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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院校表演课程教学模式创新路径探索 

陈晨臣 
（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  辽宁沈阳  110168） 

摘要：当前教育部对艺术院校教育教学工作高度重视，提出了许多关于专业课程改革建设意见。近年来，娱乐圈频频爆出失德
劣迹艺人违法乱纪的新闻，文艺界亟需正本清源。艺术院校承担着培养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使命，应多措并举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
养德艺双馨的表演专业人才。本文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以艺术院校表演课程教学模式创新为探索方向，打造“六位一体”
的表演课程教学模式，探索新时代表演人才培养路径，为我国艺术人才梯队建设夯实德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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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演课程传统教学模式的瓶颈 

戏剧影视事业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戏剧影视

表演人才需要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文化自信，这样才

能创作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作品。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目前有 400 余所高校均开设了表演专业。1 每年有大量的毕

业生走向全国各大演出平台，成为戏剧影视艺术创作的生力军。

戏剧影视表演是高校美育领域中一门重要的课程。目前，各大

高校的表演专业的教学模式是立足于表演基础理论进行表演技

巧方面的能力培养：如注意力集中、信念感、交流与适应、松

弛感、规定情境与行动、人物性格化等方面。这些专业知识着

眼于学生养成声乐、台词、表演、形式等专业技能，具备戏剧

影视作品中人物塑造的能力。理论知识储备和表演技能训练是

人才培养的重点。教学内容以国内外经典戏剧为学习蓝本，如

国外经典剧目《玩偶之家》《推销员之死》《麦克白》《伪君子》；

国内经典剧目《雷雨》《茶馆》《家》《窝头会馆》《原野》等。

学习方式是以课堂小剧场模仿训练为重点。经典剧目是人类文

明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当下的时代贴近性不强，无法在

教学过程中起到启智润心的育人效果。原创民族剧目可以提升

学生的表演技能也可以锤炼学生们的意志品格，但在表演教材

中所占比例较小。各高校都因循着传统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势必出现人才培养规格同质化的现象，这就会造成表演专业毕

业生就业难的困境。 

二、“六位一体”的表演教学模式探索 

（一）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在表演课程中的应用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是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杰明·布鲁

姆（Benjamin Bloom）于 1956 年提出的一种分类系统，旨在描

述认知领域中的学习目标和层次。它将认知学习目标划分为六

个层次，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分别是：记忆、理解、应用、分析、

综合和评价。2 这六个环节将人类每个学习阶段的任务进行精准

定位，“记忆”是初次了解形成浅层次印象阶段；“理解”是对

知识的消化吸收阶段；“应用”是将理论学习进行实践转化的过

程；“分析”是指将知识各个组成部分条理化的思维过程；“综

合”是指将所有知识点整合并创新的过程；“评价”是对学习过

程进行梳理总结的过程。整个学习过程会使学生立体综合的掌

握知识和技能。笔者根据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进行表演课程

教学模式研究，梳理出“六位一体”教学模式。以校园原创戏

剧为教学支点，将“讲授—研讨—创作—排练—表演—感悟”

六个教学环节形成学习闭环，且环环相扣。 

（二）表演课程“六位一体”教学模式的特点 

这套教学模式有全员化、全过程、全方位的特点。 

“全员化”是指教师带领全体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学生组

成 5 人左右的创作小组，每个小组各有分工。 

“全过程”是指按照“讲授—研讨—创作—排练—表演—

感悟”六个教学环节进行项目化教学。在“讲授”表演基础理

论框架后，打造“全过程”的实践链条来检验理论学习成果。

选题策划阶段由教师进行适当的选题引导，组织学生关注时事

查阅资料，每个创作小组都要“研讨”剧本、挖掘人物原型的

故事、进行艺术“创作”和剧目“排练”。“表演”是布鲁姆教

育目标分类法中的综合阶段，学生需要在表演中将所学知识融

会贯通，塑造出典型人物形象。最后，就是在剧目表演结束后

进行复盘总结创作“感悟”。这样从无到有的原创民族剧目会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思想洗礼。 

如获得第七届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最佳导演

奖、最佳编剧奖等多项大奖的话剧《翔宇》，就是讲述了少年周

恩来在东北读书时发生的故事。学生们经过创作排演后，纷纷

表示心中的爱国热情被少年周恩来的勇毅所唤醒，深切地感受

到了在百年前的青年人为了民族和国家，敢于冲破黑暗的斗争

精神。这种教学模式让学生们真正走近伟人，感悟伟人思想，

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正面积极的

作用。 

“全方位”是按照教育部新文科建设思路进行学科融合，

打破思政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三大课程模块的壁垒。 

三、“多元融合”建设表演课程教学内容 

目前，各高校表演课程中教学资源更强调艺术技巧培养，

对于 

学生全面能力素质的关注较少。高校需要从教师队伍建设、



                                                                                     文学艺术教育 

 174 

教材建设、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设计等多个方面多元并举的进

行表演课程内容的建设。 

（一）要培养一支具备较高的素质的教师团队。 

教师对所讲授的内容要做到知行合一。学生会从教师的言

行中感受到教学态度。只有教师对所讲内容真学、真懂、真信、

真用，才能做到启智润心、铸魂育人。可以通过集体备课、专

题培训等方式来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要结合时代需要打造表演课程特色教材。 

目前，表演教材中关于民族剧目创作的内容寥寥无几，教

材编写中要注意融入相应教学案例。比如，在把握台词语速、

重音和节奏的章节，可以列举红色革命题材话剧《红岩》选段。 

1949 年 11 月末的一个拂晓，外面过道里传来巡警巡逻的

脚步声。许云峰（共产党员）：在这间灰暗潮湿的牢房里，我知

道同志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为迎接重庆的解放，筹备着

最后的越狱和可能的重生。而我却在等待一场告别。 

徐鹏飞（国民党军统）：许云峰，你的处决令下来了。许先

生，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许云峰（从容）：国民党一败涂地，重庆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我判断你们所剩下的时间不会超过 48 个小时，你想过自己该做

些什么吗？ 

徐鹏飞：剩下 48 小时我还能做什么？ 

许云峰（坚定）：你还可以再做一次选择。 

徐鹏飞（疑惑）：选择？ 

许云峰：17 年前选错了。 

徐鹏飞（不屑）：你凭什么说我选错了？ 

许云峰：你的信仰没有真正扎根在你心里啊。 

徐鹏飞：你不要臆断我。 

许云峰：你听着，我就要跟你说这个信仰，共产主义信仰。 

剧本中画横线的部分就是需要特殊注意的台词。这段交锋

激烈的台词在重音、节奏、语速、语调上都要有细腻的处理，

才能刻画出乱世中的英雄在黎明来临之前向死而生的决心。许

云峰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台词的反复打磨中沁润到学生的内

心，进而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智取威虎山》《南昌起

义》《沙家浜》《烈火中永生》《永不消逝的电波》《平凡的世界》

等经典剧目都可以进行翻拍，学生通过表演走进历史人物、感

悟人生真谛。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挖掘优秀传统

文化宝库、继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三）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教学目标。 

在教育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表演课程要从教学目标入手，

思考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表演人才。要确立“立德树人”的根

本原则，在德育的大框架下进行文化素养、艺术素养、综合素

养的提升。 

（四）要更新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1945 年 5 月 2 日鲁艺在延安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演出盛

况空前，现场观看的观众数以千计。虽然没有明亮的礼堂，许

多老乡就爬到树上、蹲到墙上、坐在房上来观看喜儿的故事，

无不为她悲惨的身世动容落泪。甚至有一名小战士因为对黄世

仁恨之入骨，在观看演出时将子弹上了膛对准台上的黄世仁就

要开枪，好在被身边的老班长制止了。歌剧《白毛女》鼓舞了

延安人民的革命斗志。教师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带领学生进

行剧本研讨，精心设置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创作中消化表演艺

术的精髓。如在五一劳动节可以创排话剧《郭明义》，七一党的

生日时可以创排话剧《北上》，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可以创排话

剧《祖传秘方》。按照这样的教学设计，就打通了校园课堂与社

会大课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学生创作视野始终关注社会民生，

创作理念始终扎根人民，未来的艺术生涯中也会站稳人民立场。 

四、推进校企合作校地合作，构筑育人新生态 

青年的思维成熟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又充满变数的过程。

人才的德育教育仅依靠学校和老师的课堂教学还是不够的。需

要聚合全社会的教育力量，为广大青年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

会风气，形成家庭、学校、社会、政府、传媒等方面协同育人

的教育生态。 

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和校地合作项目。经过师生团队精心

打造的校园原创戏剧不应该仅停留在校园小剧场内进行演出，

应该走进大众服务社会。这也是检验表演艺术水准的重要实践

平台。高校职能部门应为学生团队进社区、进军队、进乡村、

进企业、进机关演出提供相关政策服务和安全保障，通过实地

演出既能提升学生们的表演经验，同时也能提升学生服务社会

服务大众的意识，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结语：基于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的“六位一体”表演课

程教育模式是具有现实推广意义的。教师团队可由表演课程特

色教学改革成果研判，将“六位一体”育人教学模式运用到其

他艺术类专业课程的育人实践。将更多传统文化、革命精神、

时代精神、先进思想融入到教学环节中，使学生在面对复杂的

国际局势和复杂的社会现实时能不忘初心、敬终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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