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2019 年第 2 卷第 6 期 高等教育前沿

课程与教学

五年制高职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台词课程初探
黄　倩

（江苏省戏剧学校，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五年制高职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台词课程是核心课程。

学生在进入舞台艺术语言学习之初要进行大量的普通话语音基础

训练——准确的发声方法，标准的语音学习。一、二年级台词教

学基础阶段的学习需要大量的课堂练习，课后练习，反复练习。

枯燥重复的学习内容会让学生容易产生消极的学习状态，缺少学

习动力。怎样改变这一现状也是这两年我在基础教学阶段不断探

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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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从教以来，我主要担任了台词课程基础教学阶段的教学

工作。一年级台词基础阶段的课程目标是：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

发音和正音，纠正不良的语音面貌，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培养

学生念、读、说的能力。二年级台词基础阶段课程目标是：掌握

诗歌朗诵的技巧，了解格律诗、古体诗、词以及自由体诗歌的朗

诵方法，为高年级人物语言训练打下扎实的基础。

一、基础教学重在“练”

通过书本上理论知识的学习，我们可以做到正确发音，纠正

不良的语言面貌，以绕口令及小短文内容为载体进行学习练习。

养成说普通话的语言习惯，达到字正腔圆，气息顺畅，音色优美

动听的效果。基础阶段教学我始终坚持的理念是“练习”。课堂

练习，课后练习，不断地练习。其中包括气息练习，语音练习，

语言表达能力练习。每次课上，我会用一节课的时间来进行课堂

练习，保证在 45 分钟，所有人都在“动嘴”，所有人都在“说话”。

运动中的气息练习、抗干扰练习、故事接力练习、命题说话练习……

通过坚持每节课的课堂练习你能明显感受到学生气息状态的好转；

语音准确度的提高；语言组织能力的进步。基础教学普遍存在的

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教学方法不够丰富，学生容易陷入枯燥的学

习氛围，很多同学在后期学习积极性不足，重复的练习及反复的

练习都会带来消极情。教师应该设计灵活多变的课堂游戏（方法），

这样在轻松的氛围里练习，使得吐字归音到位，了解什么是舞台

语言，不与生活语言混淆。

二、诗歌教学重在“情”

在经历过一年级基础教学后二年级开始就进入了诗歌朗诵阶

段。此阶段我的教学理念是坚持“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永

远是诗歌朗诵的灵魂。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作为台词

教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古诗词朗诵可以训练学生掌握舞台语

言内外部技能技巧并且体会情感的理解运用，既学习了朗诵知识

要领，又陶冶了情操。通过古诗词的学习可以很好的过渡到接下

来自由体诗歌的朗诵。在教学上，我更加主动如何使学生掌握正

确的学习方法：首先课前预习，预习的内容具体有哪些，是否能

够帮助你有效的进行作品的创作，要学会找准能够带动你的行动

性关键词语。其次是情境带入，包括视像的具体化，你在“诗歌”

里所看到的，感受到的要具体呈现在舞台上，再通过服装、道具

及音乐的辅助更准确地感受作者的情感。最后人物小传，自行组

织编创情境小练习，找到准确的情感表达。找准作者的情感，体

会作者的情感，表达作者的情感。通过以上方法，同学们感觉到

了课堂的教学方法新颖多变，也真切地体会到了在排练的过程中，

对诗歌作品的深入了解。

三、学生学习重在“新”

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引领者。告别以往老师说一句，学生学

一句的传统教学方式，我们也在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及教学模

式。本学期我也开始“放手教学”，让学生们自主学习。当然，

自主学习首先也要有明确的学习方法。我会先进行作品示范创作，

同学们通过教师的示范，了解到创作作品的准确步奏，需要做哪

些准备。在明确了教学目标，详细讲授了理论知识后，你会发现

学生的反馈往往超出你的想象。期末考试，18 级影话班原创的两

个快板练习《我们的校园生活》受到好评，17 级自由体诗歌朗诵

大多数作品都是学生自主学习完成，从编排队形到音乐选择都是

自主完成，我只需要进行轻微调整，即可汇报演出。我能感受到

他们自主学习能力的力量，也给我在教学上注入了很多新鲜活力，

他们的想法有时会让你觉得更贴切，更适合。作为教师应当不扼

杀他们的创新精神，汲取他们最新颖的想法。

四、信息化教学辅助课堂

为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加强了信息化教学。信

息化教育，是以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以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为重

要目标的一种教育方式。

我通过让学生下载信息化软件帮助学生学习。在手机 app 上

下载“为你诵读”软件，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在好友群里进行

分享，同学之间可以相互聆听，发现不足。教师可以进行示范，

指导学生正确朗读。这种学习方式可以说是一个“行走的录音棚”，

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的提高，愿意说，敢于说。加强了教师与学

生之间课后的交流沟通，方便快捷。

互联网与多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网上积累了大量的、各种形

式的学习资源，可以说是当代教育良好外部环境的体现。丰富的

学习资源为教学提供了支持，也为教学材料的选择和教学策略的

设计提供了支撑。通过近两年的信息化教学实践，课堂教学有明

显的质量提高。

五、结语

“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就向教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完善自己，才能

胜任教师这一职业。我们要学习新课程理念，掌握现代职业教育

理念，探索适合学生的新的教学方法，努力打造有效课堂。注重

教学反思，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总结教学的得失与成败，让我

们与学生携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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