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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艺术概论》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但具体到每一章节却又要言不烦，简洁明晰，条分缕析
，层次清楚、朴素自然，清新流畅。
作为材料的语言是很得体的。
当然教材还得力于例证的恰当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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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如姐妹的态度；隔壁夫妻吵架的噪声与李老师家中悦耳的琴声；大风为追求城市生活“降价”
出嫁与娥子追求自身价值毅然离开都市，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观众以审美感受与启示。
剧中那充满乐声的氛围创造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抒情味。
    再次，揭示深邃的人生哲理。
    此时期的短篇电视剧创作，还努力向人生的哲理层次开掘，不仅使人感受到一种深沉的人生况味，
而且通过屏幕艺术形象，使得作品闪烁着一种深邃的理性光辉。
    短篇电视剧创作的最终归宿，还是要体现一种思想、一种意念，它构或了电视剧艺术的灵魂，但是
，这思想和意念绝不是直白的，浅露的，它应该遮隐掩藏在整体的艺术构思里，体现为作品的哲理性
，也就是作品中深沉、含蓄而不外露的思想。
有了这种哲理，作品的思想深度就得以加强，从而进一步引起观众对时代、社会、人生的追索和探求
，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品思想的启迪和教益。
    哲理意识的渗透，意味着抽象思维在艺术作品中的加强，具有在更高层次上表现生活的意向。
因此，短篇电视剧的创作者，不应满足于在屏幕上描摹生活的表象，要从生活表象中揭示出本质与现
象、必然与偶然、思想与现状的辩证关系，从中提炼出富有哲理意味的深邃思想。
    珠江电影制片厂录制的《丹姨》以独特的艺术审美高度，描述了一个平凡女人的一生。
丹姨，原本是一个纯真、热情、漂亮的少女，因为和一个政治生涯上遭到挫折的有妇之夫相爱、私通
，怀孕后只得栖身于一个偏僻、贫困、落后的海岛，与愚昧、迷信抗争，拯救了麻风女王嫂的生命，
为全岛两代人接生，30年如一日，默默地奉献，可她自己却一生没有结婚，惟一的私生女也夭折了，
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当年圣母般的白衣使者，最后变成絮絮叨叨、怅然迷惘的老接生婆。
她从没有享受过一个女人起码的权利。
因此，她喁喁自问：“我这一辈子值啊不值?”这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生价值的问题，喜忧参半，
震荡心灵，给观众以思辨的审美观照和高雅的审美享受，从而构成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哲理性电视剧。
作品力求视觉风格和音响效果的高品位，它那表现主义的绘画性和现实主义的纪实性相融合的手法，
以及写意和写实，叙事因素和隐晦因素交相辉映的“边缘”风格，给观众留下厂深刻印象。
此剧荣获第(1986年度)“飞天奖”电视单本剧三等奖。
    另外，  《希波克拉底誓言》一剧借助古希腊的圣医希波克拉底的誓词拍摄而成，创作者力图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使古老的誓言发生直接效应，产生再生之美。
该剧围绕着玉医生、王医生、全医生竞争眼科主任和孩子的眼睛被摘除这一矛盾，表达创作者的情感
、倾向，以及对人生、生活的哲理的认识。
它以一种自审意识的烛光，映照出入的灵魂深处落后的积淀物。
它以神圣和卑劣、崇高和低下、真诚和伪善、形态和心态、本色和变态、现实和超现实的哲理思辨，
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下的伦理基础、入际关系和心理变化，给人以深
邃的哲理启迪。
作品以象征、浓缩、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联系现实存在的新的情境，画面构图力求工整、简单、排
列、重复，给观众简洁、明快而又富于诗意的形式美感。
播出后在国内外反响强烈。
此剧荣获第七届(1986年度)“飞天奖”电视单本剧一等奖。
    还有，开掘深沉的历史文化意蕴。
    此时期短篇电视剧的创作，不是社会生活表象的简单再现。
而是充满丁文化的意识，是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视角和背景上，对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做了深沉
的历史反思：既揭示了千百年沉淀的历史疤疾，又展现了厂对民族新文化的渴望和追求。
从而充分地说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是人创造厂文化，  当然要享受文化的伟大成果；但同时又
不得不受到过时文化观念的束缚，故而又需不断地改造传统文化中的不合理部分。
只有这样，古老的民族才有新生的希望。
    短篇电视剧的创作，没有止步于对社会现象的一般展现，而是努力向历史、文化的深层开掘，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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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纳入真正的科学领域，使之具有强烈的思辨力量。
从而形象地说明：现代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纯粹是从外国“进口”的。
现代文明，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在礼赞现代文明之美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辉煌璀璨及其美学价值。
不仅为现代文明寻得了根。
而且艺术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必然联系。
    重庆电视台录制的《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形象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正处在历史的交叉点，处在现
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相击相搏而又相交相融之中：一边是高耸的电视天线，一边是矗立的宗教经幡；
一边是飞驰的摩托车，一边是磕长头的人流；一边是现代的迪斯科舞蹈，一边是老婆婆在转经赎罪；
一边是播放流行歌曲，一边是诵读格萨尔王传。
在这新旧交融的画面中，达娃妹妹穿的是夹克衫、牛仔裤．但她的血液里仍然留存着藏胞传统文化的
基因。
迪斯科，虽然是现代颇为时髦的舞蹈，但它仍然踢踏在藏文化中心的巴尔廓街头。
由此可见，没有巴尔廓老街，多么绚丽的现代文明，也只是海市蜃楼，白日说梦。
现代文明，离不开固有的传统文化；固有的传统文化，也有待于现代意识的张扬和更新。
这既是它对现实生活美的深入开掘，也是对人类文明辯证法的揭示。
    该剧创作颇具特色，它从大一统的艺术常规中跳了出来，使得作品既有散文的神韵。
又兼有诗的意境；既有纪实性的白描，又有抒情性的夸张。
运用夹叙夹议的艺术手法，在生活的“似”与“不似”之间完成叙述。
在多元化网络的交叉点上，把握对人类历史命运、人的本体心理的总体思考。
正因为如此，该剧才得以荣获第六届(1985年度)“飞天奖”电视单本剧一等奖。
    《太阳从这里升起》(山西电视台录制)选择了西北高原上的一座小村庄——老军营为背景。
地下，埋葬着一千多年前的古老文物；地上，人们世世代代过着简朴的生活，固守着几千年来的传统
文明。
但是当历史步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产业大军、工程技术
人员、外国专家，伴随着现代化巨型掘土机，开进了老军营。
他们要在这里开采现代化的原动力——煤炭；他们要荡平人们世代居住、休养生息的窑洞，建设起现
代化的大煤矿。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搏战，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特别是在人们的心
理层面开始了。
    作品着重表明现代化建设，更重要更深刻的是观念上的变化，面对现代世界科学技术的挑战，应该
激起人们迎接挑战的热情和紧迫感，但是观念和传统的改变，却需要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从而
充分说明：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个曾经创造过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面对当今世
界的挑战，一定会腾飞起来，以其雄浑的民族精神，屹立在世界东方。
    该剧采用的不是传统的戏剧结构，而是运用散文式的结构。
’这种结构使情节与情绪互相结合，构成了板块结构的特色，着意追求一种纵横交织的多重的生活剖
面和细节的网状脉络，具有深沉、凝重、朴实的风格。
全剧的一切意念，都隐藏在生活细节和人物情绪的背后。
人物都带着各自群体的本色特征出现在剧中，对他们并不需要以传统戏剧人物的性格发展规范来要求
，这些人物聚在一起互相比较，互为衬托，才显现出他们各自独特的价值。
此剧曾荣获第七届(1986年度)“飞天奖”电视单本剧二等奖。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不仅需要产生代表性的作品，更需要
产生代表性的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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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1998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新一届政府组成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科教
兴国”。
在此治国理念指导下，四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全面兴旺，持续几年的扩大招生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学
率由1997年的9．1%增至2000年的11%左右。
高教体制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高考制度改革、高校后勤社会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得
高等教育成为国内改革与发展最为强劲的一股力量。
    在全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广播学院成人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过去的函授、夜大两种办学形式以及以专科为主的办学层次，发展成为函授、夜大、成人脱产三种
办学形式和专科、专升本、高中起点升本科三个办学层次交叉综合。
目前的13个专业覆盖了广播电视系统的主要专业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成人教育体系。
此外，还在西部地区的宁夏，通过合作办学举办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为成人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作
出了新的探索；在经济发达地区无锡，与民办学校合作，建立了北京广播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无锡分院
。
目前，继续教育学院的在读生人数从五年前的五千多人增至八千多人。
2001年，教育部还批准我校为全国惟一一所艺术类专业成人函授本科可以跨地区招生的高等院校，这
标志着我校成人教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发展，不仅带来了机遇而且也带来了挑战。
函授、夜大办学层次的增加和专业的增多，迫切需要尽快有计划地编写出新的符合成人教育特点、适
合成人学习，同时具有我校成人教育特色的系列教材。
为此，学校领导根据当前成教的专业设置和承担主要专业课程教学单位的情况，重新调整了函授夜大
教材编委会。
继续教育学院经过多次论证，决定在已有教材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先易后难，按专业成系列地推出
一批新的教材，以满足新形式、新环境下成人教育发展对教材建设的新要求。
这些都是成人教育在扩大招生规模的情况下，不断提升教学质量，构建具有成教特点的教学体系，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教师、教材、教室是传统教育办学形式中三个最基本的组成要素。
随着现代远程教育特别是网络教育的出现和发展，教室这一办学要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教室已不再是办学的必要条件。
教师和教材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更加凸显，而在二者中作为教材的延伸和变异发展的教学资源——课
件却不断丰富完备和多样化。
教学课件特有的学习方式反过来又引发和推动了网络教育教学形式的变革。
在一个完善的高质量的课件面前，教师的作用已从传统的课堂讲授转为集体合作，共同创建一个丰富
、系统、科学的多媒体课件上来。
传统教学中课堂上教师口头传授知识的方式大多被多媒体形式的人机交流所替代，学生获取知识的渠
道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这一切变化中，教材、课件的作用日益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导。
函授教育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远程教育，搞好教材建设是一个根本性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继续教
育学院这次抓成教教材建设是抓到了根本，抓住了关键。
    这次继续教育学院与电视学院合作推出的影视节目制作系列教材（10本），是在原广播电影电视部
教育司指导下由电视系组织编写的电视节目制作系列统编教材（10本）的基础上重新改写或修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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