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2), 154-160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2025   

文章引用: 王心仪. 论国产青春电影的模式化倾向[J].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2): 154-160.  
DOI: 10.12677/jc.2023.112025 

 
 

论国产青春电影的模式化倾向 

王心仪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3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29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7日 

 
 

 
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以校园爱情为主题的国产青春电影层出不穷，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国产青春电影类型片。

但是近几年，国产青春电影出现了模式化倾向，越来越多风格、人物设置甚至是情节设置都十分相似的

青春电影大批量生产，使得观众对此类电影审美疲劳。文章将从人物形象、叙述模式两个方面，探讨当

代国产青春电影的模式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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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domestic youth films with the theme of campus love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forming a distinctive domestic youth film genr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patterning in domestic youth films. More and more youth films with sim-
ilar styles, character settings and even plot settings have been produced in large quantities, mak-
ing audiences tired of such film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stylization tendency of contemporary 
domestic youth films from two aspects: the character image and narrativ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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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春电影主要是指以青少年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近年来，随着青少年受众群体在电影市场的日益增

长，越来越多的国产青春电影被生产出来。在近十年，数十部青春电影在主流院线上映，其中既有票房

口碑双丰收的佳作，也有备受争议的“烂片”。在这些质量良莠不齐的国产青春电影中，不论是从角色

设置方面，还是剧情发展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导致观众出现了对此类影片的审美疲劳。对此，本

文将以一些国产青春电影为例，深入研究国产青春电影的模式化倾向。 

2. 人物形象模式化 

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上，国产青春电影的类型化特征比较明显。纵观新时代中的国产青春电影可以发

现，不同的电影中，总会出现形象、性格较为相似的人物。 

2.1. 少女形象 

2.1.1. 清纯的校园女神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青春片，片中都会出现一个美丽清纯的“校园女神”角色。例如《那些年我们追

过的女孩》中的沈佳宜，笑容甜美，成绩优秀，是班里众多男生爱慕的对象；还有《你的婚礼》中的尤

咏慈和《悲伤逆流成河》中的顾森湘等。“校园女神”的出场总是会伴随着慢放的镜头和舒缓的背景音

乐，成为影片中极具快感的惊鸿一瞥。一方面，“校园女神”这类形象的设置满足了大众文化中的男性

凝视对于“校花”的幻想[1]，另一方面，角色的设置也会让很多男性观众共情，联想到自己的校园时光。 
但是有很多“校园女神”的形象人设却存在扁平化的问题，空有柔弱单纯的外表，但缺乏对人物内

在的探索，有的迷失自我意识，沦为被爱情“驯化”的痴情符号，比如《同桌的你》中的周小栀，为了

爱情放弃了去北大的机会；还有《匆匆那年》中的方茴，为了报复男友陈寻的劈腿，主动与陈寻室友发

生关系并以堕胎告终。这些形象的塑造，体现出“唯爱至上”的价值取向，但女性主体的自我精神诉求

却被矮化，好像他们人生的意义全部归结为爱情，这也体现出青春电影人设创作的局限。 

2.1.2. 叛逆疯狂的不良少女 
在国产青春电影中，少女的形象总被分为“天使”和“魔鬼”两极，“天使”就是上类所说的“校

园女神”，而“魔鬼”则是那些叛逆疯狂的“不良”少女。这些少女总是浓妆艳抹，桀骜不驯，有着“狐

狸精”的色彩，比如《左耳》中的黎吧啦，她作为清纯女主的对立面出现在电影中，面对单纯的李珥，

她总是以“过来人”的姿态，向她灌输着自己“男人就是车票，你想要走得更远，就得不停地换票”、

“别人的东西才是最好的”的消沉价值观，她为了爱情欺骗优等生许弋使他堕落，当自以为是的爱情破

碎后，她因为一次意外失去生命。在青春电影里，所谓的“坏女孩”总是结局凄惨，创作者们用“坏女

孩之死”为结尾，暗示受众青年叛逆导致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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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孤独的问题少女 
随着相似类型的国产青春电影在市场中出现饱和，使受众审美疲劳，许多青春电影对于少女形象的

设置做出了探索转型，少女形象更多元，影片也从简单地探讨青春爱情变成了深入探讨女性在生活、社

会中遭受的压力。在这类电影中，主角经常是孤独的、弱小的女生，由于意外陷入到无法解决的困境，

比如《少年的你》中的陈念，因为同情一个因校园霸凌导致自杀的女同学，成为了霸凌者们的下一个霸

凌对象；还有《悲伤逆流成河》中的易遥，在意外染上性病之后受到全校同学霸凌。虽然女生的形象更

加丰满，探讨的问题更加丰富，但影片也存在着局限性。首先，影片中总是会将“问题少女”置身于“问

题家庭”，将原生家庭原因作为女主们无法解决困难的重要因素。其次，电影中的女生们解决问题的方

式有的过于偏激，比如易遥最后选择以跳海自尽的方式想要结束这场霸凌；有的凭借他人力量，比如陈

念在被霸凌期间只能凭借刘北山的保护等。虽然青春电影聚焦的题材更加广阔，人设也更加丰富，但是

主角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不具有普适性，这也是电影需要继续进步的要点。 

2.2. 少年形象 

2.2.1. 个性张扬美少年 
国产青春电影热衷于塑造外表英俊、性格开朗张扬的少年形象，许多创作者认为，“个性张扬”是

青春应有的姿态，不少青年以青春的名义肆意表现自我，狂热地追求爱情和梦想，不计后果，也在张扬

个性的青春旅行中加速成长的步伐。比如《青春派》中的居然，为了见到女神黄晶晶，在高考前几天翻

下自己家的窗户出逃，结果摔断了尾巴骨；还有《我要我们在一起》的吕钦扬，在校园广播中当众向凌

一尧表白；《你的婚礼》中的周潇齐、《悲伤逆流成河》中的顾森西都有着相似的性格特征。塑造这样

热情开朗、张扬叛逆且为爱痴狂的美少年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受众群体产生了代入感。 

2.2.2. 开心果配角 
青春电影中，少年形象总是会“捆绑式”出现，一群关系好的“哥们儿们”中，性格也不尽相同，

除了上面所说的张扬美少年，还有一些自然搞笑的“开心果”形象的配角。比如《青春派》中的热衷于

各类舞蹈的“娘娘腔”飞飞，深情款款且无心学习的富二代贾迪；还有《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里执着

追爱却总是弄巧成拙的李唐。这样的“开心果”配角虽然无论在外形还是内在都无法与帅气的主角们相

比，但他们的幽默、风趣以及搞笑的行为会成为青春电影中不同人物间碰撞的粘合剂，也是影片的“笑

点担当”，常常深受观众喜爱。 

2.3. 长辈形象 

青春电影中的长辈形象作为权力的象征，总是被割裂般地置于青少年的对立面，或者被弱化消失。

比如《少年的你》中，主角陈念和刘北山的家庭都是残缺的，刘北山的父母在他幼年时期就抛弃他离开，

陈念的父亲很早就丢下母女俩下落不明，而母亲则终日在外躲债倒卖产品，在陈念面对校园霸凌时处于

失语的状态[2]；还有《同桌的你》中，周小栀一行人因为在“非典”期间私自带被隔离的林一出逃，被

校领导公开处分，但影片却刻意将领导说教的声音弱化，突出了林一和周小栀在被批评时有说有笑，甜

蜜互动的行为，这种对立不仅扭曲了道德评判标准，给青少年树立了错误的价值取向，还削弱了事件的

严肃性。 
这一类情节的设置通过强调青年对权威的反叛实现自我成长，将长辈角色之间简化为代表权威的工

具，将长辈给人带来的正面影响基本抹杀，与现实有出入，在现实中，长辈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

用，而青少年的成长也不都是通过反叛实现的，更多是内在化的问题在多方帮助和自身思考下得到解决。

而电影将长辈设置为对立面的方式也体现了国产青春电影的不足，为制造矛盾而将本应立体的长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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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很单薄，也强化了观众对单亲家庭的刻板印象。 
从整体上讲，人物类型模式化较为严重，不仅如此，不管是少年形象还是少女形象，都存在着伪悲

剧性的特点。很多电影里，各种现实中的悲剧情节都集中发生在某个人物身上，比如父母离异、单亲家

庭、身染重病、未婚先孕、校园霸凌等，这样的人物设置，使整个电影充斥着消极、忧伤的情绪，充满

负能量，当这样的电影一多，观众就会感受到无病呻吟，对电影失望。而那些看似充满悲情色彩的角色，

其实也有“伪悲剧”的成分，比如《匆匆那年》的方茴，在深爱的男友出轨后，她以牺牲自己身体的代

价进行报复，但最终伤害的只有自己[3]；还有《左耳》中的许弋，本是众人敬仰的天之骄子，在被黎吧

啦欺骗感情后心灰意冷，再也没有重新振作起来，不仅学习一落千丈，还欠下巨款。这些角色用本可避

免的死亡或堕落去祭奠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将一些小的悲情任意放大去冒充悲剧，让人觉得青

春如此残酷，扭曲了青春原本的美好面貌。 

3. 叙述模式化 

3.1. 创作母题模式化 

3.1.1. 出于爱情或爱好的反叛 
青春电影惯用的创作母题之一是反叛。青春期的孩子是叛逆的、不羁的，对于叛逆性的表达也是电

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影中的青年人反抗的原因则大同小异，或是出于对父母、对权威本身的逆反，

与父母斗智斗勇是青春片的一大卖点，比如《遇见你》中周灿为了坚持自己的美术爱好，瞒着母亲参加

美术比赛；或是出于爱情去反叛，有人为了爱情去放弃难能可贵的机会，比如周小栀为了林一放弃去斯

坦福，有悖于父母的愿望；有人为了爱情与他人发生暴力行为，比如《你的婚礼》中周潇齐为了尤咏慈

与一直纠缠尤咏慈的队长鲨鱼打架；有人为了爱情改变自己原本平稳的生活，迁就爱人，却终究遗憾收

尾，比如《左耳》中的李珥为了给许弋还钱而打好几份工，最后却被许弋劈腿等等。 
电影中的青年总是叛逆的，不服管教的，他们反叛家长，反叛老师，反叛束缚他们的规章制度，他

们因为爱情做出外界看来不明智的行为，在这种反叛中获得满足，在叛逆中狂欢，享受只此一次的疯狂

青春。但最后，他们也总会在社会的磨砺中磨平棱角，变得世故圆滑，回首岁月中因年少轻狂惹出的一

片狼藉，在深夜里独自留下复杂的泪水。 

3.1.2. 怀念天真执着的旧时光 
青春电影的主要受众，还是“80 后”、“90 后”和“00”后，他们都有着相似的校园回忆，近年来

的青春电影主要描写的时间段为高中、大学以及大学刚毕业的三个时期，通过影像方式将受众带进校园，

引起受众的共鸣，进行怀旧。 
在青春电影中，总会刻意加入一些具有年代感的流行歌曲，以及一些年代特有的“怀旧物”，比如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中的 BP 机、硫化帆布鞋还有电热炉等等。除了物品外，在影片中植入一些

有重大标志的事件，也是电影叙事、召唤同年龄层观众对号入座的营销手段之一，比如《匆匆那年》中

借助十年间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911 事件”、“迎接千禧年”“国足冲出亚洲”来叙述凄美

的爱情故事，还有《同桌的你》中，把“中国大使馆被炸”、“非典”事件结合在故事中，推动男女主

的感情发展等。国产青春电影正是借助了整体性的怀旧符号，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贯穿着一种对青春的

缅怀，使得人们内心的缺位得到一种暂时的满足。 
此外，怀旧也是处于新时代的成年人对自己一去不复返的旧岁月的怀念，如《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

孩》中柯景腾一心要在大学举办拳击比赛、《你的婚礼》中周潇齐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喜欢的女生，还

跟随她加入学校的拉拉队一起跳舞、《暗恋·橘生淮南》中的洛枳写了一整本关于自己暗恋对象盛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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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记等等，这些行为，只归属于一个特殊又美好的年纪，只有当人足够天真，他才会对所坚持的事情

如此执着。而当已不再年轻的观众看到电影里这些带有自己年轻影子的少年少女做着只属于那个年纪才

能做的事情时，便会对已逝去的青春无限感怀。 

3.1.3. 为爱情不顾一切 
青春电影绕不开的母题之一就是爱情。每段青春故事里都会有一个为爱不顾一切，最后却遍体鳞伤

的人。不论是之前的《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匆匆那年》还是近年的《遇见你》《你的婚礼》等，

都是从爱情角度切入去挖掘爱情背后的青春意义。当爱情萌生在单纯懵懂的青春岁月，年轻男女们对“爱

情”的认知还不全面，他们会将爱情放在所有事情的中的第一位，甘愿为了爱人付出一切而无视家庭的

反对。《你的婚礼》中周潇齐在广告牌砸向尤咏慈的刹那冲过去护住女孩、《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中

许嘉树险些为了赵一一放弃去报送去国外学习的机会。青春电影就是通过一些看似平凡但实则珍贵的爱

情故事来展现美好的青春年华，演绎真挚的爱情，当然，也有不少青春电影为了凸显“真爱”的可贵而

用力过猛，强行使人物因为爱情而产生悲剧的结果(如上文所述)，也会使观众觉得矫揉造作，这也是近年

爱情电影评分下滑的原因之一。 

3.2. 叙述方式模式化 

许多青春电影的叙述模式，都采取倒叙的方式，像是打开了主人公的回忆录。开头总是一个成年人

回忆青春，中间穿插着自己中学、大学时的青春记忆，而最后的结局也总是相似的，男主角看着自己曾

经爱过的女孩成为别人的新娘，或是远走他乡放下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总会在遗憾过后选择放手，《同

桌的你》《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和《你的婚礼》皆是如此。这样倒叙的方式用个人视角去回忆

青春，营造出一种怀旧氛围。 

3.3. 情节模式化 

随着国产青春电影的大量上映，其在情节内容上出现了高度相似性。由于影片多以校园生活为背景，

淡化了物质世界对于爱情和事业的影响，更关注年轻男女们自身的成长与情感经历，所以从某种程度讲，

这些青春电影的内容较为狭窄。 

3.3.1. 推动情节发展方式模式化 
电影总是惯用死亡、堕胎和出国的方式结束一段感情，制造泪点，或是用死亡作为开启一段新故事

的起点。一方面，这几种方式简单直接，其留下的空白带着一丝悲伤，由观众慢慢体会感受；另一方面，

这几种方式过于戏剧化，并不贴近普通青年人的生活，也容易给观众带来不真实感。 
角色的死亡时解决一切问题和矛盾的常用手段。《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中，顾彬因为自己得了脑

瘤绝症忍痛拒绝童知了的告白，让这段感情以遗憾收尾；《左耳》中，黎吧啦也是在车祸中去世，结束

了她和张漾、许弋的三角关系。角色的死亡也会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周的朋友》中，因

为亲眼目睹好友许洁的溺水身亡，林湘之受了刺激，从此患上怪病；《悲伤逆流成河》中，由于无辜的

顾森湘的死亡，易遥被冤枉成杀人犯，遭受了更严重的霸凌。在年轻的生命面前，死亡是未知且令人恐

惧的，所以当故事里的男女面对“死亡”时，性格、处境才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堕胎也是青春电影中常出现的桥段。《同桌的你》中周小栀和林一在发生关系后怀孕，两个年轻人

束手无措，最后选择堕胎流产，随后二人分手，将剧情推向高潮；《匆匆那年》也出现了堕胎的情节。

电影中出现“堕胎”这个桥段，不仅用此来推动男女主感情的发展，还会给观众带来一种虚假的生理上

的痛感。这种情节的泛滥，也体现出青春电影的创作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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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的情节也经常出现在国产青春电影中，用来逃避和解决问题。比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中，陈孝正在出国与爱情中选择了前者，放弃了他与郑微的爱情；还有《同桌的你》中，周小栀和林一

因为异国恋而分手等等。不管是迫不得已还是故意为之，“一走了之”这种方式给青春和爱情蒙上了一

层沉重的气氛，使观众感受到了无奈和悲凉。 

3.3.2. 冲突模式化 
国内青春电影中，总会贯穿伦理与爱情的冲突，电影里的感情纠葛、爱情悲剧，有很多都来自于家

庭的阻挠。有的冲突来自于父母对爱情的阻止与反对，比如《同桌的你》中，周小栀的父亲极力反对林

一与周小栀的恋情，在周小栀堕胎后，还对林一大打出手。有的冲突由于家庭的原因，主角不得不主动

放弃爱情，比如《何以笙箫默》中，赵默笙的家庭出了变故，导致赵默笙不得不在与何以琛的热恋期选

择赴美留学，放弃爱情；还有《暗恋·橘生淮南》中，洛枳父亲死于盛淮南家的工厂，洛枳母亲为了抚

恤金与盛家势不两立，后来在二人交往后，盛家被包括洛家在内的众人告倒，盛淮南休学，从此与洛枳

失去联系。 
除了伦理与爱情的冲突，还有事业与爱情的冲突，比如《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钦扬为了还上欠

款选择与凌一尧分手去了新疆干项目，最后死在了一次“作业”里；《遇见你》中，周灿为了可以给女

友余骄阳一个更好地未来拼命工作，却因为缺少陪伴而与她渐行渐远……对于刚步入社会的青年来说，

爱情与事业的冲突在所难免，与爱人的陪伴和对事业的追求难得两全，尽管出发点是为了爱人过上更好

的生活，但结局也有可能会不欢而散。 

3.3.3. 励志方式俗套 
在国产青春电影中，总会包含一些励志的元素，很多电影里，都会出现男女主为了爱情努力学习、

优等生帮助差等生逆袭的桥段，《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中，差生柯景腾在好学生沈佳宜的帮助下奋

发图强，成绩步步提高；《你的婚礼》中周潇齐为了考上尤咏慈所在的大学和她重逢，从一个沉迷游戏

的网吧主管变成了起早贪黑用功读书的复读生；《遇见你》中余骄阳为了和优等生周灿考到一个城市读

大学，也在周灿的帮助下用功读书……这样“为爱去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情节虽然老套烂俗，但也

会引起一些观众对于青春、对于高考这样特殊节点的怀念，被故事里少年人的执着真情打动。 

4. 模式化原因分析 

近些年的国产青春电影，虽然大多数都收获了高票房和高关注度，但因为其模式化的人物设定和叙

述方式，让观众失去了新鲜感，在口碑上多数不尽如人意。 
青春电影模式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个是受众喜爱相似性高，国产青春电影的主要受众是青

年群体，对于青年人来说，“高考”、“爱情”是他们绕不开的话题，他们一样地渴望着学渣逆袭成学

霸的励志，期待着甜蜜校园爱情的发生。他们渴望在电影中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看到电影中的主人公

在经历挫折之后发奋图强最终获得成功、收获爱情，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弥补观众在青少年时期的遗憾；

看到电影中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因为事业或家庭无奈地渐行渐远，观众也能共情并联想到自身经历。由于

受众的喜好相似，而电影创作者为了迎合受众喜好进行创作，所以国产青春电影的模式化倾向严重。 
第二个原因是青春电影形成模式化能压缩电影制作的时间，更利于降低成本，在更短的时间内制作

出电影，这也符合当代都想“赚快钱”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花几年的时间去打磨一步充满未

知性的电影，而青春电影有着相对固定的受众，也有着相似的内容，拍摄成本相对较低，所以会成为很

多创作者、投资者的选择。虽然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总有人年轻，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会有青年受众群

体，愿意走进电影院看那些模式化的青春电影，怀念自己的青春，感受炽热的爱情，这也是不论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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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档期，都会有一两部青春电影进入院线上映的原因。 
虽然国产青春电影存在严重的模式化倾向，但是近年也出现了一些电影，试图在青春电影创作方向

上进行探索，也取得了初步成功。比如《少年的你》《悲伤逆流成河》探讨了校园霸凌主题；《少年的

你》口碑票房双丰收，收获诸多国际奖项，影片也呼吁了对暴力所在文化环境的反思；《过春天》将一

个高中女孩的故事与“单非跨境学童”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探究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年轻女孩个人的

成长困境等。 

5. 结语 

在电影市场上，影片趋向类型化是一种常态，类型化意味着固定的受众与消费群体，这不仅有利于

消费者选择合适类型的电影，也有利于提高电影生产者的制作效率和预估票房。但是，影片趋向类型化

分类并不代表着叙事模式、人物形象也向着模式化发展。国产青春电影类型片在一个相似的“青少年成

长”的框架中讲述少年们的青春故事，在这个框架里，可以包括奋不顾身的爱情、全力以赴的高考，也

可以包括爱人最后的离散，但是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同的，就算是一个相同的结局，那造成结局的原因

也是不同的；就算是性格相似的人物，他们也会面对不同的困境。所以，在故事情节和人物上，类型片

也能创出新意。而在当今的青春电影中，不同的电影不仅有着一致的框架，还有着高度相似的情节和“千

人一面”的人物形象，模式化的程度很高，导致观众看到一个情节，就能大致猜到下面会发生什么。其

实，青春类型片能拍的选材十分广泛，但由于电影制作者求快求简而运用过多模式化的套路，导致近些

年国产青春电影的创造力被压制，创造出来的电影也让观众失望。 
总之，如果想要在国产青春电影的创作上获得突破，赢得观众的口碑与票房，就要突破如今青春电

影所固有的模式化，拓宽电影的创作母题，关注更多的题材，在情节设置上更加紧凑、凝练，减少相似

桥段的出现，在人物设置上更加多元。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优质青春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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