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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旋律电影的
英雄精神教育传播效果研究:
以Z世代青少年群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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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英雄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作为主旋律电影与思政教

育效果关系密切的逻辑基点,以微博用户中Z世代青少年群体对主旋律电影的评论文本为分析对象,运用

语义分析与社会网络相结合等方法对评论文本进行分析,发现Z世代青少年的英雄精神教育存在着主旋

律电影赋能英雄人物形象凸显但边界模糊、主旋律电影增效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但语境单一、英雄文化传承

与电影传播影响力相关但因果性弱等特征,提出把握价值属性、平衡情感强度和关注生发情境来明晰英雄

内涵因子,全方位协同、精准性发掘、潜移化再现来灵活英雄精神教育形式,通过适度性重复、超语境实践

及裂变式传播来提升英雄精神教育影响力等优化举措,增强Z世代青少年英雄精神教育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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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基于这一时代背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考量,以伟大建党精神

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2]。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深入人心[3]。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涵丰富、体系庞大,“涵盖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各类光辉品质和优良传统”[4]。其中,在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改革和

建设历程中培育锻造起来的英雄精神,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始终,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力量源泉”[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情感”[6]。新时代青少年作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7],理应成为深入开展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传承的重点关注对象。在多渠道发挥英雄精神教育传承效果的文化途径

中,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集政治性、教育性、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于一体的特殊文艺形式”[8],
是开展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养成Z世代青少年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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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英雄观念的重要抓手。通过主旋律电影对青少年进行英雄精神教育,不仅是厚植其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的重要方式,更是新时代创新思政教育、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永恒

魅力和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手段。虽然当今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迅猛发展为高效开展

青少年英雄精神教育提供了便捷的传播平台和丰富的素材资源,但目前也面临“人工智能时代英

雄精神传播的伦理重塑”[9]的技术性挑战,同时面临“泛娱乐化”及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的意识形态挑战[10],导致对英雄精神存在认知偏差,进而影响青少年群体英雄精神教育的实际

效果。有鉴于此,本文选取Z世代青少年微博用户对主旋律电影的评论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党

的十八大以来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教育的传播效果,探寻增强英雄精神教育传播效果的创新举

措,这既是传承英雄文化并将其内化为Z世代青少年群体精神追求的应然要求,又是新时代增效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坚定青少年群体理想信念的实然选择。

时代召唤对英雄的深度书写,以“英雄精神教育”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跨库文献检索后

发现,当前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英雄精神教育课程教材研发研究。如杨文

华对以革命教育为主题的绘本进行研究,认为绘本的出版理念及方式应从内容、设计、宣传方面

来贴合时代发展和当下儿童的成长规律[11];吴玉军等认为革命英雄具有一定的育人作用,应基

于“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维度将其融入思政课程教材中[12]。二是关于新时代英雄精神教育

本质的创新性发展研究。如韩云波等从英雄文化相关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

等五个方面来探究新时代英雄文化[13],提出把握新时代“英雄主义”内涵并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升

华[14];胡博成提出“在强化人民英雄教育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英雄教育机制”[15];陆士桢等认为

新时代英雄精神教育表现出重视英雄精神内核、突出时代特点、充分发挥行政优势营造环境等特

点,其精神实质是先进性与时代性的统一[16]。三是关于英雄精神教育构建教育新生态研究。如

马二杰认为英雄教育与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具有高度契合性,应将英雄教育融入“大思政课”

中以提升思政教育效果[17]。综上,无论是对英雄精神教育本质的探索,还是对英雄文化融入课

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都对助推忠诚、执着、朴实的英雄品格弘扬以及英雄精神教育高质量发展

大有裨益。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为根

基,说理色彩较为浓厚,而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实证研究较为欠缺,影响了研究成果在具体实践

中的认知深度和实施效果。本文认为,在英雄精神教育研究上,有必要引入量化实证研究方法。

目前关于英雄精神的量化实证研究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向。其一是以调研数据为基础的量化实证

研究。既可以通过问卷、访谈等田野方法获取数据,如韩云波等提出英雄精神的“内涵因子”概
念,并通过问卷和访谈,得到关于英雄类型、英雄品质、英雄叙事、英雄传播四个方面的英雄精神

内涵因子结构和特征[18];也可以通过文本、概念等文献方法获取数据,如邓湖川等以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在相关文本中的定性描述为样本,量化分析中国共产党人英雄精神谱系的守正创

新[19]。其二是通过典型个案进行量化实证研究,比如颜叶甜等对2022年重庆山火事件中救火

英雄媒体报道的梳理,由此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群众英雄观的系统认知[20]。上述研究成果给予

本文以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启示。

由于目前在定量研究层面把英雄精神教育作为切入点来探讨青少年英雄精神教育效果的成

果较少,特别是从主旋律电影的微博评论维度来探究Z世代青少年英雄精神教育传播成效方面

的研究成果更是不足,致使青少年英雄主义价值观边界模糊、基于英雄主义文化的青少年思政教

育效果不佳等问题愈发突出。有鉴于此,本文以主旋律电影中的英雄精神教育主题为切入点,探
究基于主旋律电影的Z世代青少年群体的英雄精神教育效果,期望能够对青少年英雄主义价值

观边界模糊及英雄精神教育创新性不足等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也期望能够有效提升主旋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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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英雄精神教育效果,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弘扬。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基于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教育的传播案例

以影像为介质的传播手段在英雄精神传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韩云波等的调查,在
英雄精神的传播途径和影响渠道中,占比排位靠前的是“传媒影响78%,影视作品影响69%,个
人学习所得影响67%,思政课影响64%”[18]。而在影视作品中,“主旋律电影与思政教育效果关

系密切”[21],故本文选取主旋律电影所弘扬的英雄文化为研究主题,把被称为“互联网世代”的Z
世代青少年群体在其经常使用的主流社交平台———微博上发布的有关主旋律电影的评论文本作

为研究数据来源,采取量化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教育的传播

效果,借以深入探讨新时代英雄的新品格新风范。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Z世代青少年微博评论的量化研究

根据新浪微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该平台月活跃用户中75%为Z世代青少年群体。鉴

于此,本文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映的66部热门主旋律电影为信息源,以Z世代青少年用户在

新浪微博上发布的相关博文为数据源(数据源为以电影名称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的前50页共

18538篇博文),采取词嵌入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博文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和语义分析,探究基

于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教育在Z世代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效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电影名称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博文并不全是Z世代青少年用户所发,还
需要对这些博文数据进行内容筛选。为此,本研究通过构建Z世代青少年群体话语体系特征,借
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对博文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及用户分类识别,形成一套完整

的Z世代青少年用户分类算法,并最终在原始数据中筛选出归属Z世代青少年用户的18538篇

博文作为研究样本。
(二)研究设定: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的示范性、多元性与关联性

在对研究样本进行技术处理的基础上,本文从三个角度切入进行样本分析。一是主旋律电

影中英雄人物形象的示范性,二是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多元性,三是主旋律电影中英雄

文化传承与电影传播效果的关联性。从这三个点位切入,进一步借助词嵌入技术和语义品牌得

分等方法,对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教育的传播效果进行研究。

其一,主旋律电影英雄人物形象的示范性。考虑到词嵌入技术是基于语义分析来挖掘文本

数据所隐藏的内隐社会认知的一种方法,能够通过分析语义内涵变化来反映社会文化的演变过

程[22],且 Word2Vec作为该技术中的一种词嵌入模型,能较好地将词语转换成向量形式,并真实

反映其语义信息这一客观事实,本文以Z世代青少年用户所发布的主旋律电影的博文数据为研

究样本,从语义内涵演变维度,借助词嵌入技术中的 Word2Vec模型将结巴分词后的文本词语转

换为多维向量,再根据词向量来计算词语相似度,借以探究主旋律电影所欲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

的示范效果。

其二,主旋律电影英雄人物形象的多元性。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所标识的英雄

文化观念谱系[23]中的“革命英雄”和“平凡英雄”两个英雄类型作为分析对象,采用词嵌入技术计

算出与文本内容最相关的前100个形容词,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血
战到底”[24]作为界定革命英雄的标准,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忠诚”“执着”“朴实”[25]作为判

定平凡英雄的标准,最后根据博文的上下文语义分别从前100个形容词中筛选出与两类英雄人

物形象相关的形容词,并将其作为语义品牌得分方法的分析对象,借以分析主旋律电影英雄人物

形象的塑造效果。

其三,英雄文化传承与电影传播效果的关联性。借助语义品牌得分法从研究主题在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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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频率、研究主题所处语境的丰富程度、研究主题在文本中的嵌入性三大维度,对大规模文

本数据进行社交网络和语义分析,了解青少年群体对主旋律电影英雄文化的关注度,评判英雄文

化在青少年群体跨语境传播中的效应值,洞察青少年群体热议内容与英雄文化的关联度,并借助

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估方法[26]对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影响力进行量化,最终对比分析主旋律电影英

雄精神教育的“传播效果”(SemanticBrandScore,SBS值)。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的三维展现

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榜样的精神力量,在大力提倡英雄精神赋能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的今天,主旋律电影弘扬多元英雄主义文化[27],进而也由之引发关于英雄精神教育传播效果的

探究热潮。鉴于此,本研究以Z世代青少年微博用户为研究对象,对其分享的有关2012—2023
年上映的以英雄精神教育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的评论博文进行量化统计和语义分析,从上文提

到的示范性、多元性、关联性三个维度出发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主旋律电影开展英雄精神教育

具有积极正向的传播效果,同时也存在不足。
(一)示范性研究:主旋律电影赋能英雄人物形象凸显但边界模糊

为探究基于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教育的传播效果,分别以单个年份的电影博文为研究样本,

从文本的全局语义上计算与“英雄”一词相似度最高的前100个词语。以2015年上映的网络影

响力较大的电影《战狼》《诱狼》《旋风九日》三部影片为例,与“英雄”一词相似度较高的词语有“战
狼”“吴京”“旋风九日”“诱狼”“撤侨”“中国”等,其中也包含了电影名称、影视人物、演员及电影内

容相关描述等词语。在对这些词语进行分析后发现,2015年主旋律电影所弘扬的主流思想与英

雄精神教育主题关联紧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计算与电影、影视人物、演员等相似度较高的词语

的方法来分析主旋律电影所树立的英雄人物形象。如与主旋律电影名《战狼》一词相似度较高的

词语有“国人”“真实”“撤侨”“爱国”“吴京”等,在对这些词语进行计算分析后可知,Z世代青少年

群体视野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就如同《战狼》中吴京所饰演的人物,他们是在全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的个人英雄人物形象。不仅如此,我们还可借助与《战狼》电影名称及演员名字相似度较高的词

语进一步计算英雄人物形象的建构因子,进而得到这样的一个计算结果,即2015年主旋律电影

所树立的英雄人物形象常与“着急”“真实”“实力”“行动”等词语紧密联系。依此类推,基本可以

勾勒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映的主旋律电影所树立的英雄人物形象在Z世代青少年群体心目中的

整体建构图像,详情见表1所示。
表1 2012—2023年青少年群体对主旋律电影所树立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描述

年份 强调英雄精神教育的电影 居于前列的英雄人物形象描述词

2012 《许海峰的枪》《神勇投弹手》《生死罗布泊》 励志,牺牲,真实,苦难,死亡,国家,勇士,生活,夺冠,励志

2013 《门巴将军》《小小飞虎队》《守望天湖》 光荣,浴血,抗战,坚强,抗日,真实,残酷,血战,光荣,奋力

2014 《智取威虎山》《近距离击杀》《天上的菊美》 牺牲,平凡,历史,中国,革命,厉害,脱身,矛盾,轻松,坚强

2015 《旋风九日》《战狼》《诱狼》 着急,真实,实力,行动,国家,情怀,撤侨,国人,爱国,努力

2016 《湄公河行动》《党的女儿尹灵芝》《大火种》 勤奋,缉毒,执法,诋毁,亵渎,惨烈,真实,平凡,勤奋,真实

2017 《战狼2》《建军大业》《空天猎》 中国,撤侨,爱国,优秀,热血,残酷,危险,赴死,爱国,悲壮

2018 《片警宝音》《浴血广昌》 真实,职业,无畏,智慧,坚持不懈,隐忍,善良,爱国,革命

2019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 平凡,生活,默默无闻,惊险,毅力,潜能,坚持,真实,冷静

2020 《金刚川》《我和我的家乡》《半条被子》 中国,生活,民族,血战,真实,悲壮,初心,平凡,牺牲,爱国

2021 《我和我的父辈》《长津湖》《中国医生》 良心,互相帮助,美好,真实,努力,钦佩,赴死,倔强,牺牲

2022 《长津湖之水门桥》《平凡英雄》《钢铁意志》 无畏,牺牲,平凡,努力,专注,战斗,真实,坚强,抗战,爱国

2023 《长空之王》《流浪地球》《南湖女儿》 义无反顾,真实,成长,牺牲,坚强,平凡,努力,善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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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语义内涵变化具有反映社会文化变化的特性,在分析表1数据后发现,新时代早期主

旋律电影塑造的是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坚守民族大义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这与我国传统英雄

文化所树立的“战斗英雄”“民族英雄”[28]等关联密切;而其后主旋律电影所树立的大多是在普通

岗位上恪尽职守、坚持不懈、任劳任怨,秉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信念的平凡英雄人物形象。有研

究指出,从“战斗英雄”到“平凡英雄”的英雄人物形象变化,源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英雄模范

的“平凡”品格有关[2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主旋律电影所树立的英雄人物形象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特征,且青少

年群体对这一“二元型”英雄人物形象的描述,也能紧贴该年份主旋律电影的主要内容。但由于

以平凡英雄和革命英雄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在上映时间的选择上大多保持同频性,故依然较难

从时间维度上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这两类英雄人物形象进行谱系演变史的梳理。不仅如

此,尽管既呼应着时代召唤又彰显着民众精神诉求的英雄人物形象能够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认

知,但特定时期的社会认知并没有清晰的范畴边界,再加上不同英雄人物形象描述词之间的区分

度不高,与英雄人物形象相关的联想词的情感色彩也比较浓,无形中人为地将英雄人物形象的内

涵扩大化,结果导致青少年对特定时期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缺乏清晰的认知边界,既不利于通

过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教育的传播来识别Z世代青少年群体视野中的英雄人物图谱,也不利于

确保英雄人物形象饱满、亲近且有力,不利于时代化英雄精神谱系形象标识的打造。
(二)多元性研究:主旋律电影增效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但语境单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现在有底气、也有必要讲好中国故事,这
对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沿着中国道路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对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

至为重要。”[29]英雄是民族的脊梁,“英雄主义是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30],英雄主义影像传

播对巩固国家主流意识、推动社会体系发展[31]有着重要作用。基于此,分析主旋律电影中主流

英雄人物形象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效果,本文从Z世代青少年用户所发布的关于2012—2023
年上映的主旋律电影的博文中,提取与主流英雄人物形象最相关的形容词作为分析对象,借助语

义品牌得分法从研究主题的流行性、多样性和连通性三个维度对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形象的

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得到的结果如图1。图1显示了2012—2023年间每年的主流英雄人物形象

三个维度层面评价值的归一化结果,对其评价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个特点。
其一,从两类英雄人物形象的共性来看,研究主题流行性和连通性维度层面50%的数据得

分都大于多样性维度层面的数据值,且50%的数据的连通性得分也大于研究主题流行性的得

分。这充分表明主旋律电影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较高的讨论程度,传播

潜力较强。但从图1中主流英雄人物形象三个维度的评价值及结合上下博文内容分析后也发

现,针对主旋律电影英雄人物形象的讨论仅出现在剧情讨论、演员阵容等特定的语境中,传播语

境明显比较单一,严重制约了通过主旋律电影进行英雄精神教育的传播效果,不利于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高效赓续。

(a)平凡英雄    (b)革命英雄

图1 两类英雄人物形象SBS各指标数值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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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两类英雄人物形象的差异性来看,二者的传播策略不尽相同。两类英雄人物形象在

研究主题多样性维度层面的数据呈现出迥异的分布态势。“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革

命英雄人物形象的数据分布,明显比“忠诚、执着、朴实”的平凡英雄形象的数据分布更加稳定。

这一分布现象表明,革命英雄形象历年来基于上述三大维度层面的传播策略并无太大改变,而平

凡英雄形象却在不断地调适其在各个维度上的传播策略。不仅如此,综合两类英雄人物形象的

传承效果(SBS值)来看,革命英雄形象的传播影响力明显高于平凡英雄形象。这说明平凡英雄

形象虽拥有较强的传播潜力,但其传播语境却比较单一,无法高效塑造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英

雄范例,无法有力激发青少年对英雄人物形象的高度情感认同,因此尚需在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

教育传播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其传播语境,调适其传播策略,进而不断引领Z世代青少年群体树立

起致敬英雄的精神丰碑。
(三)关联性研究:英雄文化传承与电影影响力相关但因果性弱

“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是一个国家内生力量的精神内核。”[32]为探究主旋律电影传

播影响力与青少年群体英雄文化传承效果间的关系,本文对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影响力和两类英

雄文化传承效果进行评估,并对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量化,研究结果如图2。其中,图2同色

系散点分别代表同一年份所有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影响力和英雄文化传承效果的平均值。图2a
为以塑造平凡英雄为主的主旋律电影传播影响力与英雄文化传承效果的关系,图2b为以塑造革

命英雄为主的主旋律电影传播影响力与英雄文化传承效果间的关系。从图2可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从散点的重合度和传播效果来看,主旋律电影传播影响力远大于其英雄文化传承效果。

从图2可看出并未出现同色系散点的重合,可知电影传播影响力与英雄文化传承效果之间存在

距离,即电影的传播效果并不完全等同于英雄文化的传承效果。不仅如此,结合二者的传承效果

进行比较可知,电影的整体传播影响力远大于其英雄文化传承的影响力。

(a)平凡英雄    (b)革命英雄

图2 英雄文化传承效果与电影传播影响力量化值对比

二是从散点之间的分布距离来看,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影响力与英雄文化传承效果之间并不

存在十分紧密的因果性。如在平凡英雄题材的电影中,2014、2018、2019年散点距离较大,2017、

2020、2023年散点距离较小;在革命英雄题材的电影中,2012、2020、2022年散点距离较大,2015、

2017、2019年散点距离较小。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对两类英雄文化的传承效果与主旋律电影

传播影响力的数据进行双样本KS检验,发现其p 值均小于0.05,说明这一数据差异具有明显的

统计学意义。基于此,研究随后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方法对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影响力和其英

雄文化的传承效果进行评价分析,发现其相关系数均基于0.0~0.5之间。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

一定关联性但显著性不大,即主旋律电影传播影响力并不是决定其英雄文化传承效果大小的主

要影响因素,盲目提升主旋律电影传播影响力也并不一定能有效提高主旋律电影英雄文化传承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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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策建议:英雄精神内涵因子、教育形式与影响力的效果提升

诚然,基于主旋律电影的Z世代青少年群体的英雄精神教育存在着“边界模糊、语境单一、因

果性弱”等不足,但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随着我国全面迈入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我们需要更多在日常工作中恪尽职守、普通岗位上埋头苦干的平凡

英雄。鉴于此,通过主旋律电影打造Z世代青少年群体英雄精神教育名片就成为5G时代的研

究热点。既然如此,究竟应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好主旋律电影所欲彰显的英雄精神教育的时代

主题和精神内核呢?

(一)明晰英雄内涵因子:紧扣价值属性、平衡情感强度、关注生发情境

其一,紧扣英雄精神的价值属性,滋养青少年正确的英雄观。英雄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最

醒目的坐标。在赓续英雄精神时,需要基于社会整体影响力和Z世代青少年个体成长性维度将

时代主题和电影内容深度融合。韩云波等提出未来的英雄研究要从“彰显英雄正气力量”“构建

英雄因子体系”“讲好英雄动人故事”“赓续红色英雄传统”四个方面入手[18]。与此相呼应,在选

取贴合青少年成长特性的素材进行电影创作时,可融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私奉献、坚定执

着”等英雄精神元素,并将其作为主旋律电影的主要弘扬方向,借以营造浓厚英雄氛围,推动全社

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从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也可应国家、

市场和受众的需求,把英雄精神融入电影主旨之中,充分激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崇尚英雄

的红色基因,进而通过电影传播后所引发的高度情感共鸣,淬炼Z世代青少年的道德品性,增强

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厚植其英雄情怀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引导其抒写新时代英雄

史诗。

其二,平衡英雄传播的情感强度,明晰英雄形象的认知边界。“塑造各种具有人格魅力的人

物形象,是主旋律电影创新拓展的重要途径。”[33]紧密的剧情节奏和强烈的气氛烘托能有效引导

观众对整场主旋律电影注意力的灵活分配,积极调动情绪情感,进而提升主旋律电影传播效果。

但过度的情感渲染将使青少年对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形象的描述与较多情感形容词关联在一

起,导致青少年无法专注于探索主旋律电影所弘扬的忠诚、执着、朴实等英雄内涵本质。因此,在

塑造主旋律电影的英雄人物形象时,应以英雄人物所承载的英雄精神为传播主旨,以不同历史时

期、特殊发展阶段、特定时间节点、特定人物群体等为范畴边界,摸清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时空场

域,找准历史与当下感悟英雄人物形象的共情点,借助位于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青少

年群体心理承受力阈值区间内的剧情冲突来塑造不怕牺牲、自强不息、坚定执着、无私奉献等的

英雄人物形象,明晰革命英雄和平凡英雄等英雄形象塑造的时代性、阶段性、层次性等认知边界,

让英雄精神与时代同步,让英雄精神绽放新时代光芒,进而提升英雄形象的育人性,培育Z世代

青少年群体不负时代之望、无愧时代之盼的使命感。

其三,关注英雄人物生发情境,提高英雄内涵因子辨别度。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的诞生

顺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规律。每类英雄人物都具有其独特性和时代性,只有真正理解了英雄精

神的内涵因子,才能发自内心敬仰英雄人物的崇高品格,捍卫英雄人物的荣光和正气,因此对特

定社会文化环境的梳理就成了明晰英雄内涵因子的基石之一。鉴于此,在主旋律电影剧本创作

或传统英雄精神教育设计上,树立英雄人物形象不应只停留于英雄人物事迹的简单讲述,还应关

注英雄人物生发的特定历史情境和关键时间节点,加强对英雄人物生发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的渲染和讲授,赋予英雄人物以鲜活完整的形象,帮助青少年明辨不同英雄类型的内涵及差异,

使青少年以适度的情感共鸣去感悟英雄人物形象背后所隐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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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

必胜信念”[34]等精神要义,促使其从特定的历史语境来建构不同的英雄人物形象认知图景,提高

其对英雄内涵因子的辨别度,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英雄人物形象之美,提升英雄精神教

育效果,进而在英雄人物形象的持续塑造中书写新时代的英雄史诗。

(二)灵活英雄精神教育形式:全方位协同、精准性发掘、潜移化再现

一是全方位协同,助推思政课堂有机融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方联动,打破传统课

堂以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课堂模式,打通历史和现实、史料和理论之间的壁垒,把主旋律电影作

为开展以英雄精神教育为主的精神谱系传承的第二课堂,将英雄精神教育融入日常休闲娱乐活

动之中;以主旋律电影传播带来的社会热议作为社会思政大课堂,逐步打造沉浸式英雄精神教育

大课堂;根据电影生命周期预设线上线下互动小活动,时刻把控英雄精神教育的发展走势,推动

学校思政小课堂融入社会思政大课堂,全方位协同英雄精神教育发展,赋能Z世代青少年群体精

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把英雄精神和英雄情怀融入Z世代青少年自身血脉。

二是精准性发掘,筑牢青少年正确的英雄观。“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质。”[35]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要筑

牢青少年正确的英雄观,首要之举就是要精准发掘主旋律电影的艺术效应。要充分利用主旋律

电影集视听、语言、图像、音乐于一体的艺术效应,依托微博、微信等数字化传播平台,深入挖掘英

雄人物的革命事迹,真实还原英雄人物的完整面貌,在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中铭记英雄的动人故

事。其次,精准挖掘主旋律电影的潜在价值。可借助VR技术与英雄人物进行跨时空互动,借助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多轮对话方式补充获取主旋律电影未彰显传播的英雄信息,借助虚拟仿真技

术对英雄人物生成的特定历史情境进行演绎,多形式多渠道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资源开

发利用,以帮助青少年自主思考、深度理解英雄人物的精神内涵,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厚植其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引导其争做斩关夺隘、建功立业的新时代英雄。

三是潜移化再现,构建青少年特色的英雄观话语体系。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作为一种

以展现中国文化魅力与红色精神为中心,兼具一定潜移默化性的非正式教育活动,主旋律电影不

仅是开展思政教育、弘扬英雄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构建青少年特色英雄观话语体系的关键媒

介。鉴于此,可基于主旋律电影的“可逆生产”[36]特点,充分借助红色资源来提高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诠释程度。如将根据政治历史事件选取的完整合理的电影资料,改编为青少年群体

流行的短视频等媒介形式,确保英雄精神教育活动借助这些新的技术形式重构再现,以贴近青少

年用语特点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建构自己的英雄话语体系,最终通过Z世代青少年特色的英雄话

语体系来再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英雄精神。还可依托抖音、B站、知乎等平台,在青少

年朋辈交互中主动讲好主旋律电影所推崇的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进而在青少年

特色英雄观话语体系的不断践履中夯实英雄精神教育的实践根基,借以丰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伦理根基,助推英雄精神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电影英雄精神教育影响力:适度性重复、超语境实践、裂变式传播

一是以适度性重复提升英雄文化传播效果。重复是形成记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理,适度的

重复和再现也是使媒介记忆活跃的一种方式[37]。基于此,在主旋律电影的宣发工作中,可通过

预先发布电影中英雄文化有关的博文来进行传播造势,引导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主旋律电影英

雄文化的讨论之中,进而厚植英雄文化的实践根基,弘扬英雄正气,崇尚英雄精神,提升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普及程度。除此之外,还可通过引导青少年在微博平台上分享对红色文化的自

我感悟及他我随机评论等方式,引领Z世代青少年群体不断厚积其对红色人物和红色故事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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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体验,并努力把这种感悟体验内化为青少年的评价箴言,进而涵养青少年崇尚英雄的社会意

识,并在主旋律电影所欲突显的英雄精神教育主题帧幅的创造性重复中,建构根植于青少年群体

心坎上的英雄文化认知。

二是以超语境实践丰富英雄文化传播渠道。在主旋律电影的宣发工作中,相关工作人员应

综合使用文字、符号、图像、声音等多模态资源来丰富主旋律电影所承载的英雄文化的表述形式,

使英雄故事在多个语境中反复被提及,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工作大众化,让Z世代青

少年真切感受不同时代英烈用热血和青春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辉前程的使命担当,帮助其

在弘扬英雄文化的浓厚氛围中实现对英雄精神的深刻感悟,增强其针对主旋律电影英雄文化的

联想力,促使其探索出更多更加丰富的能不断增强主旋律电影英雄精神教育影响力的传播渠道,

进而助推其掷地有声地回击当今社会中出现的虚无历史、侮辱英雄的荒唐做法。除此之外,鉴于

网络流行语已成为青少年身体语言中的重要种类[38]之事实,从其语言特征结构(即不同语言、符
号的组合)来看,网络流行语也属于多模态资源所构成的超语境实践类型中的一种形态。也就是

说,在英雄主义文化传播中,加强超语境实践活动也是一种提升主旋律电影英雄文化传播影响

力、加深青少年群体对主旋律电影所弘扬的英雄文化再认知的积极方式。

三是以裂变式传播增强英雄文化的影响力。在各类社会思潮的传播方式中,“‘裂变式’传播

速度更快、覆盖范围更广”[39]。拓展到广播影视行业,裂变式传播方式仍然是扩大英雄文化影响

力的有效方式。为达到裂变式传播的效果,电影宣传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来设计多样

化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为青少年提供丰富的英雄精神滋养。如积极探索英雄精神与青少年日常

工作学习生活的契合性,提供一些与英雄文化相关的谈资作为裂变式传播方式的生长基点,积极

营造弘扬英雄正气的生活场域。如影响力较大的主旋律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可通过提供还

原历史场景的拍摄现场花絮来向观众分享战争环境的恶劣和战争条件的艰辛,给广大观众创造

丰富多彩的可供日常畅谈的话题,无形中将英雄精神融入青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激发他们自

由表达,促使微博用户迅速进行信息分享,进而达到裂变式的传播效果,最终使青少年在英雄文

化的浸润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自觉成长为英雄精神的捍卫者和弘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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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HeroSpiritEducationandCommunicationbasedonNationalistMovies:
TakingGenZasanExample

LIANGYing
(CollegeofEduc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HeroismisanimportantpartofthespiritsgenealogyofthecommunistsofChina,aswellasthelogicalbasis
ofthecloserelationshipbetweennationalistmoviesandtheeffectofideologicaleducation.Basedonthat,thispaperana-
lyzesthereviewtextsonthenationalistmoviesfromtheGenZgroupamongWeibobycombiningsemanticanalysis
withsocialnetworks.ItisfoundthattheheroicspiriteducationofGenZpresentsthefollowingcharacteristics:promi-
nentheroimagesempoweredbynationalistmovieswithyetblurredboundaries;heroimagesenhancedbynationalist
movieswithyetsinglecontext;thecorrelationbetweentheinheritanceofheroiccultureandtheinfluenceoffilmcom-
municationwithyetaweakcausalrelationship.Itisproposedtograspthevalueattributes,balancetheintensityofsen-
timent,andpayattentiontothesituationofdevelopmenttoclarifytheconnotationfactorsofheroes.Moreover,through
all-roundcoordination,preciseexcavation,andsubtlereproduction,flexibleformsofherospiriteducationcanbea-
chieved.Inaddition,optimizationmeasuressuchasmoderaterepetition,crosscontextualpractice,andfissioncommuni-
cationshouldbetakentoenhancetheeffectofherospiriteducationforGenZyouth.
Keywords:herospirit;heroimage;spiritsgenealogyoftheCPC;nationalistmovies;G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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