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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影视表演课程是为影视和动画专业开设的一门核心课，这门课对大多数专业院校来说都相对较新。课程涉及对创

新思维的发掘和对表演技巧的掌握和演练，目的在于为影视和动画专业的学生打下先期的表演基础，培养学生从接触艺术伊

始就认识到关注生活、分析生活乃至表现生活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依托个人的教学经验和对全国表演教学的观察，

剖析中国高校表演教学中的一些问题，结合高校影视表演教学改革提出若干建议。

Abstract:	Film	and	television	performance	course	is	a	core	course	for	film	and	animation	major,	this	course	is	relatively	new	to	
most professional colleges. The course involves the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the mastery and practice of performance 

skills,	with	the	aim	of	laying	an	early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film,	television	and	animation,	train	studen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contact with the arts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life, analyzing life and even expressing life. In the 

concrete teach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he observation of the national performance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in the performanc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our country,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eform	of	the	performanc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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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曾经有一些学者认为，话剧表演和电影表演是一回事，

只要能演好舞台剧就能演好电影。这句话早期或许还适用，

因为中国早期的电影几乎都是戏曲电影，如中国第一部电影

就是京戏《定军山》。另外，中国电影有着“影戏”传统，

即戏剧电影，用于教化民众和引导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也是戏剧电影，戏剧演

员到了拍摄现场不会显得特别局促。但是，21 世纪之后的

第六代导演们的作品趋向于意识觉醒和多元表达，如陆川、

贾樟柯、李扬、以及新生代导演毕赣等。他们对演员的要求

更多是对生活的表现力，那么戏剧型的演员便不再在他们的

考虑范围内，他们宁愿用毫无演戏经验的新人也不用学院出

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舞台表演和电影表演实际上是完全不

同的演出体系。舞台剧要夸张，形体动作和人物表情都要夸

张，而电影表演需要更细微、更自然的表演 [1]。目前，学院

培养出来的学生戏剧腔严重，雕琢的痕迹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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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表演教学的现状概述
2012 年电影交流会上中国香港著名导演、制片人唐季

礼谈到自己的看法，即要打造中国电影的“海军陆战队”。

他认为大陆现在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演员，大多数不能用。

他指出这些演员是陆军，不是海军陆战队。意思是这些演员

只能在大陆拍片，而不适合于合拍片，尤其是与国际友人的

合拍片。无独有偶，著名导演宋崇也提出一个现象，即北京

电影学院原来的表演教学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出了很

多的人才，学校的走廊里放眼望去一排排的都是明星校友。

但近几年表演班的教学结果，有的表演班几乎全军覆没，一

个上舞台、上荧幕的都没有。宋崇导演明确指出问题的所在，

现在我们的表演教学是象牙塔的艺术，看起来艺术很高贵，

但是它在象牙塔里，远远地脱离于社会、脱离于现在市场的

演出。所以毕业了的学生，到了剧组不适应，到了剧团也不

适应，这就造成了全军覆没。另外，著名演员徐帆在电视采

访谈及自己的经历，也曾感慨地表示（自己）刚刚走上银幕

的时候，拍戏很痛苦，因为自己接受到的表演教育就是戏剧

舞台化的，习惯了舞台化的表演，在舞台上很自由。但在电

影里，我刚要走，摄影就喊停，因为你出画了，或者脸背了，

或者没光了……而作为一名演员，你只能适应镜头，所以戏

剧表演要转化成影视表演有一个很别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

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成功

了，有人失败了。

这其实反映出了我们表演教学的问题：教学脱离实际。

我们的表演教育脱离了生产实践。到了剧组，不能马上上手。

正如前文所述徐帆的经历，需要一个自我打磨调整的过程。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的各大专业院校都在思考教学改革

的问题，对应用型的高校来说，教学改革的问题更是迫在眉

睫，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职业技能的掌握，为学生

职业做好规划是重中之重。

3 高校影视表演课程教学出现的问题

3.1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界限模糊

当前，高校影视表演教学注重训练学生以戏剧场景为主

来完成舞台组织、场面调度，而相对忽视了镜头语言，如镜

头的运动、画面的构图、拍摄角度、光线、色彩色调、声画

关系、蒙太奇等视听语言的基本要素。在如今应用型的高校

影视表演教学模式中，场景表演占主体，通过事件构建片

段，在这个过程中过于突出小品训练，走的是舞台化表演的

路子，而相对忽视了电影的视听化特点。形成的后果就是培

养出的演员难以在镜头前自如地表演。戏剧舞台的特点，戏

剧表演侧重于演员的肢体的夸张和台词来叙述事件、表现情

感。而影视表演在摄影机前需要演员更加自然、更加生活化

的演出。

3.2 集体、片段化教学

目前，大多数高校影视表演课程的基本教学方法依然是

教师先讲理论知识，而后带领学生做一些基础训练，如无实

物练习、动作的目的练习、人物关系练习、人物性格练习等。

而到了成戏的排练阶段却难以深入指导。当然，其中还有一

个原因，就是近期应用型的院校大量扩招，表演的小班教学

被迫改成大班，人数激增。教师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会侧重

于集体训练，相对减少个体学生的单独练习，对学生个性的

挖掘和深层次的培养逐渐弱化，导致教学实践集中于集体、

片段化的练习实践，教师提出引导，更多的是让学生自己深

入挖掘。而对于一场完整的戏，就需要学生自主去深入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悟性高的学生能很快胜任角色，悟性差的就

往往不尽如人意。长此以往，也就造成了表演实践训练薄弱、

学生舞台实际操作能力偏低的现实问题。

3.3 理论与实践的比例失衡

影视表演课程对于广大应用型的高校来说都是一门新兴

的课程，而师资队伍的建设是需要一个漫长而有序渐进培养

的过程的，目前高校的很多专业教师可能本身也缺乏实战经

验，且这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需要教师不断地吸收知识，

扩充理念，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这本无可厚非。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教师应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比例关

系，不能唯理论而理论地机械化教学，过多的理论灌输会使

课程枯燥乏味，且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这是事倍功半的

做法。要将理论贯彻于实践教学之中，影视表演课程本身是

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不能让学生只掌握理论而疏于实践

练习，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比例关

系，是影视表演课程教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4 针对高校影视表演课程教学中的问题的应
对措施

4.1 针对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界限模糊的情况

首先，要让学生学会看电影。掌握电影这门艺术的特性。

分析电影的视听元素和发展规律。

其次，要让学生学会演电影，要让学生学会在镜头前表

演。舞台表演，走上舞台就按舞台的要求来表演。电影表演，

站在镜头前就按镜头的要求来表演，这要求演员要有一定的

镜头感。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不要在话剧舞台的表演里走

死。影视表演为学生开辟一片广阔的天地，要让学生区分电

影表演与话剧表演的不同，学生要适应镜头的拍摄，能够在

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之间转换自如，不能到了镜头前还一股

话剧腔。

最后，要让学生学会拍电影。这就需要与其他课程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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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衔接，如导演课程、视听语言、剧本创作、摄影摄像课程等，

通过综合学习能够掌握影视创作的特性，掌握镜头的基本规

律。尝试让学生自己拿起机器来拍摄，让学生自己在镜头前

表演，通过不断地练习，让学生习惯在镜头前表演，且能够

根据影视的特性来调整自己的表演创作方式。

4.2 针对集体、片段化教学的情况

可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如微课辅助

与“对分课堂”等新方法，把教师对于学生构思的单向指导

转变为师与生、生与生之间的互动探究。这样有利于提高影

视表演课程理论指导的教学效率，留出充裕的时间用于实

践，用于强化成戏排练，而且还可以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

从而突出本专业教学的实践导向功能。

4.3 针对理论与实践比例失衡的情况

可将理论融于实践，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为影视表

演课程制定长期规划，借鉴表演类综艺竞赛节目，成立奖励

机制；定期开展讨论会和剧本围读会，定期组织剧目排演，

用以老带新、学生互助的方式带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形成

良好的上课氛围；定期举办优秀剧目的展演，邀请学校领导、

教师和其他专业的学生观看；对于优秀的剧组给予奖励，鼓

励学生把优秀的剧本和优秀剧目拍摄成小成本影视剧短片，

从而激发起学生在创作上浓厚的兴趣。另外，要把表演教学

跟演出公司、电影摄制公司结合起来。实时了解社会动态和

行业要求，加强与社会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并加大社会服务

力度，根据公益广告、微电影制作、戏剧舞台演出等情况，

把从业动力带入到影视表演创作有效性教学中。

5 结语
在当前高校影视表演教学中虽然存在种种问题，然而只

要找到问题根源，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改进教学内容、

改善教学方式，实行多学科优势互补，给学生灌输全面的影

视知识，解放学生的天性、开发学生创作潜力，就能更好地

发挥影视表演课程在影视专业教学中的作用，就能培养出适

应当前文化环境和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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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特点确定他们学习可能达到的水平及存在的困难与障碍

来确定教学目标。喜欢找笔者 PK 的学生，在期末考试中，

可以“击败”他的老师，便是最大的进步。在教学组织形式上，

分快慢班进行分层教学，同时注重班级学生低视全盲生的搭配，

进行分类教学。主要采取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行动导向式的教

学模式。练功课上，有时候请一位练习动作好的同学展示下自

己的动作，并布置一个小小的任务，看他能不能做个小老师，

教会一位盲生。这样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推拿练功课程思政设计过程中进行情景描述，提炼理论、

应用理论、总结归纳。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总在培养学生的学

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学习过程可

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教学预设，提前制定方案。喜欢课堂和笔者

比赛的同学，课堂中预设两个笔者比赛比得过的，和比赛比不

过的两种教学情境，提前做好“赢”和“输”的两种教学预设，

让学生们能更好，更轻松、更愉快地学习这门课程。

4 结语
“循序而渐进，熟练而精思”。推拿练功课的学习需要

学生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笔者在功法教学初期不要求面面

俱到，根据同学们的差异把较多的时间放在学生功法基本手

势的形成上。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久而久之学

生的基础打好了，认识、动手能力提高了，学生心里就会形

成一定的成就感，获得了自我效能感。也就愿意在课堂上和

笔者 PK，课后喜欢和同学竞赛，回家乐意教授功法马步站

桩基本功。这样，教师、学生、家庭就相互影响，共同配合，

形成了教育合力。

如果说，知识的海洋中教师只是其中一朵小小浪花，学

生们就是一只只小舟，教师会永远怀着一颗爱心、恒心和责

任心，风雨无阻、无怨无悔地将他们送上理想的彼岸，使他

们能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于社会。

参考文献
[1] 郭建坤.主体性德育考评的原则和路径探析[J].中医药管理杂

志,2020(13):30-33.

[2] 姜媛.因材施教原则在中职德育教学中的应用[Z].教育信息化

与教育技术创新学术论坛,2020-1-5.

（上接第 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