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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视听艺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动画角色，其内涵不仅代表这个角色个体，同时也是

特定社会媒介制造和使用的表意符号，承载着社会文化与价值。作为重要角色之一的流

动型反面角色则在娱乐的表象下，依托各种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浸染着幼儿的价

值观。尤其是立体化、真实化的流动型反面角色不仅在外在与内在的塑造方面摆脱了单

一化模式，其呈现出的善恶并存的复杂性状态对于幼儿而言更是有利有弊。 

研究主要从 CCTV 节目官网中的 CCTV-14 少儿频道、当下主流视频 app 中的腾讯、

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以及相应的儿童版视频 app 中的动画片库中挑选了 74 个流动

型反面角色为研究对象，并以叙事学理论为指导，采用文本分析及访谈的方法进行研究。 

研究首先以流动型反面角色的特性、外形、性别及戏份程度四个角度从整体上去了

解不同形态下流动型反面角色的呈现情况。其次，着重从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视

角及叙事手段四个方面去分析流动型反面角色的叙事特点。在叙事内容上，流动型反面

角色的主题关注幼儿现实需要；角色的情节注重以悲惨的童年经历和内外冲突铺垫行为

动机；角色的结局发挥了开放式与闭合式结局不同的教育作用。在叙事结构上，使用了

便于幼儿理解的线性结构，主要包括因果式线性结构和双线交织式结构。在叙事视角上，

使用了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达到完整叙事效果，展现了人类视角下流动型反面角色的形

象特征与行为表现的错位化现象；并且也会以反面角色的拟人化视角审视人类行为。在

叙事手段上，将正反角色之间的外在造型界限“模糊化”；运用具有反差感的行为展现

角色的情感变化；关注到音响与音乐对流动型反面角色的叙事作用。 

结合访谈发现，一方面，幼儿动画片中的流动型反面角色有利于淡化幼儿“以貌识

人”的观念；弱化幼儿二元对立的思维；指引幼儿对爱的追寻；以及引导幼儿学会换位

思考。但是在另一方面，流动型反面角色身上所展现的性别刻板印象、暴力行为、过多

展现的娱乐性以及是非观模糊的问题较突出。最后研究分析了影响流动型反面角色塑造

的因素并提出相关启示，对幼儿教师：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理念，做一名合格的引导

者；将流动型反面角色引入教育活动，发挥角色教育作用。对幼儿家长：家长预先筛选

幼儿动画片，避免出现不合适的流动型反面角色；家长陪同观看，引导幼儿理解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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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反面角色的教育价值。对动画创作者：把握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传递正确价值观；坚

守儿童本位，对角色的创作和传播进行层次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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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提出 

一、 选题缘由 

（一） 幼儿动画片中流动型反面角色影响着幼儿的价值观 

动漫文化作为儿童生活中的常态存在，通过生动、具有感染性的典型角色形象向儿

童传递风俗习惯、思想道德等观念，影响着儿童对社会、他人及自身的看法，进而影响

着自身的价值观1。因此，一个出色的动画角色可能会成为学龄前儿童成长道路上的引领

者、幼小心灵的亲密伙伴，也可能会在幼儿的心里埋下一颗未知的人生种子2。作为动画

片中重要角色之一的流动型反面角色，它的呈现不再是自始至终的单一形态，角色不再

是绝对的坏，角色的性格也会因为个人感悟或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改变不仅

使反面角色与正面角色的认同感逐渐拉平，还打破了观众对反面角色之恶的既定认知3。

除此之外，在这些流动型反面角色形象的塑造方面，不仅超越了国家和文化的壁垒，广

泛地传播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4。对于是非观念尚未建立完整，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幼儿而言，流动型反面角色的变化

可能会给幼儿的价值观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幼儿能够通过流动型反面角色

的叛逆行为宣泄生活中积累的不满，获得负面情绪的释放；同时也能通过反面角色被正

面角色打倒并受到惩罚的故事，对幼儿起到反向教育的效果，使幼儿形成正能量的价值

观5。另一方面，虽然自 2013 年起，很多动画片中的反面角色因为含有暴力、危险、低

俗及不文明内容而被家长发现并举报。2021年 4月 6号，江苏省消保委也在报告中提出

下架 21部集中在角色的用语、场景、剧情等方面共 1465个问题点的动画片6。但是依旧

有很多幼儿动画片为了取悦幼儿，不惜用诙谐搞笑的手法渗透暴力，以制造喜剧效果为

目标的诙谐暴力表现在正反角色的斗争方面。诙谐暴力的游戏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消

 
1
 周亚文.动漫文化影响下的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8:25. 
2
 姚福荣.学龄前儿童动画片中的角色设计研究[D].济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22:07-08.. 
3
 王晨,徐宇晨,林依依等.童话剧表演中反面角色的形象塑造浅析[J].基础教育研究,2019,No.507(05):87-88. 
4
 谢荣,王蕊.宫崎骏作品中的动画角色及文化要素探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6(27):22-25. 
5
 周梦茹.动漫作品中的反派角色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5:07. 
6
 江苏省消保委.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R].江苏:江苏省消保委，20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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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暴力行为的残忍与血腥，但对于幼儿来说，会产生“快乐的损人者”心理效应1。因

此，不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幼儿动画片中的流动型反面角色都应该得到重视。 

（二） 幼儿动画片中流动型反面角色的塑造良莠不齐 

动画角色的设计水平是判断一个动画作品核心价值的标准之一，鲜活的角色既是动

画故事演绎的呈现方式和符号性表达，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总结与升华。动画角色与影视

中的演员相同，都是被赋予生命力的，需要对自身角色所要表达的情感、思想等进行创

造性表达2。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变革与大众审美观念的提高，作为动画片中重要角色之

一的流动型反面角色在创作方式上转向立体化塑造，不再拘泥于纯粹的“恶人”的形式，

令人耳目一新的反面角色塑造，不断颠覆着受众对反面角色的刻板印象3。但是动画片本

就是寓教于乐的一种艺术形式，动画片并不是单单为了塑造动画形象而产生，动画创作

者也需要让受众从简单的角色形象特征中感受到丰富的内涵，从而发挥出动画角色的教

育功能4。然而在我国较成功的一些动画电影中，反面角色的设定上却具有明显的欧式风

格，角色的价值取向方面也体现着美国的核心价值观5。虽然动画电影的票房和口碑都获

得了观众的肯定，但是动画中的反面角色作为公众人物形象，是特定社会某个媒介制造

和使用的表意符号
6
，角色的外貌、性格、行为等都承载着一定的民族文化，它能轻松跨

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以娱乐的目的将传播者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轻松地传

播到被传播国家，使受众产生文化认同7。因此，在塑造具有民族风格、适应当下我国幼

儿价值观的反面角色形象方面，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三） 目前从教育角度对流动型反面角色的研究有待丰富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笔者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动画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是通

过 CNKI（知网），以“动画片”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动画片的研究多集中在戏剧

电影与电视艺术领域内。在教育学科内，虽然动画片的研究呈上升状态，但现有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动画片的教育价值及实践应用方面。以“动画反面角色”为主题进行搜索，

发现此研究的学术期刊为 32 篇，学术论文为 23 篇，其中博士 1 篇，硕士 22 篇，教育

 
1
 张硕.《熊出没》系列儿童电视动画片的暴力内容变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2:24. 
2
 邹勇.论影视动画艺术的场景设计与角色创作[J].大众文艺,2015,No.358(04):191-192. 
3
 邹菲.新时期国产动画电影反派角色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2:66. 
4
 季宁宁.国产动画片主人公形象特征的教育价值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8:01. 
5
 闫丽丽.中国动画电影中反派角色价值取向剖析[J].大众文艺,2019,No.460(10):176-177. 
6
 班业香.当今国产动画形象塑造研究——以儿童收视心理为视角[D].安徽:安徽大学,2011:21. 
7
 闫荟,恽如伟.动漫——文化传播的新媒介[J].新闻爱好者,2010(0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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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内的研究仅有 2篇。在这些研究中，很多学者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反面角色的

流变做了详细的研究，其中李甲辉（2019）指出只有用与众不同的理念去颠覆旧的思路

和套路的反面角色才更富有生命力，才能使观众获得共鸣1。陈丽娜（2017）也指出随着

时代和社会文化形态的发展，反面角色的性格塑造开始贴近现实的生活，呈现出“流动”

的状态，这种反面角色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更能触发人们心灵的颤动2。学者们对

流动型反面角色的功能和价值逐渐表示赞同，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对流动型反面角色

的研究相对零碎，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内。因此，本研究

主要以流动型反面角色为研究对象，以叙事学理论为指导去挖掘隐藏在流动型反面角色

塑造方式中的创作者的个人思想内核，进而发现流动型反面角色所具有的教育性及问

题，以便更好地给幼儿家长、幼儿教师及幼儿动画创作者提出建议，为幼儿的发展保驾

护航。 

二、 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1. 丰富和充实幼儿动画角色塑造理论体系与幼儿动画的教育理论研究 

幼儿动画片的创作善于以新的美学样式带给幼儿文化认知与审美体验，秉承着“寓

教于乐”的理念成为幼儿的成长伙伴，其存在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 3-6岁的幼儿

各方面发展并不成熟，对动画角色的欣赏能力不如成人，因此，动画片中反面角色的塑

造方式与展现方式与成人动画有所不同。本研究将幼儿动画片中的流动型反面角色作为

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呈现的叙事特点，不仅有利于丰富幼儿动画片片中流动型反面角

色的塑造理论研究，也有利于充实动画的教育理论研究。 

2. 扩展幼儿动画片中流动型反面角色在教育领域的研究 

本研究通过整理与动画片相关的文献，发现现有的动画角色塑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领域内，但幼儿动画片中的角色塑造也与幼儿教育、美学、心理学

等息息相关。幼儿动画片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幼儿作为忠实观众，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在多学科背景的指导下，将幼儿动画片中流动型反

 
1
 李甲辉.动画影片中反面角色的创新设计探索——以《卑鄙的我》为例[J].装饰,2019,No.312(04):136-137. 

2 陈丽娜.从《疯狂动物城》看好莱坞动画中反面角色性格模式表达[J].电影评介,2017,No.570(16):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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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角色的叙事与幼儿教育结合起来，充实学前教育领域内对幼儿动画片中流动型反面角

色的叙事研究。 

（二） 实践意义 

1. 引导幼儿动画创作者创作出适合幼儿观看的“绿色”流动型反面角色 

流动型反面角色的出现使反面角色的塑造趋向灵活化与复杂化，但是对于幼儿这个

年龄阶段，反面角色的塑造需要有一定的界限与禁止地带。本研究通过整理幼儿动画片

中流动型反面角色的叙事特点，可以为幼儿动画创作者在构思与塑造反面角色方面提供

一定的思考与建议，对改善幼儿动画片中流动型反面角色对幼儿所带的不利影响有一定

的实践意义。 

2. 发现流动型反面角色的教育价值与问题，为幼儿家长及幼儿教师在选择和观看

流动型反面角色时提供具体化的指导 

通过对幼儿动画片中流动型反面角色多个角度的分析，帮助受众看清流动型反面角

色在叙事中表现出来的优点与问题，探讨出流动型反面角色对幼儿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从而有效地使幼儿教师及家长为幼儿选择合适的流动型反面角色进行观看，并在陪伴的

过程中指导幼儿观看和理解角色，以及在适当的时机能够引导幼儿的价值观。 

三、 文献综述 

（一） 关于幼儿动画片的研究 

幼儿动画片凭借其独特的视听艺术和表现特点存在于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对幼儿成

长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很多学者对幼儿动画片的特点进行了详细总结，分

析了幼儿动画片对幼儿各方面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肯定了动画片辅助五大领

域教学的实用性价值。 

1. 关于幼儿动画片特点的研究 

虽说动画片是一种寓教于乐的艺术形式，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动画片的特点

能够从本质的地方去了解动画片，发掘动画片的教育价值。吴振尘（2009）根据儿童的

身心发展特点出发将动画片的特点总结为教育性、知识性、形象性、简明性及天真性1。

郑丽斌（2014）则针对幼教动画论述出形象性、简明性、教育性、知识性、平等性、想

 
1 吴振尘.幼儿动画的特点[J].学前教育研究,2009(05):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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