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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反映着时代、社会及个人存在，有责任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

英美文学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链接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传递好中国声音，讲好

中国故事。奥斯卡获奖动画片《BAO》讲述了一个海外华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其中丰富的思政元素给英

美文学课程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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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ture, as a part of ideology, reflecting the times, th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existenc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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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sed to instruct correct values and outlook. By learning the course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link local culture and alien cultures, spreading Chinese 
voice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an Oscar winner, the 
Animation Bao, presenting the daily life of a common overseas Chinese family, provides a case of 
how to combine the elements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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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

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1]落实到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核心课程的英美文学，如何“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是每一

个授课老师需要思考的问题。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
的规定，外语类专业学生具备的能力要求有“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对素

质的要求则包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2], p. 
92)，《国标》明确了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下，外语专业学生在对外交流中有义务，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

所以，在两课之外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外语专业课程的学习，这对于建立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讲好中国

故事十分必要。事实上，思政教育与文学课程从来都是并行不悖，“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

形态，虽说不完全受制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而且文学大多来自作家的个体劳动，所面对的也是作

为个体的读者，因此是一种个人化的审美和认知活动，取决于一时一地的作家、读者的个人理智与情感、

修养与好恶。另一方面，无论多么特殊，文学又毕竟是一种意识形态，终究是对时代、社会及个人存在

的反映。”([3], p. 6)。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其所传递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将汇聚成为人类文明

的共同财富，但是如何因势利导，如何取长补短，如何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英美文学的授课内容完

美衔接成为摆在授课教师面前的一个课题。简单说教或生搬硬套无疑会令学生反感，知识型和趣味性的

融合才能春风化雨，润泽学生的心田。 
实现知识型和趣味性的融合在不同的时代途径并不相同。但是，无论采取何种途径，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英美文学课的内容需要与时俱进，而呈现方式也要更加灵活。一直以来，在英美文学课上，经典

文学作品从来都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试想如果在讲授英国文学时不介绍莎士比亚，或在讲授美国文学

时绕过马克·吐温，这样的英美文学课一定不完整。但是在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 21 世纪，像《哈姆雷特》

或《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样的西方正典对于很多本科生很难具有吸引力，学生们坦承阅读经典的动力

多是为了考试；所以，如果能在这些厚重的经典之外再补充一些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通过大众文化的

催化剂作用，链接和巩固学生已有的知识内容，同时拓展其文学素养的综合运用，在这个意义上，大众

文化可以作为英美文学课程的灵活组成部分。在各种大众文化的传播中，“图像文化在今天的文化生存

环境中已处于主导地位，图像的呈现与传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充斥着现代生活。青年学生是影像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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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越来越多地从视觉产品中寻求信息，这是英美文学教师不能忽略的趋势。”([4], p. 
66)。而在各种图像文化中，短视频的异军突起可谓是 21 世纪 20 年代的一个时代标签。短视频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俘获几乎所有人群的关注力，大学生更是深度参与，大把时间用在制作和发布视频上。因此，

将传播大众文化的短视频与英美文学授课结合起来不仅会给严肃的文学课程增加一丝活泼，而且更有助

于灵活地开展思政教育。 
2019 年 2 月，荣获第 91 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由皮克斯(Pixar)动画出品的《BAO》提供了一个

用英美文学课程思政联动短视频娱乐的案例素材，这部作品以其丰富的思政元素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英

语专业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需求。该片以中华美食为看点，将一个华裔家庭中母爱与成长，冲突与和解

的主题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获得了青年学生的广泛认同，该视频说明“面对多元化文化渗透、本

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影响的情况，如果能够形成价值共识，构建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则

更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5], p. 138)。 

《BAO》的中文译名为《包宝宝》，由加拿大华裔导演石之予创作并执导。这部时长 7 分 46 秒的动

画片讲述了一位加拿大华裔母亲在包包子的过程中，手中的包子变成了人形的小宝宝。于是，母亲开始

精心抚育这个肉嘟嘟的宝宝，一起逛菜场，一起吃点心，时时刻刻把宝宝捧在手心。随着宝宝逐渐地长

大，他要求拥有独立的空间和生活，并且开始抗拒母爱的蔓延与束缚。一天，长大的宝宝带来了一位金

发碧眼的女友，告诉母亲要和女友搬出去住，母亲坚决不同意，但无法阻挡儿子奔向独立生活的脚步。

自从儿子搬走后，母亲每日都觉得空虚无聊，无所事事。不久之后，宝宝和订婚的女友一起回来了，经

过离家后的成长和历练，宝宝和母亲都感受到了爱的多重维度，一家人又再次坐在一起愉快地包包子。

这部作品虽然剧情老套，但对于仍在成长中的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认同感。根据连续两年的学生

反馈，课程思政的效果明显。同学们经过分组讨论和查找资料，提炼出三个思政主题。以下，本文将从

教学实践出发举例说明思政主题如何有效融入动画片《BAO》的赏析中去。 

2. 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 

经过半学期的文学课学习后，学生们在解读作品时，很自然地把背景介绍分为导演的背景介绍和作

品的背景介绍两部分。导演石之予(Domee Shi)在两岁的时候随父母从中国绵阳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导

演的中西教育背景为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背书，同时奠定了这部作品整体的审美基础。受益于父

母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石之予虽然身在国外，却无时无刻不被中国文化包裹，除了自幼傍身的中国绘

画，母亲拿手的中国饮食也深深地俘获了石之予的身心。在采访中，石之予说“我想分享中国文化，华

人社区的食物和人文，这部影片是一次完美的表达机会”[6]。关于作品，石之予强调，《BAO》的出品

方皮克斯动画“愿意向世界讲述各种特别的故事”[7]。这显示出皮克斯公司倡导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

开放理念。在此理念之下，满载中国文化的《BAO》以其世界性话题产生的审美经验提升了观众的跨文

化意识，如萨默(Sommer)指出“审美经验有助于发展人们称之为‘跨文化的思维’，即，寻求突破种族

中心主义世界观固有局限的思维方式，并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8], p. 155)。在跨文化审

美的背景之下，同学们看到了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坚持，继承和传播，石之予不仅没有因为去国多年

产生出与中国文化的隔膜，她用美食锚定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链接点，并且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其

呈现出来，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短小的动画片《BAO》搭建了一座沟通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 

3. 亲情表达的多重维度 

在中国人的家庭里，美食和宠溺往往是母亲表达爱的法宝。宝宝的母亲作为家庭妇女，每日忙于烧

饭带孩子，孩子的成长构成母亲的全部生活，她除了尽其所能满足孩子的需求之外，自己别无所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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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宠溺在所难免。当孩子小的时候，母亲是他的全部世界，但随着年岁增长，母亲所能提供的条件

已经无法满足孩子不断成长的需求。外面的缤纷世界时刻在召唤，冲出家庭的束缚变得迫不及待；但对

于母亲，一旦儿子自立门户，她的生活将变得空虚无措，于是控制与反控制，保护与反保护构成该片的

主要冲突。 
与此同时，父亲表达爱的语言则是每日勤勉地工作。片中的父亲和孩子很少正面交流，父亲整日忙

于工作，回家就是看电视和吃饭，他不带孩子出去运动，貌似也不关心孩子的成长，他就像是长期住在

家里的客人，一个每天提着公文包来来去去的熟悉的陌生人。父母之间缺乏沟通也造成了母亲把所有的

情感都倾注在儿子身上，成为压在儿子身上无法承受的母爱。 
宝宝的个人的成长过程便是不断体悟父母之爱的过程。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宝宝在幼小的时候十

分依恋母亲，母亲的怀抱，母亲的点心都让宝宝快乐不已；但是年岁渐长的宝宝越来越认识到怀抱和点

心并非自己想要的全部世界，他向往和小伙伴踢球聊天，向往和女朋友开车兜风。当母爱成为自己奔向

自由的羁绊，宝宝毫无犹豫地甩掉束缚，冲出家门；又过了几年，宝宝结婚成家了，获得了自己想要的

幸福。等他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后，他突然理解了母爱的羁绊，他知道母亲是这个世界唯一无条件，无原

则宠溺自己的那个人，再次回到母亲身边时他的爱也获得了成长；与此同时，他也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这个从来不苟言笑，不善言辞，生活略显乏味的男人。这个男人貌似感受不到妻子默默的付出，感受不

到美食的乐趣，吃饭时要么狼吞虎咽，要么漫不经心，不知道他的所思所乐何在，这是一个在日常家庭

生活中缺乏存在感的父亲。但是，无法忽略的事实是，这个男人才是家庭的一家之主，每日地忙碌打拼

都是为了养家，为了妻子和儿子能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这个男子面对妻子与儿子的冲突虽然着急烦恼，

但却无计可施。等成家后的宝宝再次回来后，犹豫彷徨间不知如何表达，正是这个男人从背后推了一把

宝宝，将其推入母亲的房间，这关键时刻的一推，消除了母子间短暂的尴尬，让母子俩再次开心地坐在

一起吃点心。所以，父亲看似不在场，却无时无刻不在为这个家庭出力打拼，他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关

键时刻的推动力。成家后的宝宝，无疑也会变成和父亲一样的男人，沉默而有力，做家庭的栋梁。尽管

亲情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宝宝终于理解了父母给予自己的深厚无私的爱，与父母达成了和解，无疑宝

宝也会把这种爱传承给自己的后辈。 
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家庭教育模式，主人公宝宝历经了出生时的喜悦，成长

时的烦恼，和成家后的和解三个阶段。这部短片引发了同学们对中式家庭教育的阵阵共鸣，其中母亲的

温暖与父亲的沉默，让在场的同学们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亲，那画面或许是母亲在窗前等候的目光，

或许是和母亲逛菜场时从容的脚步，或是停留在父亲手中的电视遥控器；片中的宝宝也让同学们看到了

自己年少的身影，谁的青春不叛逆，时而与母亲对峙，时而要离家出走，还有一房间的影星海报带来的

喜悦和满足。作为对片中亲情的回应，某同学深有感触地总结：作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除了多打电话，

多回家看看以外，还应该帮助父母建立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圈子，不要让父母陷入空巢家庭的困境，

在父母逐渐衰老的过程中，子女需要多一点理解，多一点耐心，不要让“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贴

在墙上变成口号。 

4.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在所有三个思政元素中，同学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满屏的中国文化，显性的如服装、音乐、饮食、

家庭装饰等，隐形的有中国人的情感和处事方式。以下只关注显性方面。随着画面展开，一段悠扬舒缓

的二胡声徐徐地将观众带入到一个华裔家庭，片中可辨识的中国乐器有笛子、扬琴、丝竹、琵琶等，如

此大量的使用中国乐器也是因为该主题音乐出自美国华裔电影作曲家 Toby Chu 之手，虽说是艺术无国

界，但是饱含中国韵味的背景音乐令人念念不忘，可解乡愁。除了音乐，片中人物的服饰几乎都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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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父亲的中山服和毛背心，母亲的花布衣和围裙，还有父亲的黑框眼镜、母亲的翡翠耳钉、父母俩中

规中矩的发型、组成中国传统父母的标准配置；至于片中煎煮烹炸焖溜熬炖的中国美食，更是比比皆是，

主人公小包子，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美食代表——包子，片中还有面条、红烧肉、麻婆豆腐等不一而足，

各种各样的调料瓶、擀面杖、笼屉等中式物件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家庭的陈设也处处显示出中国色彩，

墙上的福字、大红中国结、文人雅客的山水画、花开富贵的扇面、桌上的青铜龙摆件、青花瓷盘、形状

不一的装饰花瓶、红双喜字的冰箱贴、小卖部墙上的日历、此外还有中国书法、太极拳等等，还有同学

注意到妈妈背小包子时用的是竹制小篮子，所有这些装饰品和用具既代表了小包子一家人的审美品位，

也代表了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共同组成一目了然的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无论中国人走到

哪里，中国文化就流淌到哪里，这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久远的魅力所在。 

5. 结论 

创作者石之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BAO》虽然拥有特定的文化属性，但反映的却是普遍的

世界性话题”[7]。所谓特定的文化属性就是指一目了然的中国元素，世界性话题则是作品中所表达的价

值观获得了最大数量观影者的认同，超越了种族和文化。《BAO》这部动画片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以中国

文化为载体的华裔家庭的日常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让每个观影者都能从中产生共鸣，无论是成长的烦

恼，还是母爱的温度，亦或是美食的诱惑，又或是大团圆的结局，其中总有打动观众的泪点和笑点，能

够唤醒观众情感中积极向上的力量。如果说，“跨文化小说可以鼓励读者改变视角，创造性地应对思维

定势、隐喻和信仰的冲突，并且作为心灵读者，对文化规范和文化期待的多样性更加敏感。”([8], p. 171)。
这部短视频完全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其实，开设文学课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无论是通

过诗歌、小说，还是通过电影、短视频，对于外语专业学生，养成良好的共情能力是与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们交流合作的基础。这部短片不仅成功地唤起了学生们普遍的共情能力，而且培养了他们在今后

对外交往中坚持文化自信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意识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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