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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音乐剧表演课堂的教与学
——以五年制高职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为例

任瑞宇

（江苏省戏剧学校，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本专业提倡改变过去“教师指导

为最高标准的“导师制”的主导思想。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

同的教学要求，使每个学生构起与自己能力相应的对于音乐剧的

新认知结构，在自己原有的表演创作中从导师教授法转向自主学

习法得到发展，教学效果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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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类职校表演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职业学校是为社会培养所需的技术型人才，职业教育的特点

理实一体化、要求所学、所教的内容应紧密联系实际。但在实际

教学中职业学校的表演课教学，有些教师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

学生始终被动学习，时间一长很容易产生疲惫心理，没有兴趣更

无积极性可言，一少部分学生基础可以，但缺乏学习动力和目标，

学习态度差，导致实际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缺少了学习方法以

及创作方法。

二、自主学习的定义

自主学习的概念：自主学习是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

现代化学习方式。这里所讲的“自主学习”是指在教师的科学指

导下，以张扬学生个性为宗旨，以促进学生更积极地、更主动地、

更好的学习为目标，是学生“自我导向、自我激励、自我监控”

的学习。其核心在于“自主”，突出表现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自

己决定学什么，自主确定学习目标；自己决定怎么学，自主选择

解决问题的策略；自己决定评价学，自主监控或调试学习过程，

并对学习结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音乐剧课堂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在音乐剧《非常 16 班》的排练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学生一味

地等待接受老师的指导，拿到剧本之后不能主观能动地对剧本作

出分析，有学生提出“不知道如何才能填满无词状态下的行动”，

不能进行有效成型的展示与舞台，耽误了教学的进度，也忽视了

学习方法。

在排练中有一段戏，只给了“学生模仿整蛊老师”的内容，

以及一段“东北玩儿泥巴”的歌曲。在上一次排练时已经给予了

作业，但是回课情况却并不理想。因为教师没有给出具体的行动，

学生有无法准确的从剧本的整体构成上，以及整部剧要表达的内

容上不够了解，导致耽误了一定的教学进度。这也给我们教师在

教学上提了个醒，学生并不能成熟的了解剧本的结构，在以后的

教学中，提前帮助学生分析剧本的结构也是重中之重。

四、导师制教授法转向自主学习法

（一）经过我们的研究与商讨后，我们决定使用导师制教授

法转向自主学习法。

基本分析自主、段落主题自主、人物基调自主、排练技术呈现

自主、评价自主等自主学习方法，这样既可以解决学生疲惫的学习

心理，也能明确方向和目标，提高学习积极性，主动地掌握学习方法。

（二）教师提出具体要求，指明方向的方法，给予学生创造

的思路，方向，也给予了学生更大的创作空间。在音乐剧《非常

16 班》的第一场中，基于分析剧本的内容之后，学生对于自己所

饰演的人物性格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在课堂上，教师提出了以台

词为基础，从中寻找台词的行动性，并且把行动运用到角色的塑

造当中，找出适合自己所饰演的角色的习惯性动作与连贯的舞台

行动。在课堂上进行了引导，最终，把第一场戏的无词状态下，

用行动填满，出色的完成了第一场戏的排练。

（三）在排练过程中，老师引导学生，在剧本当中分析出这

个角色在剧本当中这个角色的左右，从他的台词，爱好，以及对

手的台词当中，找到了胆小怯弱的人物基调。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慢慢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躲避”的人物行动线，并很好的呈现

在了舞台上。

五、课后练习、作业

在排练结束之后，根据下一场的内容，教师给予了总结和评

价，充分认可了学生们的能力，对学生做出鼓励，让他们可以有

更多的努力运用到之后的排练当中去，布置了下次排练之前要把

第二场的台词以及表演行动性的任务，以及最高任务和贯穿行动

的寻找，为下次的排练做好准备工作。并再次强调了表演行动三

要素的重要性。“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在表演当中，“做

什么”是最高任务；“为什么做”是最终目的；“怎么做”就成

了在表演当中的值得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剧本的分析，以及对角

色的理解，学生们充分的完成了作业。

六、评价自主

教师根据每一次的回课指点，要求学生自主完成评价，课堂

上问卷自我测试、研讨；定期组织回课、汇报听取观众意见评价

进行自我修改调整，使学生在评价自主的过程中提高了学习能力，

也提高了学习质量，更提高了教学质量。

七、结语

学生的自主学习是通过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实现自主性发

展。教师的科学指导是前提条件，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生能动

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是教育的基本方式和途

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

动的本质要求。表演教学的自主学习从根本上确立了学生的主体

地位，强调培育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和浓厚的学习兴趣，它强调

学生要创造性地学习，即对知识的整合和构建过程，重视学习者

的主动性和探索性学习，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生动活泼的学习局

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表演教学将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以音

乐剧教学为例，进行有目的有选择的学习活动，从而实现自主性

发展。真正的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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