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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剧本创作》

前言

动画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及系统的文化产业工程，对年青一代的心理渗透力极其强大。目前国内市场上
具有一定原创性的动画片较少，国家期待着能制作一批代表中国3亿青少年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动画片
。在国外动画片及其衍生产品纷纷涌入中国市场的特殊时刻，作为从事动画人才培养工作的动画专业
教师，帮助学生探讨并确立正确的文化战略意识，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引导学生去挖掘民族传统
的文化精髓，塑造民族动画形象，弘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让动画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
任，意义同样重大。在动画片制作过程中，决定一部动画片成败的关键常常是前期工作，包括剧本、
创意、策划等，其中剧本创作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缺乏好的动画剧本，一直是制约中国制作出优秀动
画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动画专业教学中，动画剧本创作的教学也有被边缘化的倾向，老师和学生均
存在重技术、轻剧本的现象，导致动画专业学生制作出来的动画短片常常是重形式，轻内容，缺乏创
意，这也是动画创作领域的普遍现象。我们的《动画剧本创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考虑编撰的，目
的是想让更多的动画专业人才跻身于目前国内尚不具有领先优势的原创队伍，培养和提高动画专业学
生的动画创意和动画剧本的创作能力。动画是一门既独立又具综合性的学科，它是艺术与技术的高度
结合，既包括影视、漫画、游戏的原创和制作等艺术领域，又包含当今高科技数字技术等多方面的应
用。动画剧本创作属于影视剧本创作范围，它的理论基础也应属于电影剧本创作的框架内，但动画剧
本创作有着区别于影视剧本创作的创作规律与思维方式。

Page 2



《动画剧本创作》

内容概要

《动画剧本创作》的编撰目的是想让更多的动画专业人才跻身于目前国内尚不具有领先优势的原创队
伍，培养和提高动画专业学牛的动画创意和动画剧本的创作能力。编者在吸收、借鉴国内外优秀影视
剧本创作等教材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国内动画剧本创作与动画剧本教学现状，研发了本教材。内容主
要包括动画剧本概论、动画剧本创作过程、动画电影剧本的创作技巧、动画电视剧本的创作技巧、功
画剧本的写作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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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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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类型3.3.2 动画短片剧本的创作技巧思考与实践第4章 动画电视剧本的创作技巧4.1 动画电视概
述4.1.1 动画电视的特点4.1.2 动画电视的分类4.2 系列片与连续剧剧本的创作技巧4.2.1 张扬人文关
怀4.2.2 追求游戏精神4.2.3 主角设定的一致性4.2.4 注重情节设计趣味化4.2.5 设置夸张的细节4.2.6 恰当地
设计悬念4.2.7 强化叙事节奏思考与实践第5章 动画剧本的写作格式5.1 文学剧本5.1.1 动画文学剧本的几
个部分5.1.2 动画文学剧本的结构原则与形式5.2 脚本5.3 分镜头剧本5.3.1 分镜头剧本的概念与创作内
容5.3.2 创作分镜头剧本的必要步骤5.3.3 分镜头剧本的基本格式思考与实践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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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文艺学也叫文学学，是研究文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给文学实践以指导的学科
。文艺学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现象及文学史等，当今的研究者还将视
角转向了新兴的、颇具活力的文化研究方面。文艺学是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又受到文学实践的检验
和修正，并给文学实践以指导。文艺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这三
个部分紧密联系、互相包容，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文学理论既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吸收养分以促使
自身理论体系的形成，又给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提供一定的理论观点、方法、准则和范畴；文学批评不
但接受文学理论的指导，而且以对文学史规律的认识作为自己的根基；文学史家若没有正确的文学理
论观点，不会恰当地评判文学作品，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文学史研究。1.3.1动画剧本是一种特殊的文
学形式我们知道，艺术是社会生活在人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艺术之所以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从而
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提高精神境界，是因为艺术用形象反映生活，艺术情感是艺术形象诞生的原动力
，形象性是艺术的基本特征。像其他艺术一样，文学艺术也是用形象反映生活的，文学形象的塑造是
借助语言的媒介实现的。作为文学创造活动的动画剧本创作，同样遵循着文学艺术活动的一般规律，
就是说动画剧本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艺术形象诞生的过程，动画剧作的形象塑造也是借助语言的媒
介实现的。所以，我们说动画剧本具有文学特性，就是指动画剧本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它用形象
反映生活，表达情感，用语言塑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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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画剧本创作》：高等院校数字影视/动画/游戏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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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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