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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教学法在编剧教学之创作准备中的应用探析

张会会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2

摘 要：摒弃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戏剧教学法应用于编剧教学，通过在课堂中运用戏剧游戏、创意、排练、呈现等一系列

戏剧活动，达成教育的目的。在编剧教学的创作准备阶段，教师可运用故事接龙、角色扮演、教师入戏、即兴表演、人体

雕塑、镜像剧场、坐针毡等戏剧游戏，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做中学，引导学生形成创造性、多元性、自主性的思考模式，

完成创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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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剧教学法在编剧教学运用的必要性

戏剧教学法，顾名思义，是将戏剧的方法运用到教学中，

其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学会演戏，也不是为了最后的舞台演

出，而是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做中学，形成创造性、多元性、

自主性的思考模式，达成教育的目的。摒弃传统的填鸭式教

学，戏剧教学法正因为其趣味教学的形式被广泛应用在中小

学教学中，如语文、数学、外语、历史等，鼓励师生共同参与，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戏剧教学法来自于戏剧，尤其是表导演教学中的戏剧

训练与排演，并结合教学语境进行了分解，能够非常有效地

为非戏剧专业教学服务。戏剧教学法同样可以反哺编剧教

学，通过在课堂上运用戏剧游戏、创意、排练、呈现等一系

列戏剧活动，达到创造性的创作目标。此处的戏剧教学法要

结合教学目的因地制宜，让学生在做戏剧游戏中学习编剧理

论与技巧，完成创意写作，最终目的是达成剧本在舞台上的

呈现，达成编剧教学目的。

二、创作准备教学的几种方法

在编剧教学中，教师基本是围绕创作准备——发散练

习、剧作基本元素（情境设计、情节过程、结构、人物塑造、

台词、主题立意、审美类型等）的分析与练习、改编写作练

习、自由创作等环节进行授课与指导，偏重学生个体的头脑

风暴，帮助学生在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中完成作品。这样的授

课过程的弊端也很明显，即会造成学生对团队的不熟悉和抗

拒心理。相较于团队合作，他们更愿意独自完成作品。笔者

在编剧教学的创作准备环节的授课过程中，试图强化学生的

团队协作精神，从一个人的头脑风暴扩展到团体的头脑风暴

与创作练习。

在创作准备阶段，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学生不知道要写

什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在课堂的教授中，教师需要调动学

生的经历、感官感受、想象力等，引导学生完成从无到有、

无中生有的创意作品。

1． 戏剧游戏

戏剧游戏即让学生放松下来，进入到创作阶段的暖身

游戏。在戏剧活动中，尤其导表演的训练练习中有很多活动

是帮助学生进入课堂环节的游戏，如音乐练习、肢体训练、

台词训练、即兴表演等。相较于导表演课堂的热身训练，编

剧的课堂训练常常是从口头讲述和散文训练开始的。反观中

小学教学，其课堂运用了很多暖身游戏、即兴表演、排练等

活动，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显著。那么，这样的课堂环

节是否也适用于针对大学生的编剧教学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编剧教学中，尤其是大一学年的授课中，在目前疫情的影

响下，越来越多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倾向于高考生源招

生，不再另设艺术考点，这也意味着较少接触过戏剧，甚至

没有接触过戏剧作品的学生占班级人数的较大比例。为快速

融入编剧课堂，紧张不安的他们需要相关的暖身游戏训练，

开始创意写作。

教师在编剧教学可参考、运用的戏剧游戏有很多（更

多戏剧游戏可参考《团队工作坊游戏》、《儿童爱演戏》），

也可以将戏剧活动继续延展，根据具体情况单个或多个使

用。笔者经常运用的戏剧游戏为以下几种。

戏剧游戏一：故事接龙。这是最常用的戏剧技巧，也

是备受学生欢迎的头脑风暴游戏。教师抛出一句话或者几句

话作为故事的开始或要求，由全班同学根据要求依此接龙。

比如“八卦故事”，学生围成一个圆圈，教师走到一个学生

面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一个八卦，其他学生说“不对”，

被拍学生要接着说“是啊，而且……”，继续以戏剧性的故

事讲述八卦故事，其他学生继续说“不对”，新的被拍学生

继续说“是啊，而且……”，持续到最后一个学生以戏剧性

的故事完成“八卦故事”。此游戏的优点是易操作，锻炼学

生的注意力、随机应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故事编织能力，

缺点是学生容易抓不住关键信息，并随机性加入更多信息，

导致故事的连篇累牍、逻辑性不够缜密、随意性很大。教师

需要在故事进行中进行引导，以更好的完成故事。

戏剧游戏二：角色扮演，常见的方法。教师可随机给

出剧本片段或道具、服装，让学生完成根据要求完成故事。

其他学生可根据角色进行人物观察练习。同时，为增强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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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可加入“教师入戏”（教师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环

节，辅助故事进行。尤为重要的是，全班同学共同读剧本、

角色扮演、排练、呈现的戏剧活动可以帮助学生体察剧本的

完成过程，形成自己的表演和导演思维——舞台思维。此游

戏的优点是专业性强，可以一直贯穿在剧本创作阶段，甚至

是剧本完成后的修改完善阶段，缺点是需要加入辅助道具，

或配合其他游戏进行。

2． 联想创作

（1）感官联想

感官联想即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味觉、感觉进行联想，

完成创意练习。结合视觉——图片 /观察——锻炼细节把控

与描述的能力、听觉——音乐 /音响——锻炼联想与描述的

能力、触觉——道具 /记忆——锻炼联想与描述的能力、味

觉——道具 /记忆——锻炼联想与描述的能力、感觉——记

忆 /喜怒哀乐味觉盒子——锻炼感觉的捕捉与描述、共情的

能力，逐一及至组合练习，完成创意表达的写作练习。

在观察练习中可进行以下步骤的练习。第一步，观察

自己的房间，描述具体的物品。第二步，老太太攒了一辈子

的东西，现在决定把家里的东西都丢出去。由一位学生扮演

老太太，分四组扮演不同房间的物品，老太太试图丢掉物品

的时候，扮演物品的学生要说“不，不是我”，并指出自己的

价值，由其他同学猜测物品的名称。猜到物品，下一个扮演物

品的学生指出自己的价值，其他同学猜测物品名称与所在的房

间。其中，老太太可置换成诺亚，其他学生扮演不同的动物，

并指出动物的价值，其他学生猜测动物的类型。观察练习可以

锻炼学生对细节、情感的捕捉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

在触觉练习中可进行以下步骤的练习。第一步，触摸

道具并描述其具体的颜色、形状、质感及引发的关于人、事

的联想。要求描述的细节、情感到位、细致。第二步，选择

道具，如一个钱包 /一本日记本 /一本旧书等，由学生进行

观察、触摸练习，重复第一步的描述练习，并结合视觉、触

觉进行口头与文字描述。接着，围绕道具进行“遗失道具”

的叙述故事练习。每个学生依次拿到遗失道具，讲述背后的

“真实故事”。第三步，分小组表演“遗失道具”背后的“真

实故事”。其中，“遗失道具”也可置换成“考古道具”，

将教室里可见的扫帚、黑板擦等虚拟成“考古道具”，由学

生进行观察、触觉练习，并讲述“考古道具”背后的“真实

故事”。分步骤的进阶触觉游戏能够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

语言表达、肢体表达与创作故事的能力。

在听觉练习中可进行以下步骤的练习。第一步，围绕

音乐 /音响进行语言和文字描述。第二步，播放《哈利·波特》

中的音乐，进行语言和文字描述。第三步，播放《哈利·波

特》中的音乐，学生扮演《哈利·波特》中出现的巫师、扫

帚、蛇等，以扮演的角色在舞台上行动，在音乐停的时候，

迅速抢到最靠近自己的椅子，没抢到椅子的同学被淘汰，由

他指定下一个角色。其中，《哈利·波特》的音乐可换成《狮

子王》、《速度与激情》、《西游记》等热门音乐，调动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在音响的练习中，教师给到一个主题或虚

拟的情境，如空间：鬼屋 /海盗船，天气：暴风雨，由学生

分组完成一个声音场景的表达，其他同学辨别其中的声音并

描述喜欢的音响部分。分步骤的进阶听觉练习能够锻炼学生

的音乐联想、故事编创能力、肢体反应能力。

（2）发散联想

发散练习是人、事、物激发的联想，是对感官联想练

习的延伸。对某人 /事 /物的发散联想是结合过去、现在、

将来之时间与具体空间 /典型空间 /虚拟空间进行延展，由

学生发现蕴含其中的独特细节、情感，调动感官联想与丰盈

的想象，完成发散联想练习。

3． 自由创作

有了具体的感官联想练习和发散练习，也就有了充盈

的细节、情感。接下来，由学生调动感官练习技巧与丰富的

想象力，进行下意识创作，教师引导学生完善创意练习。

三、戏剧教学法在编剧教学之创作准备中运用的意义

1.激发学生的主动创作意识，使学生迅速进入创作模式。

戏剧教学法运用到编剧教学的创作准备阶段，能够激发

学生的参与性、主动性、想象力，使学生迅速进入创作模式。

2. 趣味教学，拓宽学生的创作思维。

摒除传统的“我教你学”的填鸭式教学，戏剧教学法

运用多种戏剧活动于教学活动中，结合戏剧游戏、创意、排

练、呈现等环节，能够锻炼学生的肢体语言表达能力、文字

描述能力、故事编创能力等。多元教学是为找到更多元的表

达方式，摆脱僵化的模版、套路，主动破局，拓展创作思维。

3. 拓宽教学模式，活泼教学氛围，达到教学目的。

戏剧教学法是一种群体参与的互动式教学，强调的是

“一种没有绝对答案和决定论的多面向的思考模式”。它能

够有效拓宽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活泼教学氛围，增进

学习兴趣，达到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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