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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教学中塑造面部表情的技法探析 
李轶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舞蹈表演与面部表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宏观角度上对舞蹈表演教学进行分析，应在强调肢体动作训练的基础上、

加强对微观意义上的面部表情探索和研究。结合面部表情塑造的技法，形成对眼部、口部、鼻部各种形态的深刻掌握，通过面部表

情的塑造表达舞蹈的内涵。本文对塑造面部表情的三个感觉器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舞蹈表演教学中塑造面部表情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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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舞蹈排练和教学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学生表情不对的情

况，不仅是由于不同学生的天分差异导致了此现象，后期的舞蹈表

演教学中加强对学生面部表情塑造的培养，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帮助学生掌握面部表情塑造的技法，能够引导学生提高舞蹈表演的

艺术效果，真正运用面部表情来表现舞蹈中的情境、情感等，实现

舞蹈表演的情技统一。 

一、塑造面部表情的三个感觉器官 

舞蹈表演中塑造面部表情的三个感觉器官分别是眼、口、鼻，

通过面部肌肉的变化，形成表演者丰富的面部表情，面部表情具有

多元性的特征，舞蹈表演过程中结合感觉器官的不同形态，可以表

达出不同的舞蹈内涵。首先，眼部是决定一个人面部表情的重要部

分，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有 95%以上的信息是来自于视觉系统，

通过呈现眼部的形态，在舞蹈表演中改变视线方向和肌肉发力的方

式，呈现出多种眼部表情形态，例如眼微合、张开、张大、斜视等

分别表示满足、注意、吃惊或愤怒、傲慢或轻蔑等情绪。口作为构

成面部表情的感觉器官之一，不仅能够言情，同时能够发挥达意作

用，舞蹈表演过程中，通过口可以发出各种语气词，包括嗨、哎等，

利用口部的形态，将内在的情绪展示出来，随着口部的动作，面部

的腮部肌肉同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用于表达舞蹈表演中的情

绪，以嘴角向后为例，表现咧嘴的形态，透露出表演者欢快、高兴

的情绪。鼻子是人体的呼吸器官，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在舞台上的

呼吸关系到形象塑造和面部表情的塑造，与其它形体运动类别相

比，舞蹈的呼吸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同时具有审美和表意的功能，

通过鼻部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表达丰富的情绪，以深吸气缓慢呼出

为例，这一长吁的形态表达了舞蹈者解脱、无奈的情绪[1]。 

二、舞蹈表演教学中塑造面部表情的技法 

（一）规定情境完成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教学中塑造面部表情的技法中，首先应依据相关的情

境展开舞蹈表演，通过对面部表情的整合、拆分、整合，引导学生

对面部表情塑造的重要性形成深刻的理解，加强对面部表情塑造技

法的应用，将情感自然流露出来，提高舞蹈表演的审美境界。教师

应规定合理的舞蹈表演情境，以此为基础、引导学生完成舞蹈表演，

充分考虑到舞蹈表演中的事件、地点、时间、生活条件，结合舞台

布景、服装、道具、灯光、音响效果等，以此为依据塑造舞蹈表演

者的面部表情。以常用的愉悦面部表情为例，在舞蹈表演中，愉悦

是十分常见的情绪之一，塑造愉悦类的面部表情，教师可结合愉悦

面部表情的基本技法，通过向上提嘴角和扩张嘴角、稍眯眼睛，根

据舞蹈表演的内容和人物的愉悦程度，控制面部表情动作的大小，

可分为微笑、中笑、大笑、狂笑、傻笑等各个不同的笑容。根据规

定的情境，让学生完成舞蹈表演，提高舞蹈表演的生动性和审美效

果，塑造一定的形象后，设置合理的情境规定，全方位营造合理的

舞蹈情境展开舞蹈表演[2]。 

（二）实现情技统一的意境 

舞蹈表演教学中培养学生塑造面部表情的技能、并不能按照程

式化的规定操作展开教学活动，而是应实现情感和技能的相统一，

追求情技统一的意境。将表演技法和内心情感结合在一起，加强对

技法的应用效果，舞蹈表演中的境界、情调等，均是舞蹈的意境，

将技术和情感统一结合在一起，用舞蹈表演者的情感统领技术，构

建完善的舞蹈表演训练体系。由内而外塑造面部表情，打破特定的

程式化结构，反映内心的模式，将思想、情感和塑造面部表情的技

法，和谐统一为一体，避免出现故作姿态的形式主义问题，引导舞

蹈表演者真正将情感融入到舞蹈表演的境界之中。 

（三）采取多样性的教学方法 

舞蹈表演教学中有必要制造面部表情技法的锻炼机会，引导学

生加入到动态的面部表情塑造过程中来，塑造舞蹈艺术的形象。根

据故事情节的变化，改变面部表情，结合学生的差异性特点进行分

析，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帮助学生熟练掌

握和运用塑造面部表情的技法。从实际的教学需求着手，分别采取

单一情绪训练法、相似情绪训练法等方式展开教学，例如单独训练

笑这一表情，包括微笑、大笑、嘲笑、苦笑等，训练学生的相似情

绪，包括害羞与腼腆、惊奇与惊讶、伤心与灰心等[3]。 

结论：综上所述，现代背景下的舞蹈表演，最终是通过演员所

塑造的形象将舞蹈中的思想情感反映出来，包括中国古典舞、现代

舞、芭蕾舞、国际标准舞等，均对舞蹈表演中的面部表情有着较高

的要求。针对舞蹈表演的教学，教师应结合学生的艺术体验、人生

阅历等实际情况，加强对学生情技统一的训练，帮助学生掌握面部

表情塑造的正确技法，立足于方法论的微观教学基础上，在实际的

教学实践中结合作品内涵，灵活运用实际事例将面部表情的技能知

识汇总，教授给学生，培养综合能力较强的舞蹈表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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