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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音乐剧中的戏曲形体教学初探
耿　涛

（江苏省戏剧学校，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随着时代发展，艺术作品逐渐流行起融合，艺术工作

者在艺术作品创作初期，会有意无意地去探索不同种类的艺术类

别穿插在似乎毫不相关的艺术形式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触类旁通、跨界、融合这些词儿在现在的艺术作品中变得很常见。

音乐剧早期译称为歌舞剧，是一种舞台艺术形式，结合歌唱，对

白，表演，舞蹈。通过歌曲，台词，音乐，肢体动作等的紧密结合，

来演绎人物故事的戏剧形式。本文从江苏省戏剧学校原创校园音

乐剧《非常十六班》为例，对戏剧影视表演中的戏曲形体教学进

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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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一书中对戏曲的概念是——“以歌

舞演故事”。以此来推算，音乐剧与戏曲在某个角度来说是相似的。

但他们又有明显的区分，如行当的区分，艺术表现手法的展示，

从大方向来说，它们是相似的，但区分的那一点似乎又可以说是“失

之毫厘差之千里”。

一、音乐剧和戏曲元素

音乐剧中最常呈现的是舞蹈，音乐，其中舞蹈多以现代舞，

古典舞等舞蹈类型为主，以戏曲形体为主的音乐剧目前市场还比

较少见，排除戏曲本身也是载歌载舞的艺术展现形式不说，单纯

用戏曲身段加上流行歌曲所创作出的作品也难以跳脱出传统戏曲

的桎梏。当然，也不是没有优秀的作品出现，例如张国荣先生在

《97 跨年演唱会》中演唱《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就用了戏曲

形体编排了整首歌；或在京歌中配以舞蹈，融入了戏曲元素的舞蹈，

这只是一种舞台尝试，艺术性相对弱一些，所以这样的节目对于

戏曲形体来说便没有那么纯粹，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融合，但也可

以说是戏曲化的舞蹈，或者说是舞蹈化的戏曲。

二、戏剧影视和戏曲元素

江苏省戏剧学校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教学中的音乐剧教学模

块近年来采取的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生整体特点的要求进行

原创校园音乐剧的演出汇报，结合音乐剧的戏曲元素的特点，而

戏曲片段的融合在以音乐剧为核心指导的内核下进行展示，既不

脱离于音乐剧的框架，又不显得牵强，于是导演创作出的《非常

十六班》就显得非常讨巧，该剧以即将毕业的艺考生为创作核心，

每个学生都有着不同的理想和专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戏曲元

素融入到该剧中既不显得突兀，也不显得另类，在艺术作品呈现

上不刻意不造作，学生在表演戏曲元素的时候，只需“取其精华”

部分，不必为难于戏曲形体的艺术类别，又不必考虑它在展示中

的复杂性，同时又能体现戏曲元素的应用，这样戏曲元素的应用

在人物形体上相对精准，整部作品显得不矫揉造作和刻意为之。

但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不像戏曲专业的学生基本功扎实，就

此音乐剧中的戏曲形体展示引申出下一个话题：如何培养戏剧影

视表演专业的学生学习戏曲形体呢？

三、戏曲形体教学

（一）化繁为简，有的放矢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与戏曲专业的学生在面对专业上都

有不同的学习内容，所谓“术业有专攻”，戏曲的基本功主要以

肩腰腿胯为基础，所以学生打小就开始不断练习，在保证基功扎

实的前提下，再进行戏曲剧目的学习，戏剧影视表演的学生在此

之前，顶多是了解戏曲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只是浅显的了解

理论层面的知识，但没有切身体验过戏曲的四功五法，戏曲形体

课的开课，弥补了这一缺憾，将戏曲形体的内容用到戏剧影视表

演专业里，例如：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戏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剧讲得是戏班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但所有的演员都是话剧演

员，戏曲展示只是该剧中极小的展示部分，更多的则是话剧演员

在演出中的表演和故事的走向，那么我们的戏曲形体教学在戏剧

影视表演中，尤其在原创的校园音乐剧中可以抓住人物特点化繁

为简，有的放矢。

（二）因材施教，分层教学

我们都知道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进校时年龄就比戏曲科

的学生大，肩腰腿胯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难关，

但同时，他们的接受能力又很强，对表演类的肢体动作有着敏感

的嗅觉，于是我选择了跳级，不再拘泥于顺序，而是针对学生的

条件，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用不同的形式去授课。

（三）以情推动，形神兼并

在教学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是僵硬。这与他们对戏曲这

门艺术产生的认知有关，在课堂中可以看到，学生“缓膀子”动

作做得都不错，但只要换一个表现形式，他们便无所适从，学生

会形不似神也不似，在实践教学中，我们跳过软开度，直接从力

量训练入手，让学生先达到形似，用古话说这是“技近乎艺”，

用现代话说就是“量变产生质变”，只要花费些功夫，这些动作

技巧是可以练出来的。神似的教学，可以结合话剧表演的特性，

将戏曲形体融入到话剧剧目的创作中，也可以根据剧目需要设置

前景情境，在老师的指引下让学生去发挥，发现、发展，用话剧

的松弛去缓解戏曲形体的僵硬，从无所适从到深谙其道；在《非

常十六班》戏曲形体教学中，帮助学生分析规定情境，从人物的

情感出发，将动作融入情境中的人物情感表达，做到以情推动，

这样可以帮助学生达到形神兼备。

四、结语

戏曲形体从来都不是一个拘泥于刻板印象中的艺术，它无所

不能又无所不在，无非只是动作的美丑罢了，于是在《非常十六班》

这部作品中，我们并没有用大量的肢体动作去展示学生是一个京

剧艺考生的形象，而只是用简单的云手，飞脚，甚至更多的时候，

我们用坐姿来区别每个艺术生的区别，这对学生来说除了更容易

吸收，也让观众看上去不那么为难，当然，与音乐剧的融合还只

是一个尝试，这是一个方向，每门艺术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如何

将它们自然地融合，如何让学生更快、更好地吸收，是我们作为

老师目前应该做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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