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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梦—行动有我：2020 年中小幼学生“成语中国” 

微电影征集展播活动指南 
 

一、活动简介 

成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

部分，是我国几千年以来人民智慧的结晶。成语富于哲理而

又形象鲜明生动，表现力特别强。此次活动围绕德、智、体、

美、劳等主题，由各学校及幼儿园统一组织学生自主选择教

育性强、故事性强、易于演绎的成语，结合学生自己的学习、

生活和实践活动进行创作，以学校或幼儿园团队形式参与，

演绎一个完整故事情节的成语。 

此次活动旨在让学生通过演绎成语故事，更好地领会成

语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从而展现他们的创作能力、动手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舞台表现力，激发中小幼学生学习成语

的热情，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创新素养、艺术素养与

信息素养。为学校和幼儿园创新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供

新路径、新方法，向社会传递学生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正能

量。 

所有符合要求的作品将在展播活动官方网站上播出，并

择优推荐在各大视频网络平台播放，借助互联网传播功能，

向社会传递中小幼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正能量。鼓励广大中小幼学生和社会公众对展播

作品进行网络投票，鼓励作品报送者和社会公众利用互联网

对活动作品进行微信分享转发，以扩大该活动的影响力，发

挥更大的社会教育价值。 

二、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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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幼儿园可依托地方历史和文化资源，选择一个成

语，围绕下列主题创作微电影。 

1.德：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

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2.智：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增

长见识，丰富学识。 

3.体：帮助学生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4.美：培养审美情操，提高人文素养。 

5.劳：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 

三、参加对象 

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校学生。 

四、实施建议 

1.微电影的创作要以学生为主体，学校领导、专家、教

师、家长和社区成员可共同参与。 

2.选取微电影内容时，应遵循“反本开新”的原则，保

证成语的用法、用意无误。 

3.在微电影创作指导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把握微电影特

点、学生身心特点，运用多种形式引导、启发学生，使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各方面能力和素养。 

4.在微电影开发及应用过程中，要积极建设、积累高质

量的数字德育资源，探索“互联网+”条件下人才培养新模式。 

5.学校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微电影制作系列培训。 

6.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活动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

获取活动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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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品要求 

（一）作品类型 

作品类型分为：真人表演微电影、手作视频动画微电影

和微电影剧本。 

真人表演微电影是由教师指导学生创作并参加演出的微

电影，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和故事情节。手作视频

动画微电影是由学生动手制作场景、道具，运用动画拍摄软

件拍摄、编辑完成一个原创动画微电影。微电影剧本是拍摄

微电影的基础，可以是文学剧本、故事板或分镜头剧本。 

真人表演类微电影和手作视频动画微电影均可采用普通

话或英语配音，如使用英文配音需添加中英文字幕。 

（二）内容要求 

作品主题需关联一个主要成语，围绕德、智、体、美、

劳，思想健康，演绎正确。作品情节完整、构思合理、人物

鲜活。具体要求详见表 1、表 2、表 3、表 4。 

表 1   作品主题关联的成语选择要求 
 

 

关联成语

选择范围 

 

建议选取正式出版的成语词典中收录的成语，优先选择教材中出现

的成语。由于以下成语在 2019 年的活动中出现频次较多，为保证

活动中成语的丰富性，故在 2020 年的活动中不建议选取，具体不

建议选取的成语如下。 

不建议选取以下成语： 

闻鸡起舞、负荆请罪、完璧归赵、狐假虎威、自相矛盾、铁杵成针、愚公移山、

勤能补拙、三顾茅庐、一诺千金、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拾金不昧、掩耳盗铃、

孟母三迁、揠苗助长、守株待兔、凿壁偷光、邯郸学步、铁杵磨针、不耻下问、

一鸣惊人、滥竽充数、高山流水、程门立雪、亡羊补牢、凿壁借光、滴水穿石、

水滴石穿、半途而废、买椟还珠、拔苗助长、黄粱一梦、百里负米、孺子可教、

毛遂自荐、仗势欺人、天道酬勤、言出必行、尊老爱幼、孔融让梨、刮目相看、

画蛇添足、磨杵成针、专心致志、薪火相传、精忠报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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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真人表演微电影作品内容要求 

主要内容 具体要求 

选题 

作品依据的成语故事和据此创作的作品，应突出德、智、体、

美、劳教育的目标。 

作品应能传递正能量，积极向上，与新时代主流文化价值观

一致。 

作品依据的成语故事和据此创作的作品，可以是根据成语原

意创作的；也可以在不违背成语原意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

现实生活进行演绎，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对成语本意的演绎，不能穿凿附会、张冠李戴，也不能用同

音字偷换意义。 

内容 

作品情节完整充实，有层次，能够讲清故事，人物关系清晰，

剧情精炼不冗长，不短缺。 

作品构思巧妙，成语演绎合理。 

人物特色鲜明，具有典型意义。 

表演 
演员表现自然、到位，真实，台词清晰有感情，能与剧中人

物融合，能够感染观众。 

技术 

片头符合活动要求，布局合理、美观。演职员要素齐全。 

画面、声音清晰，声画同步，镜头平稳、应用恰当，作品剪

接流畅，配音配乐得当。 

创新 
作品在选题、立意、表达方式等方面展现独特的风格，令人

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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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手作视频动画微电影作品内容要求 

主要内容 具体要求 

选题 

作品依据的成语故事和据此创作的作品，应突出德、智、体、

美、劳教育的目标。 

作品应能传递正能量，积极向上，与新时代主流文化价值观

一致。 

作品依据的成语故事和据此创作的作品，可以是根据成语原

意创作的；也可以在不违背成语原意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

现实生活进行演绎，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对成语本意的演绎，不能穿凿附会、张冠李戴，也不能用同

音字偷换意义。 

内容 

作品情节完整充实，有层次，能够讲清故事，人物关系清晰，

剧情精炼不冗长，不短缺。 

作品构思巧妙，成语演绎合理。 

人物特色鲜明，具有典型意义。 

道具 

道具场景符合故事主题，采用手工制作，造型有特点，有想

象力、创造力。可使用不同材料进行道具、场景制作，如：

黏土、剪纸等。 

创新 
作品在选题、立意、表达方式等方面展现独特的风格，令人

耳目一新 

技术 

片头符合活动要求，布局合理、美观。演职员要素齐全。 

画面、声音清晰，声画同步，镜头平稳、应用恰当，作品剪

接流畅，配音配乐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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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微电影剧本内容要求 

主要内容 具体要求 

选题 

作品依据的成语故事和据此创作的作品，应突出德、智、体、

美、劳教育的目标。 

作品应能传递正能量，积极向上，与新时代主流文化价值观一

致。 

作品依据的成语故事和据此创作的作品，可以是根据成语原意

创作的；也可以在不违背成语原意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现实

生活进行演绎，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对成语本意的演绎，不能穿凿附会、张冠李戴，也不能用同音

字偷换意义。 

内容 

剧本情节完整充实，剧情精炼不冗长，不短缺。 

剧本构思合理，情节、悬念、细节、巧合设置合理。 

剧本人物特色鲜明，具有典型意义，人物形象真实，能被观众

认同。 

台词语言生动有趣，符合角色性格。 

能够将剧本中的文字（画面）转化为视觉语言，具有画面感。 

风格 

剧本符合微电影技术规范，能够体现出创作者的独特风格。 

剧本整体风格一致，艺术表现不跳脱、不断裂 

格式 

以文学剧本、故事板或分镜头剧本的形式提交。 

剧本内容详细、充分，信息交代完整。 

 



- 9 - 
 

 
 

（三）技术要求 

1.真人表演类微电影作品时长控制在 5—10分钟，手作

视频动画微电影作品时长控制在 3—10分钟，微电影剧本作

品不少于 1000字。 

2.真人表演类微电影和手作视频动画微电影作品片头

文字应显示标题，标明“本作品为原创，绝无抄袭”，如需

使用他人的拍摄素材，不能超过全篇长度的 20%，片尾文字

应显示主创人员名单、指导教师、学校名称、演职人员名单。 

3.真人表演类微电影和手作视频动画微电影拍摄器材

（软件）不限具体品牌和型号，要求画面清晰，声音清楚，

提倡标注字幕，上传视频大小不超过 300MB。视频推荐使用

高清制式，视频压缩推荐采用 H.264 编码方式，码流率在

512Kbps 至 2Mbps 之间，封装格式推荐使用 MP4。 

4.真人表演类微电影和手作视频动画微电影提交作品

时，每个作品需准备一张图片，作为作品在网页展示时的封

面图片，图片类型为.jpg，图片大小不超过 300KB，尺寸大

小为 230*145px；每个作品需准备一段 200 字以内的作品简

介。 

5.微电影剧本以 pdf 格式提交。 

六、活动流程 

（一）活动平台搭建 

2020 年 4月 15日-6 月 30 日中央电教馆将为各省提供

“中国梦—行动有我”系列活动省级活动平台软件系统，各

省电教部门负责省级活动平台的运维，具体事宜请联系中央

电教馆活动联系人。 

（二）组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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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月 1 日-12 月 31日，活动主办方将对指导教

师提供活动作品制作指导相关培训，学校及幼儿园可自愿报

名参加。根据疫情情况，具体内容另行通知。 

（三）作品报送与推荐 

1.作品报送 

2020 年 10 月 9日-11月 15日，以学校为单位在所在省

的活动平台（各省在转发文件前应明确各省活动平台网址）

上参加活动，每个学校指定一名教师作为活动联系人，统一

上传本校的微电影作品。报送单位需对报送作品进行把关，

确保报送作品内容健康向上，不触犯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

规，不涉及色情、暴力等其他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容。 

2.省级推荐 

2020 年 11 月 16日—12 月 15日，各省电教部门按 40%

的比例向中央电教馆推荐符合要求的作品。 

3.央馆推荐 

2020 年 12 月 16日-2021 年 1月 15 日，中央电教馆在

国家活动平台（http://zgm2019cy.eduyun.cn/）推荐、展

播、推广活动作品。 

（四）展播与投票 

2020 年 10 月 9日-11月 15日，报送作品在省级活动平

台上进行展播。2020 年 12月 16日-2021 年 1月 15 日，各

省推荐作品在国家活动平台进行展播。广大中小学校师生和

社会公众可对国家活动平台作品进行网络投票或转发作品。

作品免费供广大中小学校参考、使用。 

（五）宣传推广 

为配合活动宣传和成果推广，拟邀请相关知名媒体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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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行跟踪报道。符合要求的作品将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活动平台及相关网络平台进行宣传推广。 

七、 活动组织 

1.中央电教馆:主办单位。负责活动的统筹组织，为各

省提供省级活动平台系统软件，为中小学教师提供作品指导

与培训，开展作品推荐、展播和推广等工作。 

2.省级电教部门：实施单位。负责本地区活动的组织实

施，统筹制定活动方案，落实开展活动所需经费，协助中央

电教馆组织系列培训活动，组织中小学校在省级活动平台上

传作品，做好向国家活动平台的作品推荐工作，负责省级活

动平台运维。 

3.中小学校（幼儿园）：活动主体。负责本校作品的组

织与报送，需做好作品选题把关工作，组织学生积极参加作

品征集展播活动，确定专业的指导教师，提高教师的指导水

平和能力，充分发挥校园电视台作用。 

八、 注意事项 

1.作品必须由报送者所在学校统一完成，报送者在上传

作品前需确认拥有该作品的版权、著作权、肖像权。 

2.报送者需处理好作品上传前的保密问题，并确保该作

品在报送前未公开发表展示或参加其它赛事（校级以上）。  

3.作品需保证原创。主办方不承担包括肖像权、名誉权、

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如出现

上述纠纷，主办方保留取消其参与资格及追回奖项的权利。 

4.报送者需保证其作品内容健康向上，不触犯国家有关

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涉及色情、暴力等其他违反社会道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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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内容。如因此引起任何相关法律纠纷，其法律责任由报

送者本人承担。 

5.主办方充分尊重报送者的作品版权，对于所有报送作

品，其作品版权归中央电教馆和原作者共同所有。 

6.对于所有报送作品，均视为报送者同意中央电教馆拥

有其作品的使用权，中央电教馆可以任何形式将报送作品进

行展示和传播。 

7.本项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教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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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备注:请省级组织单位填写该表，并于 2020年 5月 1日前将此回执电子版及电子扫描件发送至 yuan.yuanzeng@163.com。 

 

                                                       省级组织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中国梦—行动有我：2019 年中小幼学生‘成语中国’微电影 
征集展播活动”联系表 

 
__________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兵团） 

 

负责人

信息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QQ 

  
 

  
  

 
联系人

信息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