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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到现实：《哪吒 2》传递的教育启示

李玉琦

吉林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　吉林长春　130000

摘　要：哪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符号，在饺子导演团队中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与活力。本文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搭建分

析架构，对其进行深度剖析。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三个层面，深入挖掘新时代哪吒形象所蕴含的教育意义。以《哪吒

2》为例，为当代教育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思路，助力教育工作者更有效地引导青少年实现全面发

展与成长，为青少年教育领域贡献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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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哪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神话形象，在不同阶

段展现出其角色特质。以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

该作品不仅取得了优异的票房纪录，还使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更以新时代哪吒形象构建出一个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成

长故事，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个体成长与自我实现的文

化思考。

教育改革正朝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方向深入发展，

教育目标的转向学生综合素养的全方位培养。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深入探究新时代哪吒形象所蕴含的教育意义能够为

当下教育实际情况提供全新的视角，助力家长和教育工作者

科学引导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使其在适应新时代社会需求

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2. 新时代哪吒形象中的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在与周围

环境的动态交互中实现的。在一个由多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组

成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这些系统包括微观系统（如家庭、

学校等直接影响个体的环境）、中间系统中观系统（如微观

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外层系统（涵如社区、父母

工作环境等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环境）、宏观系统（如文化、

社会价值观等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它们层层嵌套，相互

影响，共同塑造着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以哪吒的成长环境为

例，生态系统理论在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接触和互动的环境，包括家庭、

学校、邻里等，对个体的发展产生直接而即时的影响。在电

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李靖打破了传统刻板的父权形象，

既有作为总兵心系百姓的大爱格局，也有作为父亲疼惜幼子

的铁汉柔肠，他能够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洞悉哪吒渴望得到认

可。殷夫人也通过陪伴为哪吒建立起成长的情感基石，让他

在面对外界诸多恶意时，内心有温暖可依。太乙真人作为哪

吒的师父，也构成了微观系统的重要部分。他传授哪吒法术，

给予哪吒在修行道路上的指引，为哪吒树立正确的责任意

识，也为他提供了除家庭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情感支持与技能

学习的小环境。

中间系统是指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

些系统之间的协调和支持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哪

吒 2》中存在的中间系统主要有李靖一家与陈塘关、陈塘关

与龙宫、陈塘关与天宫等。敖丙身为龙族希望，在家族使命

与和哪吒的友情之间挣扎，他的行为引发了陈塘关与龙宫这

两个微系统的激烈对抗，如龙族为了打破禁锢，试图水淹陈

塘关，哪吒则为了守护陈塘关挺身而出，二者背后是两个微

系统间长期积累矛盾的爆发。

外层系统是指那些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个体的

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的社会环境。影片中，天庭的规则设定便

是典型的外层系统因素。龙族与人类之间的矛盾并未直接涉

及哪吒，但这种冲突的背景影响了哪吒的成长环境。

宏观系统是指更广泛的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这些

背景通过微观和中观系统影响个体。《哪吒》系列中“混元

珠”分为善恶两面，在大众传统认知里，“魔丸”是邪恶与

灾祸的象征，这种刻板的观念使得哪吒从出生起就被贴上负

面标签，遭受众人排挤。敖丙身为龙族，在传统的家族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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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对龙族的偏见下，他的选择也受到极大限制。但同时，

影片也展现了角色对这种宏观系统下传统观念的抗争，哪吒

与敖丙本是对立关系，无论是抵抗天劫还是在与无量仙翁的

对决中都默契配合，最后战胜一切困难，每个细节中都传递

了正义、勇敢、友情、责任等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3. 新时代哪吒形象中传递的教育启示

3.1 家庭教育层面

3.1.1 因材施教，尊重个性差异

儿童成长又是一个连贯的进程，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其

不同的特点。哪吒虽为魔丸性格叛逆与传统意义上的“好孩

子”形象大相径庭，但他的父母并未强行扭转他的性格，而

是尊重其个性，引领他走向正途。太乙真人也没有压制哪吒

顽劣的天性，而是选择游戏化的方式引导，这种教学模式恰

好匹配哪吒的身体——运动智能方面的优势，使其在适宜的

学习环境中实现价值，充分调动了哪吒的学习积极性。他们

对哪吒个性的尊重，为其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在当今家庭教育环境下，家长们也逐渐打破传统的“棍

棒教育”，但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教育极端，即“快乐教育”，

想给自己子女“撑一把伞”，但学习传达出的道理就是“吃

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此平衡两种教育是家长应该学

习的重中之重。针对不同性格特质的孩子，家长应具备敏锐

的观察力，密切留意孩子的日常行为表现，以动态发展的视

角精准识别孩子的潜在特长，为孩子搭建适宜的成长平台使

其在不同的学习氛围中获取灵感，拓展视野。这种基于个体

差异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孩子在优势领域深入发展，实现个

性化成长。

3.1.2 互相支持，注重情感陪伴

美国哈佛大学的追踪研究表明，父母每周 10 小时以上

的有效互动，能使孩子情绪管理能力提升 57%。《哪吒 1》

中殷夫人陪伴哪吒的情节，生动地诠释了陪伴与关爱在家庭

教育中的关键作用，也说明了母亲这一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

重要性；《哪吒 2》中再一次设计了踢毽子环节，邻里村民

都避之不及，唯有父亲陪同，这不仅弥补了《哪吒 1》中哪

吒未与父亲踢毽子的遗憾，也印证了家庭教育父亲的重要作

用。父亲参与到家庭教育中不仅能够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也有利于促进孩子的情感发展和安全感的形成，更为孩子的

健康成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家长应当对家庭教育予以高度重视，持续学习并熟练

掌握科学合理的教育手段，致力于为孩子营造优质的成长环

境。家庭所有成员之间应做到相互尊重、理解并给予彼此支

持，共同营造出和谐融洽的家庭环境，不仅能够促进子女的

全面发展，也有助于传承与弘扬优良家风，为社会的和谐稳

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 学校教育层面

3.2.1 鼓励试错，发展成长思维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孩

子的思维具有可逆性，而小学阶段儿童认知能力的进一步发

展，仍需借助实际操作与经验的不断积累。试错不等于犯错。

李靖夫妇和太乙真人鼓励哪吒勇敢地探索、尝试新鲜事物，

创造丰富的实践契机，逐渐认识到责任的重要性，对其认知

能力的提升大有益处。

成长型思维不同于固定型思维，是指个体相信自身的

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和经验得到发展和提升的一种思维

模式，其归因方式侧重于努力程度、而非能力高低。斯坦福

大学关于“成长型思维”的研究显示，合理的规则框架能提

升儿童 73% 的自我管理能力，有助于孩子养成自律习惯。

而哪吒是典型的成长型思维者，他更愿意主动尝试新事物，

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

法，李靖夫妇也给了他足够的底气，一句“我相信你”胜过“我

早说过你不应该这么做”。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给予积极、具体、鼓励性的语

言反馈，如“这就是努力的成果，继续保持”，让学生认识

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不是向上的“绊脚石”而是攀向知

识高点的“垫脚石”。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儿童，他们从家庭、

邻居这样的微观系统中跳出，逐渐触及中间系统，在接受学

校教育的过程中，使家庭与学校两个微系统产生联系，让儿

童在实践中敢于试错、学会成长。

3.2.2 团队合作，提升协作能力

哪吒与敖丙在故事中的合作情节，虽然有立场分歧，但

在面对苍生危机时，大爱意识达到顶峰，二人能够摒弃前嫌，

携手应对，最终成功拯救陈塘关。叶圣陶先生说过：“凡为教，

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而这里的“教”是手段，“达到”是

过程，深刻阐释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也不应是焊在课本上的“读书人”，

而应该是把握学生的成长规律并结合综合实践活动的“导向

标”，在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开展多样化综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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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教师以其主导作用，根据学生的性格

特征、学习能力、知识储备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分

组，确保每个小组具备多元的能力结构与思维视角。在小组

活动进程中，教师要巧妙设置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引导学生

通过协同合作共同解决。学生在课堂团队活动的行动落实，

不仅能够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学会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合

理分工，还能在团队磨合过程中，逐渐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

深入理解不同观点的价值。长此以往，学生能够逐步培养集

体荣誉感，构建起以合作、共享、共赢、共生为核心的思维

模式，为其未来的社会适应与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3 社会教育层面

3.3.1 树立榜样，给予正向指引

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哪吒这一经典神话形象的角色重塑 [4]

使其呈现出多维度积极特质，逐渐成为具有教育价值的文化符

号。哪吒在面对强敌时展现出的无畏勇气、维护正义时秉持的

坚定立场，以及心系苍生的奉献精神，构成了一个立体且饱满

的英雄形象，为当代青少年价值观塑造提供了优良范式。

媒体作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关键载体，在传承与弘扬

这一文化形象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媒体应积极创新传播形

式，借助青少年群体广泛喜爱的优质影视作品、动漫游戏等

文化产品，以生动的方式阐释哪吒形象的精神内涵，引发青

少年的情感共振，潜移默化地接受正能量的熏陶。此外，通

过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如文化讲座、角色扮演、主题

演讲等，为青少年搭建沉浸式体验哪吒文化的平台，促使他

们将哪吒的优秀特质逐步内化为自身道德修养，进而培养出

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正义感，助力青少年成长为有担当、有正

义感的社会栋梁之材。

3.3.2 环境打造，参与社会实践

陈塘关这一独特的社会环境对哪吒成长之路产生的深

刻影响，为剖析青少年发展提供了借鉴。在这个宏观系统下，

充分说明良好的社会环境是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

重要基础。学生的全方位成长，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强大合力，

共同构建完备的支持体系。如在环保志愿服务中，青少年亲

身参与生态保护行动，能切实增强其生态责任意识，深刻认

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紧密依存关系；社区服务则为青少年搭

建了与不同人群沟通交流的平台，有助于锻炼其人际交往能

力，使其学会理解、尊重他人，并在服务社区的过程中逐步

培养社会担当精神。当然，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也需要链接

学校，二者合作会有效弥补传统课堂教育在实践体验与社会

认知拓展方面的固有不足。通过参与此类社会实践，学生不

仅能拓宽自身认知视野，更有助于其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这种将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使学生能

够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在真实社会情境中加以应用和检验，

进而实现知识的内化与能力的提升，为其未来更好地融入社

会、奉献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4. 结束语

饺子导员团队制作的新时代哪吒经典形象，为当代教育

实践提供了多维度的深刻借鉴。家庭层面，家长宜注重情感

沟通，依据子女个性施行差异化引导，以增进亲子关系的和

谐，并促进子女的个性化发展；学校教育层面，教师应激励

学生积极探索，宽容失误，强化集体意识的培育，平衡个体

发展与集体融入；社会层面，需树立正向楷模，搭建实践平台，

助力青少年的全面成长。教育工作者应持续探索将传统文化

形象转化为教育资源的有效路径，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使经

典文化形象嵌入现代教育体系，使其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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