使受众在

观看过程中认同、理解劳动精神的可贵。劳动教育观念并非直接

的宣教，而是以柔性化、场景化的形式传播，表现为：一是注重

挖掘隐藏在文化下内容，以柔和、持久的方式潜入受众头脑，以

达到春风化雨的目的；二是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方式，平

衡叙事与教育的关系，消弭受众对说教意味的抗拒和排斥。叙事

塑造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实现个人价值的原因正是劳动精神的

引领。该剧对劳动场景的大量呈现，刻画了一群满怀激情的劳动者，

给受众带来艺术审美体验的同时，讴歌了劳动精神，深入浅出地

上了一堂生动形象的劳动理论课，营造了尊崇劳动的社会风气。

（三）现实案例激励与榜样形象艺术化增强审美认同

弗洛伊德提出过“认同”理论，罗杰斯提出过“共情”理论，

指“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不必有相似的经历感受，而

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在影视艺术场域中，认同与共情体现为创

作者与欣赏着之间以影视作品为媒介的审美活动中的审美认同。

姚斯提出，作品的意义是读者赋予的，“审美认同是一种审美经

验与主人公之间的互动模式。”当受众以先验经验为期待视野时，

会与主人公之间产生距离远近的拉扯，在接受的过程中产生美觉，

他将审美认同的互动模式归结为：联想式、钦慕式、同情式、净化式、

反讽式。通常，一部影视作品的受众接受模式可能是以某一种形

式为主，多种接受模式共同存在的结果。

1. 依托真实消弭接受鸿沟

不论是虚构的剧情还是真实的故事，在叙事中首先要做到逻

辑合理。而以现实生活的真实案例而创作的《山海情》，其故事

起因背景、具体地理条件、脱贫帮扶的一波三折以及吊庄户坚韧

的品格等都是真实的，容易引起受众的共情和联想。另外，在场

景搭建、服化道等方面均做到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和当地风貌。再有，

该剧演员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角色演绎的立体而生动。

2. 乡土文化引发情感共鸣

费孝通认为，“乡土的美是人的文化，人的美学。乡村中最

珍贵的不是山水田园，而是世代栖居在那里的人。”剧中构建的

乡村关系网中，涌泉村人面临着吊装搬迁、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的难题，面临着生产生活的艰苦探寻，面临着背外出务工的斗争

考验，使得《山海情》的叙事与都市情感剧的对比中，始终蕴含

着返璞归真的韵味。“预先对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

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该剧站

在诗性维度观照历史性，描绘了闽宁村 30 余年变迁的时间跨度，

用平民化视角以小人物周遭的小故事来演绎出时代的大变革。

3. 劳动精神塑造榜样形象

该剧对劳动主题的审美构建，展现出对劳动者的尊重、对劳

动场景的赞美，以及对劳动价值观的认可多个层面，为新时期劳

动美学的荧幕呈现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诠释。首先，以隐性方式塑

造和刻画了一群壮志满怀的劳动者形象，展现大量真实可信的劳

动场面。其次，通过人物形象树立不少劳动榜样，对于社会风气

中的不正之风作出积极回应。最后，关注普通劳动人民精神世界，

以美学手法诠释了劳动最美丽、劳动最光荣。

二、新时代劳动观教育影像化传播面临的困境

新时代传播形势下，劳动教育题材影视作品在创作形式、叙

事手法、传播方式等方面作出许多有益尝试，但依然面临着不少

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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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理论说理与消遣娱乐的平衡性

影视作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需要被受众消费和接受。主旋律

题材影视作品自然追求寓教于乐的至高境界，但实际创作过程却

很难把握。“讲好中国故事”，向社会宣传正确的劳动观是文艺

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严

肃性，劳动教育所倡导的正确劳动观具有逻辑性和说理性。尼尔·波

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中提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

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

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

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影视作品若仅

体现休闲趣旨更容易令受众感到轻松和愉悦，娱乐化、狂欢化的

接受体验也不能够否认其合理性。劳动教育影像化传播很好地解

决了赋予主流价值观趣味性的问题，迎合了当下“图像时代”受

众的认知接受习惯。但从教育意义的完整实现看，含蓄和审美的

表现方式容易使传播主旨被隐匿，剧本的二度创作不可避免地带

有创作者个人烙印。

（二）错误社会思潮冲击主流劳动观认同

媒介从来不是没有立场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以来妄图利用

包裹着意识形态的“亚文化”形式，接近和拉拢中国网民，一些

缺乏政治理论素养和定力的社会成员极易受其影响和侵蚀，导致

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例如，劳动价值取向

问题，不少人产生了厌恶劳动、不尊重体力劳动者、消解劳动榜

样作用以及不重视工匠精神等错误认知，甚至不少影视剧作品，

网络短视频等的故事设计也在替西方错误思潮鼓吹，严重威胁我

国的主流劳动价值观的传播效能。《山海情》叙事设定始终站在

马列主义劳动观立场上，以真实可信的故事、劳动奋斗的榜样激励，

生动鲜活地讲好主流劳动价值观，摘掉了原有农村题材主旋律电

视剧的刻板标签，撼动了错误劳动观及相关思潮的生存根基。

（三）优秀劳动故事叙事策略需优化

目前内涵丰富、叙事合理、表演生动的劳动题材作品偏少。

但将视角放广一些，便可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社会主义建设和

改革历程中，从新时期实现民族复兴、追寻和实现伟大“中国梦”

过程中发掘蕴含劳动精神的故事，这都是新时代进行劳动价值观

教育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山海情》成功不仅因为故事主题深

刻，也是叙事策略优化的结果。叙事策略选择有审美和技术的讲

究，影响着叙事水平的高低和影视化传播效果。受制于严肃题材

和审查制约，主旋律影视剧难免会落入固定化叙事逻辑的窠臼，

容易造成剧情的僵硬、固化，极易引起受众的审美疲劳。如今，

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审美需求不断提升的社会，人们对于

中国优秀故事的需求愈发强烈，而体现劳动最美丽、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光荣的奋斗题材拥有天然优势。因此，应摒弃思维固化，

大胆创新，寻求突破。

三、新时代劳动教育影像化传播效能提升策略

劳动教育影像化传播必须坚持劳动故事的正确价值取向，注

重“道”与“技”的有机结合，同时，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队

伍的政治敏感力和审美能力。《山海情》探索出主旋律题材影视

作品将审美与教育相结合的新路径，对劳动教育等主流价值观的

影像化传播具有启示意义。

（一）“道”与“技”的有机结合

任何艺术形式都依存“道”与“技”的双重实现，影视作品

的叙事结构、制作技术等外部呈现形式强调“技”，而其精神内

核与文化内涵则是“道”的体现，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经得起口

碑和市场的双重考验。政治基础决定了文艺的政治立场，决定了

文艺为谁服务。尤其是主旋律题材影视作品，在发挥其审美价值

和娱乐价值的同时，要立足于宣传社会主流价值观，突出劳动精

神的培育，通过影像化传播深入浅出地阐明党关于劳动理论的主

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同时，发挥其作为“第二劳动课堂”的价值。

故事化叙事、剧情设置等技巧和手法的运用，能够提高劳动主题

影视剧的传播效果，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形式教育和影响着

青年学生，与劳动课程一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热

爱劳动、尊重劳动的良好品格。许多蕴藏劳动教育价值的真实案例、

劳模事迹等来源于现实，但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不等同于对现实事

件和案例的照搬，绝不是对劳动故事素材的堆砌和拼凑，而是以

审美的、叙事的逻辑重新梳理，运用多种技法，构筑一个源于现

实而高于现实的展现“劳动之美”图景。

（二）坚持中国劳动故事的正确价值取向

新时代劳动故事来源：一是勤劳、坚韧的民族品质创造了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劳动史；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通

过劳动改天换地、艰苦奋斗的故事；三是中华儿女在实现民族复

兴历程中奋发追梦、圆梦的故事，承载着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

首先，文艺工作者要在影视创作中要坚持马列主义文艺观，主动

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作源头融入日常生活。其次，要深入汲取

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劳动基因，发掘并创作出融汇古今的劳动

故事作品。最后，要重视并使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宝库，以讲故事

的形式，让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给人们带来情感升华、理念塑造、

行动遵循。

（三）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队伍的政治敏感力和审美能力

影视传播创作人才队伍的政治站位、人文素养等直接影响传

播效果。《山海情》将宏大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主题投射在鲜

活立体的感人故事中，把宏大题材同普通百姓联系起来，以故事

讲道理。推动弘扬劳动精神的影像化传播，除了要充分发挥好传

播媒介的功效，还要特别加强传播人才队伍的建设。一是要强化

政治素养教育。文艺工作者必须把准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抵御社会不良风气和社会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二是提高主

流意识形态编码和传播水平。要深入研究传播规律，要以生动、

形象、有趣的镜头语言将静态的劳动理论进行艺术转换和再编码，

消除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晦涩、难懂刻板印象，在视听审美

体验中亲近并自觉接受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此外，使劳动教育影

视作品“活起来”到“火起来”，要坚持以下原则：一要坚持正

确价值导向与受众群体生活实际相结合。二要避免同质化表达，

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富有新意。三要找准与受众传播信息的心灵

相通点，创新话语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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