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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去单调的校服，换上精美的礼服，高中生们走过红地

毯领奖，过了一把“明星”瘾。今年11月初，青岛市教育局首次

举办中学生电影节，年轻的“影帝”“影后”横空出世。在繁重

的升学压力下，当编剧、做导演、竞演技，孩子们用独特的方

式释放着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与思考，记录花样的青春年华。

“影后”
今年17岁

本报记者 李珍梅

17岁“影后”

喜欢唱歌，想做音乐老师

今年17岁的许
可是青岛17中的高
三学生。在青岛首届
中学生电影节中，她
被评为最佳女主角。

许可和她的团
队拍摄的微电影名
称为《梦》。在影片
中，许可饰演的是一
个喜欢声乐的美术
生安筱。在追求音乐
梦想的路上，她受到
了来自父母、老师的
反对阻力，同学的不
理解和嘲讽。有一次
安筱偷偷地站在一
个声乐班门口听课，
被一个男同学发现
后，便向他诉说了内
心的矛盾。最后在这
位男同学的多次鼓
励下，安筱顶住重重
压力，坚持自己对音

乐的热爱，最后在学
校的一次音乐会上，
安筱的一首歌引来
了台下的热烈掌声。

“其实，电影中
女主角的故事跟我
的经历还挺像的。”
许可是青岛17中的
艺术生，学的是声乐
专业。选择走声乐这
条路，许可遭到了父
母的强烈反对。“我
爸妈不想让我走艺
术这条路，但我确实
喜欢唱歌。以前经常
为了这个事儿和我
爸爸争吵。”许可说，
随着自己对声乐的
执着，爸爸也逐渐看
出了女儿对声乐的
热爱，最后才渐渐地
转变态度，支持女儿
的选择。

《梦》这部微电
影时间不长，仅有8

分钟。然而，就是在
这不到10分钟的演
绎中，更坚定了许可
对梦想的追逐。“有
梦 就 要 大 胆 地 去
追。”许可说，这部电
影给她带来的是认
可和激励。

进入紧张的高
三复习，许可也在为
自己的大学梦想奋
斗。“最想考的是中
国传媒大学。”许可
的梦想是考入自己
的理想大学，然后当
一名音乐老师。“其
实，拍完电影后，我
觉得如果有机会，当
演员也不错啊。”这
个身高1 . 7 0米的女
孩扬起了嘴角。

18岁“影帝”

用黑白默片来释放学习压力

和“影后”一样，“影
帝”——— 青岛15中的高三学
生权成也是一名艺术生，学
的是播音主持专业。

“被评为最佳男主角还
是挺高兴的，至少觉得努力
没有白费，对自己也是一个
鼓励。”颁奖到现在已经过
去半个月，但再次谈起电影
获奖一事，18岁的权成还是
忍不住兴奋起来。

权成主演的《Can you
feel my world》是一部黑白
默片，从写脚本到拍摄再到
剪辑，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影片全部采用黑白默片

方式，反映了一个高中生在
巨大的升学压力下，迷失自
我的故事。“这部影片可以
说是我自编、自导、自演。
而且没有对白，表演起来有
点难度。”权成说，影片中
的主人公只要一走进校园，
面对繁重的学习，他就表现
出 极 度 的 消 极 、 困 惑 和 迷
茫。然而，这个少年很喜欢
音乐，他只要一带上耳机，
抛开繁重的学业，整个人顿
时就很开心很兴奋。

“我觉得用这种没有对
白的默片，更能打动人，让
人陷入沉思。”权成在生活

中其实是个很开朗活泼的男
孩，但只要一静下来，他还
是会去思考一些问题。“进
入高三，承受较大的学习和
心理压力，我觉得是很多同
学的深刻体会。”权成说，
他就是想通过电影的方式，
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同
时也是一个发泄和倾诉的方
式。

现实生活中，权成本身
也很热爱音乐，且有着较多
的舞台经验。能在高三阶段
拍摄一部微电影，且获得了
“影帝”称号，将成为权成
人生中值得回忆的一幕。

获奖成为激励

高中生有从影打算

和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
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世
界A类知名电影节一样，青岛
首届中学生电影节除了评选
出“影帝”“影后”，还评了金
奖、银奖、铜奖、最佳导演、最
佳编剧、最佳剪辑等奖项。

青岛58中的周乔俏凭借
《周小灰》荣获最佳导演奖；青
岛2中的吕雪媛凭借电影《星
光100》荣获最佳编剧奖；15中
叶一鑫、刘洪铭、战佳雯、蒋文
轩、赵淋生荣获最佳剪辑奖。

周 乔 俏 现 在 5 8 中 上 高
二，她的《周小灰》讲述的是
一个非常平凡、内向的男孩
和一个阳光、优秀的少年成

为朋友。优秀男孩经常带着
周小灰一起读书，一起参加
各种活动。最后在优秀少年
的鼓舞下，内向男孩有了勇
气，报名参加自己喜欢的音
乐演唱，最终获得了认可。这
个17岁的小姑娘笑称平时喜
欢“胡思乱想”，《周小灰》这
个 剧 本 早 就 在 脑 海 中 有 定
型，最后机会来了，她便花两
天时间写下了4000字的微电
影剧本。

“我们学校有电视台，经
常会拍摄各种短剧和DV。”正
因为在校电视台的锻炼，周乔
俏在导演《周小灰》时，能够操
纵自如。“我们几乎是挤出时

间来拍。经常中午顾不上吃
饭，晚上忙到八九点才回家。”
周乔俏说，因为接到参加比赛
的通知比较急，从写剧本到拍
摄、剪辑、后期制作，共花了两
周时间。因为有浓厚的兴趣，
他们全然不觉得累。

在周乔俏的脑海中，她
还构思了好几部其他剧本。
这次获得“最佳导演奖”更是
对她的激励和认可。周乔俏
表示，今后她有从事影视行
业的打算。

和周乔俏一样，曾参与
微电影拍摄的青岛 2中吕雪
媛也表示拍摄微电影开启了
她的从影念头。1

2

3

拍电影对中学生来说，并
不陌生。在青岛举办首届中学
生电影节前，学生已经有过多
次“热身”。

早在2000年，青岛2中就成
立校园电视台，学生对拍摄校
园短剧和微电影一直保持着
浓厚兴趣。2中校园电视台指
导老师宋慧琳介绍，只要学生
自己感兴趣的有利于他们发
展的，学校都会放手让学生去
做。“就像拍微电影，就是给学
生提供一个发现自己兴趣爱
好的平台。很多孩子都非常感
兴趣。”宋慧琳说，学校有一本

《交响》杂志，有些学生就将
《交响》里一些有故事的文章

改变成校园短剧。
青岛15中、青岛17中等学

校的校园电视台运行都比较
成熟。青岛15中团委书记王玲
梅称，近两三年来，15中不少
高中生非常热衷拍摄电影短
片。一学年时间，学生们拍摄
了近百部微电影。15中校园内
已经举行了两届电影节。此
外，学校的优秀影片还参加中
国中小学校园影视节评选。

15中副校长孙晓东介绍，
如今在校园里，拍电影已经成
了时尚。现在学生不再关注穿
什么牌子的衣服、玩什么刺激
的游戏，去哪个好玩的国家旅
游，而是关注拍什么样的片

子。
“学习不光是学习课本知

识，而是要全面锻炼自己的
能力。”对于高中生拍电影，
青岛58中校长袁国彬表示支
持。袁国彬认为，学校要创造
各种条件挖掘学生的潜能。
就如这次电影节，有的学生
或许在学习成绩上不是特别
突出，但她在这个领域有独
特的兴趣。让感兴趣的学生
参与进来，可以挖掘学生的
潜能，同时让学生找到自信。

“电影拍摄、运动会策划都放
手让学生去做。相信能开阔
他们的视野，也是他们展示
自信的机会。”

拍电影成校园时尚

多数学校表示支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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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17岁”影后”许可拍摄
的电影主要和升学挂钩。(图片由
本人提供)

图二：18岁“影帝”权成。(图片
由本人提供)

图三：周乔俏和她的团队在
剪辑短片。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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