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您对自己的未来有怎
样的规划呢？

赵磊： 我在20岁生日当天按
照书中的方式， 为自己每五年设
定一个目标 ， 一直设定到了 50
岁 。 到现在 ， 4个阶段过去了 ，
目标基本都实现了 。 40岁到 45
岁 ， 我希望要有自己优秀的作
品， 一定是自己原创的。 45岁到
50岁， 我希望把自己的原创之路
继续发展下去， 并且向国内国外
有知名度的奖项发起冲击。 之所
以要把时间推到这么长， 是因为
我始终觉得除了专业技术以外，
做动画还需要一些人生阅历和人
生经验。 我把我的这个方法也告
诉了我的学生们， 他们也都给自
己定了目标。

记者： 在您看来， 如今中国
的动画产业面临怎样的问题？

赵磊： 近些年， 中国动画发
展快速， 由于国家的扶持， 各地
动画产业都已经形成规模， 但是
现在仍然面临着两个棘手的问
题。 第一， 产量高、 质量不高；
第二， 后继人才队伍缺乏。 对动
画产业， 国家应该多鼓励， 尤其
是对中小型的动画公司， 最好能
形成行业协会之类的机构， 否则
小公司单打独斗， 利益极易受到
损失， 往往干了活收不到钱。 然
而， 他们恰恰是整个动画产业链
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他们的合法
利益怎么样能得到保障， 这是需
要从业人员共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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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相长
搭起动画专业的框架

2004年， 赵磊进入北京市新
媒体技师学院成为了一名教师。
那时， 学校的动画专业还处在建
设的萌芽状态， 学生们也大多没
有美术基础， 甚至连一本好用的
教材都没有。 为了给学生找到一
本合格的教材， 赵磊带领二维组
的老师跑遍了上海和北京的所有
大型书店， 在书海里精心挑选。

“那时网络还没有完全普及，
只能是自己到书店一本本的看，
最后终于在书店的一角找到了合
适的教材， 一直沿用至今。” 赵
磊回忆着告诉记者。

“只有自身水平提高了才能
更好的教育学生。 ”在培养学生的
过程中，赵磊一直记着这句话。为
此，2006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动画系专升本进行回炉和提升，
获得学士学位毕业。 此后又参与
了北京“金卓笔”动画公司学习原
画设计，在北京“金松林”动画公
司学习动画场景的绘制。

“通过走出去我开拓了眼界，
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以及市场的需
要， 为后续的课程开发以及专业
教学提供了很多灵感和素材 。”
赵磊笑着对记者谈起那次的经
历。

为了带动学生参与真正的作
品制作过程， 积累宝贵的实战经
验， 赵磊组织学生制作了第一部
学生作品 《杞人忧天》， 这部片
子获得了第二年的北京电影学院
“动画学院奖” 三等奖。

通过不断尝试， 赵磊摸索出
一条以制作带动教学的路子来，
随 后 又 制 作 了 《死 神 豆 豆 》 、
《家有忍者》 等作品。 这两部学
生作品分别获得了北京电影学院
“动 画 学 院 奖 ” 二 、 三 等 奖 。
2008年学生作品 《找月亮》 代表
中国参加了当年在日本举办的
“东京动漫节”， 作品获得了一致
的好评。 通过这样的锻炼， 赵磊
的学生自信心和专业技能得到一

步步提高。

桃李不言
看到学生成长感到幸福

短片 《家有忍者》 的作者李
君是赵磊教的第一届毕业生， 虽
然已经过去十余年， 但赵磊对他
印象深刻。 “他是个很有天分的
孩子， 在专业上也非常努力， 但
是为人比较有个性很难和他人相
处并合作。”

准备毕业设计时， 李君和组
员发生不少矛盾， 这个时候赵磊
的身份又从专业课老师、 班主任
变成了心理辅导员。 通过一次次
像家人、 朋友般的聊天， 赵磊用
自己的从业经验启发和鼓励他。

当北京电影学院颁奖典礼的
银幕上闪动的画面， 正是自己在
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辛苦创作出
来的作品， 原本不会动的画面仿
佛具备了生命力一样的时候， 所
有的学生感动的热泪盈眶。 这个
时候的赵磊， 在学生的背后欣慰
的看着。 当李君回头望向他的时
候， 两人相视一笑。 赵磊说自己
心里是百感交集。

不久后， 李君应聘进入一家
动画公司， 并在很短时间内就创
造了该公司的记录———不到半年
的时间从一名实习生晋级为设计
师。 “在公司里， 这可是前所未

有的记录。” 赵磊的笑容中藏着
些许满足和骄傲。

李君只是赵磊众多毕业生中
的一个， 如今很多人都已成家立
业并且为人父母了， 其中有担任
“纵横动漫” 网络运营主管并在
法国里昂举办个人画展的王强，
有勤奋努力从一名专业基础薄弱
的学生蜕变为 “东非勇” 动画公
司执行导演的欧学超等等。 看着
他们的成长， 赵磊说自己的内心
无比幸福， 这种幸福是无法用语
言形容的。

编写教材
学生渴望的眼神是动力

除了担任正常的教学工作
外， 赵磊还参与很多相关的社会
性工作 ， 比如参与劳动部制定
“动画绘制员国家职业标准”， 并
编写相关初中高级培训教材， 以
及题库和卷库的开发。

教材编写和职业标准的制定
是个艰苦而且细致严谨的工作，
接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
个任务后， 赵磊和同事就投入到
紧张的工作中 。 从企业调研开
始， 一家家的拜访， 了解企业需
要和行业发展动态。 回到学校后
就立刻开始讨论并将搜集到的材
料进行整理汇编。 每天都要持续
工作到深夜2、 3点钟， 周末和节

假日也是如此。
那段时间 ， 他还做着班主

任， 同时带着一个毕业班进行毕
业短片的设计。 编写工作只能利
用白天的点滴时间进行构思， 晚
上才有时间开始工作。 为此， 赵
磊每天平均睡眠时间只有4、 5个
小时。

之后， 赵磊还陆续担任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动画学历教
育培训教材 《原画技法》、 《动
画的培训与管理 》 参编工作和
《动画概论》 主编工作。 “通过
这几本教材的编写对自己这些年
来的收获和教训做了一个总结，
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赵磊
回忆说。

其中， 《动画概论》 获得了
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
版社颁发的 “优秀教材” 证书。
赵磊也成为了 “动画绘制员” 的
高级考评员， 担任全北京市多个
学校的动画绘制员中、 高级绘制
员的培训以及鉴定和考评。 并参
与北京市残联举办的 “残疾人职
业技能培训” 的动画专业培训，
为其鉴定和考评。

2012年赵磊带领技师工作室
的学员参加北京市第三届职业技
能大赛， 在和北京市动画行业和
大专院校众多的选手激烈角逐中
赵磊团队脱颖而出， 赵磊获得理
论和实操两项第一， 带领的五名
学员分获二、 三名。 赵磊获得北
京市技术能手和动画高级技师证
书， 这也是国内第一位获得动画
高级技师的从业人员。 学生中共
有五人获得技师证书。 2013年赵
磊工作室获得了大兴区和北京市
双首席技师工作室挂牌， 2014年
赵磊国家动画大师工作室挂牌成
立。

荣誉多了责任也就更加重
大， 赵磊除了日常教学以外还承
担众多社会性工作， 2014年为北
京市纪检委制作廉政动画短片，
获得一致的好评。 参与北京市课
程一体化教学改革， 2015年第五
届全国职工技能大赛动画绘制员
评审专家。

国家级
技能大师
工作室走进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走进“赵磊技能大师工作室” 【小档案】

【对话大师】

艺术范和中国心拯救中国动画
□本报记者 刘欣欣/文 于佳/摄

动画片是深受儿童和家长喜
爱的艺术产品， 可以说是老少皆
宜。 我国观众大都记得 《大闹天
宫 》、 《三个和尚 》、 《神笔马
良》 等深入人心的动画片， 它们
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
童。 近年来， 国内动画产业发展
迅速 ， 在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加
大 、 国内市场前景良好的基础
上， 各地加快产业开发力度， 我
国逐渐成为了动画片生产的世界
大国。 在这些光环的背后， 记者
近日走访了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
院新媒体专业部的教师赵磊， 通
过他的眼睛进一步了解动画产
业。

赵磊在伏案工作。

赵磊 （左） 与团队成员沟通。

2013年5月 ， 北京市新媒体
技师学院赵磊动画技师工作室获
批北京市31家市级首席技师工作
室 ， 成为6家重点工作室之一 ，
并于2014年挂牌成立国家动画大
师工作室。 目前工作室拥有教师
10名， 学生20名。 通过工作室的
模式 ， 让学生通过 “实战 ” 锻
炼， 真正参与到商业化的动画制
作过程中， 不断磨练技艺， 毕业
后能够迅速融入公司工作中， 为
动画产业贡献力量。

技能大师赵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