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单元:    《千与千寻》   教学时间： 第 13-14周  

教 

学 

目 

标 

知识 

目标 

了解《千与千寻》的创作背景 

了解《千与千寻》的隐含意义 

情感 

目标 

让学生拥有正确的消费观念，在物质时代中保持清醒，

远离超前消费。 

教学

重点 

1.了解千与千寻的隐含意义。 

2. 面对困难挫折，是否遵从自我真心，时刻记住我是谁，我来自哪

里，我要往哪里去。 

教学

难点 

让学生学会反思： 

1.迷失一代究竟迷失了什么？真我如何保持并找回。 

2.让学生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教

学

过

程 

 

 

 

Part 

 1 

1.介绍宫崎骏创作《千与千寻》的背景知识。 

1）在一个无国界（ borderless）的时代，无立足

之地的人是最受人鄙视的。立足之地就是过去，就

是历史。在我看来，没有历史的人和忘记了过去的

民族，只能如蜉蝣一般消失，或者像一只鸡一样只

知埋头生蛋，直到自己被吃掉。  

                       ——宫崎骏 《 异境中的千寻——

这部电影的主旨》，1999年 11月 6日  

2）日本在 1991泡沫经济崩溃后到 2000年代初期长期

经济不景气，这十年在日本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The lost decade），日本又将 1991年的日本人称为

“The Lost Generation”（迷失的一代）。  

千寻这个角色正是这“迷失的一代”的代表，宫崎

骏想通过这个讲述千寻迷失的故事告诉当时的日本

人在迷失中如何寻找与回归。而“千与千”两个

“千”加起来正是 2000，“千与千寻”寓意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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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将探讨日本在“2000年”这世纪之交的“寻

找”。  

 
 

2.主要角色介绍 

1. 千寻：10岁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喜欢白龙，最

后帮助白龙想起了自己的名字，解除身上的咒语

2. 白龙：可化身为龙形。本来是“琥珀川”的河

神，后来到汤屋，在汤婆婆门下学习魔法成为了汤

婆婆的弟子。 

3）. 锅炉爷爷：澡堂的锅炉房主管，长有可随意

伸缩的六条手臂，心地善良，给了千寻很大的帮

助。 

4）. 汤婆婆：澡堂“油屋”的主管，也是镇上的

管理人，是个人人畏惧，法力强大的独裁者。她爱

钱和她的孩子。  

5）钱婆婆 ：汤婆婆的双胞胎姊姊，造型上和汤婆婆没

有区别，性格上却有极大反差，是一个性格温和而慈祥

的人。  

  

 

Part 

2 

1.提出问题 

1）.白龙在影片中代表了什么？  

2）.汤婆婆和钱婆婆分别代表着什么？  

3）.无脸男代表谁？影片中说明了什么问题？ 

4）.影片中的“腐烂神”说明了什么？  

 2.观影。 

 

1.学生回

答问题

1） 

2.学生带

着问题

去观影 



  

 

 

 

 

 

Part 

 3 

1.回顾影片 

1）回顾主要角色，并加以评论 

2）回顾主要剧情。 

2.影片问题讨论 

1）.白龙在影片中代表了什么？  

2）.汤婆婆和钱婆婆分别代表着什么？  

3）.无脸男代表谁？影片中说明了什么问题？ 

4）.影片中的“腐烂神”说明了什么？  

  

3.经典台词讨论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

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2）.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可能忘记，只不过是暂时想

不起来而已。 

3）. 以前我不知道离别的滋味是这样凄凉，我不知道

说声再见要这么坚强。 

4.灵魂拷问： 

1.如果你遇到了无脸男一样的人，对你倾尽所有，

你会接受他给你的金子吗？  

2.面对河神给你的神奇药丸，你会选择自己吃掉还

是分给无脸男和白龙？  

3.如果你的父母像影片中一样变成了其他的生物，

你是否有信心像千寻一样找到自己的父母？  

 

1.学生来

自己回

答。 

 

 

 

 

2.讨论，

回答、

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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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观影反思  

片中千寻父母的车驶入国道 21号，这正是寓意日本这

个国家即将从 20世纪行驶入 21世纪，而由于上一辈

人“走捷径”不走正轨，因而带着整个日本走向泡沫一

般迷失的境地。而车牌 1901也颇有寓意，1901正是

20世纪的初始之年。  

千寻的父母走进迷失世界后看到无人经营的饭店，肆意

地享用原本要供给神灵的饭菜，千寻的母亲说“等有人

来了，再付钱就是。”千寻的父亲则说“有爸爸在，怕

什么，信用卡现金随他收”。这种先享用后付款的“信

贷”概念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彻底走向迷失的根源。  

• 

 

物质主义时代即将过去，你是否还在实行无偿还能力的

超前消费？  

后物质主义时代即将到来，你又将对自己的生活做何种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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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