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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高职表演专业音乐剧教学模式研究的思考
许　杨

（江苏省戏剧学校，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教育知识与能力》一书中阐述：教学模式是在一定

教学思想和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

框架和活动程序。高职表演专业的音乐剧教学模式是指，在戏剧

影视表演专业音乐剧教学过程中，对表演、台词、声乐、形体等

教学手段进行有机设计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教学程序和教学框架，

本文将从研究的背景、现状中谈几点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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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从本专业成为江苏省重点示范专业以来，音乐剧表演教

学被列为戏剧表演专业的剧目教学种类之一，为培养全面的舞台

表演艺术人才做出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校的音乐剧教学存在的问题是：教师与学生都注重

演唱的表达，在形成剧的教学展示中，均以唱为主，台词的表达、

形体的表现被忽视，达不到剧目表演教学的要求；教学观念上存

在单科目教学严谨但剧目教学时不能够建立起相互贯通和递进的

关系，学生在单科目课堂的学习成效不能有效的运用在音乐剧表

演中，因此，研究与实践五年制高职音乐剧教学模式，提高音乐

剧教学效果，成为本专业表演教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现状

国内音乐剧教学现状：全国的高等艺术学院的音乐剧教学目

前根据音乐专业、舞蹈专业已有的特点形成了要么突出声乐演唱、

要么突出形体表现的单一固有现象。在实际教学中，往往会受到

相同形象、单纯美声教学、演绎外来作品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音

乐剧教学出现专业表现单一的现象。随着音乐剧教学的不断展开，

和社会、市场的需求，音乐剧表演者的综合能力——唱、跳、演

俱佳的要求被教育决策者认可。

从现在可以查询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音乐剧的教学都是重

声乐部分，表演、台词、形体较少，单一的模式必须改变，这也

是目前音乐剧教学研究的的现状体现。国内很多学者都音乐剧教

学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就提高音乐剧教学效果而言，均含有不

同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和解决教学中的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

作用，但都没有涉及到在五年制高职表演专业中音乐剧教学模式

的研究。

二、研究的思考

（一）明确研究目的

研究与实践五年制高职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音乐剧教学模式，

解决传统教学中音乐剧模块教学中注重声乐而忽略表演、台词、

形体的现象，规范表演专业音乐剧教学程序。

本文的模式研究是建立在同一学科的相关课程的基础上，形

体、声乐、台词、表演是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在保留原来学科的

独立性基础上，寻找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的共同点，表演与声乐、

形体、台词科目的融合、声乐与形体、台词科目的融合、戏曲形

体与声乐、台词、表演科目的融合等；使本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学

相互渗入，融合过程中开展的教学活动，包含融合对象、内容、

方式等方面的内容，研究目的是为了在五年制高职戏剧影视表演

专业的音乐剧教学形式过程中，消除只注重演唱而忽略表演、形

体、台词各科目独立存在无法相互贯通、融合、递进的教学现象，

形成相对固定有效的表演专业音乐剧教学模式，规范音乐剧表演

教学程序、提高教学质量，同时通过课程融合以提五年制高职戏

剧影视表演专业音乐剧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活动的有效性。

（二）明确研究目标

1. 通过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手法，对五年制高职

音乐剧教学实践过程进行归纳分析，形成“五年制高职戏剧影视

表演专业音乐剧教学”相对稳定的教学模式。

2. 以行动研究理论为指导，探索“五年制高职戏剧影视表演

专业音乐剧教学”研究的新途径。

3. 以科目融合和建构主义教育理论，更新教师教育理念，提

高教学实效性。

4. 设置科目融合方法的教学，以提高舞台表现力为主，促进

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的提高。

（三）明确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要在研究五年制高职音乐剧教学形式过

程中，形成相对固定教学模式，可以充实并丰富音乐剧教学研究

的理论体系。从实践意义上来说要将验证了的“五年制高职音乐

剧教学模式”推广应用到今后的教学研究中去，提高教学质量，

并形成新的教学与研究模式。

（四）明确研究的内容

研究内容上以本人原创的音乐剧剧本《非常 16 班》为教学教

材内容，在音乐剧舞台表演教学中依据表演教学成品剧目的教学

要求——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情感为最高任务，帮助学生理解、

学习、实践音乐剧剧目表演、声乐、台词、形体科目之间的关系，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舞台表现力。

（五）明确研究的步骤

研究分两轮轮进行，根据行动研究的理论，每一轮研究包含

计划、实施、观察分析、反思评价四个环节。第一轮将对音乐剧

人物形象塑造的表演要求与声乐、台词、形体的关系进行。通过

剧目分析、人物小传、实践排练、学习总结四个步骤来完成，研

究戏剧影视表演专业音乐剧教学的基本模式。第二轮将对音乐剧

人物情感表达要求与声乐、形体、台词课程教学相结合来进行。

通过科目的融合分为人物情感分析与表达、人物形象与塑造、舞

台实践演出、学习总结四个环节，深入研究戏剧影视表演专业音

乐剧教学的模式，验证科目融合教学的有效性、形成相对稳定的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音乐剧教学的模式。

希望通过采用科目融合教学的探索，有效改变传统教学科目

相对独立脱节只重演唱的现象，提高音乐剧表演教学的有效性；

强化音乐剧表演课塑造人物形象、准确表达人物情感的力度，提

高教学质量；也能够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学习能力，在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音乐剧教学中形成以剧目为 1，表演、声乐、台词、

形体为 X 的“1+X”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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