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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国内高校三维动画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动画教育及应

用创新学习的新思路、新方法和需要解决的几项重点问题，并对优化动画教学模式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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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是计算机图形学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个人想象力和艺术才

能的新天地。目前，三维动画和二维动画广泛应用于影视特效、动漫卡通、电脑动画、虚拟现实、

多媒体展示、流媒体广告、网络横幅广告、网络游戏、计算机辅助教育等领域，如 2009 年 6 月在国

内上映的《变形金刚 2》好莱坞大片的电脑特技镜头很多就是应用 Maya 三维动画软件完成的。动画

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独具魅力、市场巨大的朝阳产业之一。由于动画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膨胀，

国内的动画教育顺应时代主流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需要高速发展着，到 2008 年底，全国有 447 所大学

设立了动画专业，1 230 所大学的院系开办涉及动漫的专业方向或课程，比 2000 年增长了数百倍，

每年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近 10 万人。但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国内动漫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人才缺

口数量庞大，但是众多的动画专业毕业生却难以进入动漫产业领域。[1]问题究竟出在哪，按动漫业

的行话解释是：动画教育的“货不对板”。 
一、国内三维动画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脱节 
由于一些动画院校盲目扩招，批量生产，对动画理论认识不足，往往以 CG、多媒体、软件操作

来代替动画教学内容。动画专业的毕业生大都在基础知识、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实战能力与企业

期望值有不小差距，难以令企业满意。[2] 
（二）师资数量和质量不足 
由于高校动画教育发展迅速，师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跟上。大部分教师没有受过动画专业的系

统学习训练，许多人缺乏动画教学经验与实践经验，经常会传授给学生已经淘汰或无价值的东西。

很多开办了动画专业的学校或教授动画课程的教师，由于缺乏对动画本身的含义及宏观理念等方面

知识的理解和把握，难以胜任动画专业人才培养的教学工作。 
（三）教学和实验条件较差 
缺少动画设计制作的设备和器材。很多高校连 基本的动画台、线拍仪、定位尺都没有；而动

画设计制作的大型专业设备，如集群渲染系统、动画制作系统、动画仿真动态捕捉系统、动画模拟

信息采集系统等专业设备或由于价格昂贵，或由于现有教学观念陈旧等原因，在国内高校的动画实

验室里更是凤毛麟角，难以见到。 
（四）课程设置不合理 
目前高校动漫教材老化，内容同质化严重，缺少深度，大都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对动画文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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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教育的不足导致学生创意思维狭窄，一些学校的重要基础课程如“动画原理”成了几周内完

成的“快餐课”。大部分课程或是美工基础加三维动画软件，或是一味模仿动画公司的作业流程，而

不是基础理论+动画技法+软件应用+动画创作的教学体系，与动画产业链脱节。 
（五）定位模糊 
很多学校全盘照搬国内某高校的教学大纲，而不是立足本校特色及区域经济的社会需求来进行

动画教学和应用的定位。  
二、动画专业课程教育现况与差距 

目前国内高校动画专业主要设置在四类大的学科之下：艺术设计类、美术类、影视传媒类、计

算机类。其中艺术设计类占了较大的比例。这些动画所属的学科门类大多是依据本校所具有的学科

优势来设置的，或者是由于不具备某学科的背景而采取了扬长避短的措施，如工科院校开设动画专

业就偏向计算机技术、软件开发方向。这些学科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为各高校刚刚起步的动画教育

打下了一部分基础，推动着国内动画专业的快速发展。 
但是，由于相当多动画学院脱胎于原来的设计学院或者计算机学院，很多学校教学方案的制定

偏离了社会应用所需的动画人才的培养要求。真正有理论基础和实际经验的老师相当欠缺，动漫专

业教师主要来自美术、艺术设计、影视、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3]。这些教师大多并未接受过动漫专

业的系统学习培养，既缺乏动画专业的理论基础，也缺乏动漫行业尤其是新媒体动漫行业的实践经

验，难以把握动漫教育本质及发展态势，鲜有自身特色的动画教育模式和体系。 
从动画产业的角度来看，国外成功的经验都是依托各自的特色而在市场上独占鳌头的。美国影

视业依靠好莱坞和迪斯尼广泛的文化传播，创立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动画库；日本的动漫业长期占据

世界领先位置，主要是依托其独特的卡通动画形象（映画）为特色；后起之秀韩国的动漫业则主要

定位在网络动漫游戏上。[4]而国内动漫业中，外包产品占得比重较大，具有自身文化特色、为受众

所喜闻乐见的动漫产品并不多见。从动画教育的角度来看，国外动画教育呈现了多样化特点，大都

根据其办学风格、专业优势和社会需求来开展课程教学。尤其重视动画教育与社会需求的配对，既

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之道，也培养学生的应用操作能力。这与目前国内高校动画教育定位模糊、缺

乏自身特色、与市场需求脱节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正是国内高校动画教

育需要大力改进的地方。 
三、动画教育的创新思路与方法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和现况，动画教育应该在教学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待动画教育，既继承传统艺术教育，又将时代发展的新变化融入其中，以科学的态度逐步建立起完

善的动画教育体系，培养数字信息时代需要的高素质动画设计人才。 
（一）动画教育中应正确处理好艺术与技术间的关系  
李政道博士将科学与艺术比作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国内的动画教学中，技术与艺术孰

重孰轻的问题至今仍模棱两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历来有“重道轻技”的思想。因此，在动画

教学中让学生如何突破单一思维模式的瓶颈，将技术与艺术有机地融合，形成整体思维，是动画教

育中应解决的重点问题。技术要与艺术有机地融合，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学生了解动画之道，明

白动画的创新之道。要让学生明白，动画实际上是数字艺术的表现形式，是以创意和创作内容为核

心的“讲故事”，三维动画软件只是把故事转变成动画的人物和场景的建模、角色和特效处理、材质

渲染等的设计工具。“道”与“技”是辩证的统一体。 
（二）动画教育的准确定位 
高校动画专业应该在动漫艺术设计人才与社会需求配对的指导思想下，结合社会需求，选择“培

养动画原创型复合人才”、“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或“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等教学理念

的统一指导下，为动画专业定位，围绕定位制订培养计划、组织教学及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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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实践性教学，让课堂教学与实际相结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对专业能力的实际要

求，而不仅仅是教学的、作业的要求。应该尝试将一些公司的项目、或比赛项目带到教学中。比如，

可以将动画公司制作、已经播出且反应良好的动画片拿来，让学生模拟练习原画或创作中间帧，让

学生直接感触社会的真实需求；也可将动画公司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与教学相结合，如南京蓝海豚

动画公司与央视、意大利电视台合作制作电视系列动画片《马可·波罗历险记》的前期设计阶段，

该片总导演将该片的剧本大纲、情节要求等介绍给学生，由学生分组进行创作，并作为课程的期末

考核作业。学生们知道能做有商业价值的设计工作，参与的积极性高涨，该公司也因而收获了许多

高品质的设计。也可将专业性的比赛与相关课程结合，引导学生直接与社会评价接口，如国际大学

生运动会吉祥物的设计，被引入深圳大学动画专业的平面设计课，该设计被作为考核作业布置给学

生，同学们在完成作业的同时还可参加比赛。其中就有一位学生的设计作品入围，进入全世界挑选

出来的 60 个候选作品；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标志设计的征选，也是采用上述方式，引导上海的高校学

生积极参与，同样取得不错的效果。 
因此，动画教育应该重视与产业界进行有效的沟通合作，动画教育发展的原动力来源于动画产

业对人才的需求。蜂拥而上的动画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质量自然会大打折扣，让产业界失望。动画教

学应该密切关注人才培养与市场接轨的动向，通过与动画企业的联姻，形成一条从课堂、实验室、

工作室到公司的教学链，使学生定位清晰、学以致用，毕业后能快速地满足社会与市场的需要。 
（三）优化动画教学模式的对策及建议 
1. 调整知识结构。从单纯的艺术教育，转为复合应用型教育，增加交叉行业的知识。如增加网

页设计、数字媒体应用、数字视频编辑、3G 手机视频设计等课程，使动画教育成为一种符合时代需

求的艺术素质教育，培养通用型人才。 
2. 大力培养新媒体动画人才。动画媒体经历了电影、电视时代，现在正向互联网、移动媒体方

向发展，如网络电视、网络游戏、流媒体广告、3G 手机动画和游戏、移动增值业务等。 
3. 改善师资结构和开放式教育思想。改善师资结构重在师资培训和向社会开放，一方面针对现

有动画教育师资结构存在的问题，有组织地定期培训，拿出专项资金免费培训在岗教师；另一方面，

可以与动画公司或企业合作，请一些专家或技术人员作为外聘或兼职教师，既能引入符合社会应用

的新思路，也可弥补实践环节课程缺少师资或师资实践操作能力上的不足。逐步形成一条从课堂、

实验室、工作室到公司的教学链。 
4. 根据动画专业的教学及应用学习的定位，加强或增加动画实验室硬件设施的建设和设备购

置，生源和资金充裕的高校，应该适当购置动画设计制作的大型专业设备。 
5. 加强动画原创能力和基本素养的培养。要明晰动画的核心价值就是创作，原创能力本身就是

开创就业或创业的重要渠道；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意识，也要坚持和发扬“中国学派”的民族

特色，中西合璧，寓教于乐，提高学生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和趣味性。 
6. 尝试借鉴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动画教育模式。某些西方国家的动漫教学模式可以称之为“放养

式”教学，当老师布置了作业之后，学生可以在家里、公寓里或自然环境中完成作业，只要定期和

老师碰面，交流一下作业制作心得及工作进度就行。这种形式使学生有很多机会接触外界，可以去

图书馆、大街、美术馆、地铁站或古道小巷去寻找创作灵感，通过这样的环节所完成的作业自然会

生动鲜明、更贴近社会。[4]这与国内整天呆在计算机前或教室去完成作业的“圈养式”动画教学效

果有着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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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with college three-dimensional animation education, 
probes into the fresh insights, methods and major issues in animation education and applied innovative study. It, thus, puts 
forward correspondent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ioritizing animation teaching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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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本文结合实例分析 ANSYS 仿真模拟软件在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主要结论如下： 
1．ANSYS 直观性教学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加强了特殊实

验的实验效果，节约资源。 
2．ANSYS 在教学中应用提高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善于探索

的素养。 
3．ANSYS 在教学中的应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起到辅助教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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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NSYS in teaching thermal-structure couple. It concludes that ANSYS 
can be applied to many courses’ instruction, enabling abstract theory to be displayed directly in figures or animated pictures. 
Key words: ANSYS; numerical simulation; teaching 

（责任编辑  赵  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