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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中形体教学的“规定情境”
——以高职表演专业一、二年级为例

蔡云晓

（江苏省戏剧学校，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规定情境对演员创作角色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它是戏剧表演中一个老生常谈的专业词汇，它要求学生必须纯粹

地相信此刻在舞台上的任务以及自己的角色。对于表演专业的辅

助课程“形体课”来说，如何在身体外部的塑造上给予演员更有

效地帮助，是作为一名形体教员应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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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最重要的一项构成要素即为动作，动作又分为内部

动作（心理动作）和外部动作，外部动作又是由形体动作和语言

动作构成，也可以这样说，形体动作的表现是舞台上极为重要的

表现形式。作为一名表演专业的形体教员，我深知形体课不可或

缺的地位，更清楚这门课对表演具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在形体

课的训练中，要结合表演课的要求，让学生时刻保持演员的状态，

从基础的“规定情境”为切入点，将每一个形体动作或者组合融

入正确的“规定情境”，将更有效地完成形体教学。

一、单一动作的规定情景

形体课作为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中训练影视表演艺术人才的辅

助课程之一，从教授动作开始，便以情境的形式入手。中职表演

专业一年级的形体课，是以完成芭蕾基本功和民族舞蹈为教学目

标，虽然教学内容是舞蹈，但是舞蹈作为特殊的身体语言，更是

塑造人物需要的训练方式。舞蹈源于生活，在教学中，教员可以

把每一个动作赋予它本身的情境。比如芭蕾，芭蕾舞是皇家舞蹈，

源于西方，儒雅绅士，每一个动作充满着对外界的尊敬和礼貌，

所以芭蕾舞的肢体表现是挺拔而彬彬有礼的，一个简单的动作、

舞姿，一定具有它本该有的“规定情境”，因此，形体教员在导

入新的动作时就可以给学生设定“规定情境”作为启发。

例如，芭蕾基训中的擦地，擦地是训练脚部的肌肉能力以及

下半身的肌肉控制力，基本的向旁擦地要保持身体的直立感，更

要做到腿部的“开、绷、直”，这对非舞蹈专业的学生来说却是

很难的动作，所以首先要启发学生找到芭蕾舞的基本状态，此时

可以规定相应的情境并结合动作要求，如一位绅士在做向旁擦地

的时候，首先，要保持稳重的状态，其次，绅士做动作一定是谨

慎小心并且有礼貌的，所以，在完成动作的时候不能晃动身体，

要保持稳定，腿部向旁发力时要细致，动力脚贴住地板向旁擦出，

要突出温文尔雅的感觉。

这样的“规定情景”不仅贴近芭蕾舞展现的风格特点，更可

以结合动作要求一齐教学，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训练效果也是

显而易见的。

二、组合中的规定情境

“舞蹈是流动的雕塑”。舞蹈只有运动起来才是有生命力的，

在舞蹈组合的教学中利用“规定情境”更有助于舞蹈动作的完成。

例如，表演专业二年级的舞蹈内容东北秧歌，其中一个传统

舞蹈组合“鬼扯腿”表现的是男女生逗趣的场景，在教授后踢步

组合“鬼扯腿”时，可以先让学生自我感受一下组合所表达的情

感，讨论一下每个动作的设计是如何传情达意的，有的是生气、

有的是开心，除了面部情绪的变化外，可以通过动作的幅度大小、

速度快慢来表现女生的情绪变化，女生生气时，后踢步急促干脆，

手臂动作干净利索，女生开心时，后踢步要欢快，上身动律要放大，

并且有俏皮的感觉。

这样的情境教学，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展示出一

种具有角色带入的学习模式，更有助于训练学生找到“规定情境”

的感觉，提高学习效率，使教员的教学事半功倍。

三、心理的规定情境

舞蹈的生命力在于表演者赋予它灵魂。灵魂是内在的，因此

舞蹈教学不能只注重“形”而忽略了“内”。内心的“规定情境”

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心情感和外在动作要统一结合，动作才是灵

动的，不能用愉悦的心理感受表现悲伤的外部动作，这不是在规

定的情境内的，而是要内外合一才有最真实的动作表达。

例如，二年级的藏族舞蹈——屈伸组合，“屈伸”是藏族舞

蹈中腿部动律的一种，要求膝盖具有柔韧性，表现的是连绵不断

的状态，是藏奴饱受压迫的动作体现，但是此动作的内在心理是

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因此配合的上身动作应该是平坦的，有时需

要胸腰向斜上方迎出去，表现对未来的憧憬。只有心中充满了饱

满的情绪，再配合外部动作特征的表现，一定使屈伸组合更加生动。

四、结语

形体教学课是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中相当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

表演专业的形体教学一定是致力于表演中的人物塑造，因此形体

课的教学形式应该同步于表演课堂的教学节奏。“规定情境”是

一个角色必备的基础，形体课作为内、外部动作训练的重要环节，

一定不能脱轨，形体教员要针对学生的专业特征匹配适合的教学

形式。“规定情境”教学有助于表演专业的形体教员开展教学工作，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内、外在的感受力，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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