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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高职戏曲表演专业形体教学的路径分析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陈月辉
 

摘　要：戏曲表演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艺术，经过数百年的继承、创新、发展成为我国一门极具代表性的
　　　　传统艺术。戏曲表演包括唱、念、做、打等多种特定情境，为了使表演更有张力从而在不同的情
　　　　境中表演得更加生动，戏曲演员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进行专业的长期的形体锻炼学习。戏曲演
　　　　员只有拥有良好的形体姿态，在进行戏曲表演的过程中才能更加贴合角色。因此，针对高职戏曲
　　　　表演专业形体教学实践的发展与完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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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戏曲作为我国的国粹，是我国的文化精华，体现了我国

的文化灵魂，必须将其发扬光大。要完成对戏曲的继承与发

展，必须将戏曲教学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戏曲表演作为一

门综合性较强的艺术专业，要加强与完善关于戏曲表演专业

的学习就必须首先要打好基本功，在拥有扎实基础后再进行

其他综合性的学习，而形体教学在戏曲表演专业的学习过程

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许多高职学校的形体教学中存在诸

多问题尚待解决，本文针对其中若干问题提出了完善措施。

一、高职戏曲表演专业形体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 高职戏曲表演专业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缺乏重视

戏曲表演是非常注重基本功的一门综合性的表演专业，

虽然基本功的训练因为其在戏曲中的表现方式而略有不同，

但是其基本功的训练方式方法最终还是殊途同归的，都需要

戏曲表演者持之以恒的训练，才能够让他们保持较为良好的

表演能力，最终为观众呈现出较好的视听观感。戏曲教学的

基本功包括腿、毯、身、把等内容。其中，腿功是戏曲演员

的基本功夫。如果缺乏腿功就无法灵活自如地掌握身体重心

的转移腾跃，也就无法保证身段动作的优美协调。而毯子功

则是指练习身体各部位相继扑、跌、翻、滚、腾、跃等动作

技巧。练习动作多种多样，如以手撑地，或用脚在地面蹬跳，

向前，向后，向左右两侧翻腾。把子功则是指刀、枪、剑、

戟、斧、钩、叉、棍等物件的练习。尤其是对于武打场面来

说，把子功是必须要掌握的基本功，只有将把子功熟练掌握，

才能在打斗中融入人物形象，并展现出应有的风采，而把子

功要求打得有感情、有节奏、有层次、有章法。“台上十分

钟，台下十年功”更是刻画了戏曲表演者的不容易。良好的

天赋并不是戏曲表演者成功的必然要素，而勤奋、刻苦的基

本功练习确是戏曲表演者成功的必然因素。但是许多高职学

校在戏曲表演专业形体教学实践中并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

功，教师缺乏合理的教学计划，没有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实际

情况制定持续性的训练计划，从而大大降低了学生训练的热

情。而部分学生在进行基本功练习过程中，往往因为过程的

劳累而产生对形体基本功训练的抗拒心理，特别是到达一定

平台期后就难以再得到提高，由此产生畏难情绪，懈怠的态

度，如果教师不给予个性化指导，这种错误的态度，将会对

他们未来成长和发展非常不利。

2. 戏曲表演专业形体教学因循守旧，技巧训练方式单一

戏曲表演这门艺术在经过几百年的沉淀之后，愈发焕发

出耀眼的光彩。高职专业学习需掌握的不仅仅是基本功，更

应该是对于戏曲形体的组合动作，套路，片段等方面提升，

从而为塑造剧目人物奠定更扎实的基础。虽然戏曲表演这门

艺术需要对传统进行继承，但伴随时代的发展，传统艺术能

够历久弥新的密钥，就是结合日新月异的文化大背景，对戏

剧表演成为艺术进行发展与完善。但大多数高职院校教师在

进行戏曲表演专业学生的形体锻炼课程的过程中因循守旧，

练习方式较为单一，就导致学生在基本功的练习的过程中无

法获取快乐和灵感，从而导致他们对练习基本功感受不到兴

趣，也容易采用懈怠的态度来进行形体练习，因此应该拓展

形体教学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对形体练习充满兴趣，并在形

体练习中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戏曲艺术表演能力。

3. 形体教学实践脱离实际和生活

许多高职院校的教师在戏曲表演专业的形体教学实践过

程中，不善于将形体教学的理论、实践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这样脱离实际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领悟，也

不利于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进行亲身操作。以“台步”这

一基本的步伐训练为例，戏曲身段的台步有许多种，根据表

演人物的不同，其步伐也有所不同，可以说，表演方式均以

表演人物，为剧目行当人物出场和下场的台步也各有差异，

这些细微的差异，都对戏曲表演艺术者自身的灵活度和演奏

感有所要求，这就要求戏曲表演者必须在戏曲表演过程中要

表现出这些差异。因此，戏曲形体教学需结合不同学生的特

点和需要而定，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生活，观察人物特征。同

时，艺术来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若教师不能从生活中领

悟到艺术的真谛，便无法言传身教，教诲的学生对戏曲艺术

的掌握只能停留在传统理论知识层面，这不仅不利于学生对

经典传统艺术的理解，也不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戏曲

艺术进行创新和发展。

4. 戏曲形体教学未根据职业需求来进行专门性的教学

就高职院校学生戏曲表演专业的职业需求而言，其需要

以职业目标为引导，以市场的人才需求为基准，放弃复杂的

高难度形体训练模式，切合实际，制定出一套适合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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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形体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形体表现力。而对于戏

曲表演专业的形体教学来说，则需要通过实践锻炼，提高其

心理成熟度，并且在心态、神态、体态、动态、形态等多种

表现力的推动下，达到塑造艺术形象的目的。但在实际的教

学过程中，许多高职学校的教师未能针对职业需求进行专门

化的训练，影响了戏曲形体教学效率。

二、完善高职戏曲表演专业形体教学实践的措施

1. 注重对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基本功的培养

戏曲形体基本功的训练，不应当局限于一般意义的肢体

训练，而是要在提高学生形体素质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形

体的创造力和形体表现意识。其中，形体表现意识是指高职

学生应当具备挖掘和拓展自身形体表现力的想法与意愿；而

形体的创造力则是指学生需要在既有情境中掌握角色的心境

以及感情，体现在形体的自我感觉。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应

当培养高职学生的心理、形体的感应能力、形体动作的自我

设计能力以及与同台对手和台下观众交流时的形体反应能

力。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采取多种项目通过不同方

法多层次地提升学生的基本功，既要加强基本功练习的强度

也要注重练习基本功过程中的趣味性，避免学生对练习基本

功产生厌烦抗拒心理，这就要求学生在练习基本功的过程中

也能发挥能动性，增强对动作要领的理解，这样基本功练习

过程即使强度较大，也不至于枯燥。此外，教师还应注重督

促学生对基本功的练习，避免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掉队。

例如，教师在每节形体教学课程开始之前，都应安排

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基本功的练习和回顾，教师

还可以将基本功分成不同的专题部分，每天进行不同的专题，

还可以设置不同的主题，让学生根据不同的主题自由发挥基

本功的练习内容。首先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利用圆场的基本动

作增强肢体的整体协调性。圆场基本动作对戏曲表演专业的

学生来讲，是进行戏曲表演形体动作训练的基础，若学生拥

有良好的圆场基本动作功底，则在戏曲表演基本功的练习过

程中就能够有效提高其训练效率；其次，教师还可以设置动

作临摹训练项目，加强学生感知形体动作的能力。动作临摹

就是学生根据不同的形象自己设计动作、形态、步态等，引

领学生根据不同形象自己设计动作，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条件适当地运用自己的身

体各个部位去展现不同形象的特征，从而提升学生对戏曲表

演中形体动作的领悟力。

2. 培养学生对于形体训练重要性的重视

为了保证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形体训练的效率，必须要提

升学生对于形体训练的重要性的认识。学生只有自发认识到

形体训练在戏曲表演专业中的重要性才能自觉加强自身训

练。教师可以组织形体训练方面的比赛，并对学生的表现进

行评比，对表现良好的学生进行奖励，以此激励学生更主动

的参与到形体训练中，并适当提升形体训练的强度与增加投

入的时间。除此之外，学校还应增加在辅助学生进行形体训

练方面的投入成本，完善学生进行形体训练需要的设备、设

施、场所，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以学校自身的重视

带动学生对形体训练的重视。

例如，学校可以开展戏曲表演专业与其他需要进行形体

训练的专业的联谊活动，组织两个专业的学生进行形体表达

方面的比赛，比赛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改正自身不足，吸取他

人的优点，还可以促进教师相互之间关于形体训练的理论知

识与教学实践的交流借鉴。除了不同专业之间的比赛，教师

还可以组织戏曲表演专业内部开展以“形体之美”为主题的

形体比赛，比赛设置不同的小主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报名，在比赛过程中教师从步态、体态、表达、创新等多个

方面对学生的表演进行评比，除了教师评比之外，还可以评

选出最受学生欢迎的作品，最终综合标准选出优秀作品进行

嘉奖，鼓励学生在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加强对形体

训练的重视。此外，对于学校而言，学校应该开设专门用于

戏曲表演专业的学生进行形体训练的教室场所，在教室内放

置专业性的辅助器具，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学生为

核心，一切以为方便学生为宗旨。

3. 注重对形体教学实践的创新

戏曲形体表演形式日益多样化，大大提升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形体表演技巧和知识，而

戏曲形体教学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如果教师一味地通

过加强训练的方式帮助学生进行学习，可能会使学生过于依

赖教师，从而导致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越来

越差。而如果在教学中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引导，让学生明白

该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等，使学生转变过于依赖教师的思

想，更加主动地探求 自己应该如何学习，那么有利于激发

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为之后开展各项基本功训练奠定坚实的

基础。

例如，在教学中可以开展“体验式教学”，在教给学生

各种基本功法后，教师可以通过创设良好的情境，将各种功

法编排成观赏性强的形体技能组合表演或小剧目，让学生根

据规定的情境，结合自身的表演角色进行训练。该训练方法

注重学生调动学生的兴趣和主观意识，让学生能够自由发挥，

提升学生对形体动作的领悟力和创新意识，保证每一个动作

都能灵活掌握和运用。由培养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感受到舞

台表演的魅力，进而不断改善自己在基本功方面的不足。同

时，还可以采用“课堂实训 + 舞台实践”，即让学生通过舞

台表演，获取直接经验。这种方式相对于模仿练习效果更好，

能够拓展学生的思维，让学生通过切身的体会，不断发现自

身的不足，以不断完善自身。

4. 注重形体教学结合舞台人物塑造

艺术来源于生活，对于高职戏曲表演专业的学生来说，

生活不仅影响其在学习过程中的心态品格，也会影响其学习

具体课程内容时的效率，因为戏曲表演内容本身就是对生活

的模拟。戏曲表演中身段的内涵是对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事物

的模仿。因此为了进行良好的戏曲表演教学，教师必须更加

注重将戏剧表演教学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实际谈艺

术。既要注重在生活中磨炼学生的品格，也要注重以生活经

验完善表演内容使其更加充盈。教师可以开展学生观察生活

的活动，通过不同的视角借鉴实际生活并应用到艺术创作中。

例如，教师可以选取不同题材的经典戏曲表演曲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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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共同观看，在观看结束后，要求学生提交观察总结日记，

让每个学生针对剧目中不同人物的神情、动作、体态、步态、

性格、精神面貌进行总结，在观赏经典剧目并提交总结日记

结束后，组织学生对这些剧目进行模仿。如组织学生模仿湘

剧《秋江》，让学生根据人物身处江上小船的生活环境的背

景，模拟剧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状态，将船中的生活场景进行

创造性模仿与转化，并且要要求学生突破单纯性的模拟，要

根据人们日常中的生活经验，对船上人物的动作和神情进行

生活化的转变，而又不能仅仅停留在写实的层面。从虚拟的

场景外转换成店内的表演形式来说，另一出湘剧经典剧目《拦

马》，宋将焦光普流落辽邦，多年以卖酒营生，等待机会返

回宋营。见一辽将来店，身带腰牌，焦光普想趁机盗取腰牌

出关，店外为将其留下，进行一系列的催马、勒马、拦马、

带马的表演，将他引入店饮酒。后发觉来将是女扮男装，来

将也发觉焦光普欲盗腰牌，二人经过一番厮杀，焦光普说出

自己乃杨家将，来将亦表面乃杨八姐乔扮，于是兄妹相认。

为了塑造好焦光普、杨八姐等人物形象，在教学过程中，需

要指导学生灵活运用毯功的翻、腾、扑、跌动作技巧，以及

椅子功上的形体造型呈现。

5. 注重教师自身示范引领学生实践

教师在戏曲表演专业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尤其是像戏曲表演这样经典的传统艺术，只有经过日

积月累的练习积累，才能领悟其中真正的道理和诀窍。“口

传心授、言传身教 + 示范动作分解”的方法是戏曲形体教学

过程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方法，因此教师必须更加注重以

自身示范引领学生实践。通过采用“面对面、手把手”的方

式能够让学生直观地掌握一些动作要领。

例如，在练习腿功的时候，教师可以将每一个细节制作

成小视频，发给学生观看，让学生利用课余的时间进行学习，

这样学生能够对分解动作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教师在课堂

教学的过程中除了要自身示范以外，也要增加为学生答疑解

惑的环节，帮助学生对其存在不解的内容进行矫正指导，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又如，教师在开展每一节新课程内容时，都应组织学生

对先前的内容进行回顾，并对新课程内容进行亲身示范。就

“亮相”这一技巧动作来说，教师可以在上下场或一节戏曲

表演结束时，为学生示范该动作，因该动作有单人、双人或

多人等形式，因此教师可以自己单独示范，也可以鼓励其他

学生与自己配合进行课堂示范，在示范结束后，组织学生自

行练习，教师应在学生练习的过程中注重观察并对学生的动

作进行纠正，解答学生的疑惑。在教授“亮靴底”这一技巧

动作时，教师应为学生准备专业的戏服进行练习，教师也应

身穿戏服为学生示范，且亮靴底分左右两式，教师可以交替

进行示范，加深学生的理解。就“高台云里翻”这一技巧动

作，因该动作难度系数较大，教师更应注重亲身示范且示范

过程要尽可能详细周到，将云里翻动作的每一个步骤都讲解

清楚：腾空后翻一周，因有时还要站在两三张桌子上向下翻，

因此教师必须明确要求让学生与桌子保持一定距离，注重完

成动作时的自身安全，并且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指正。

6. 注重形体教学中的审美体验

美育是一种以各种知识、素材、现象等美的材质为内容，

以情感沟通为措施，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方式方法，培育人

的审美能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戏曲表演是一种具有

全面性的艺术表达方式，将纷繁的故事内容通过肢体动作、

唱念台词、装置道具等融合于舞台表演之中，用固定与夸张

的意象化表达传递思想和内容，使观众感受到审美的愉悦。

在形体教学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戏曲文化中的美学元

素，融入形体动作及技巧的训练，可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

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推动学生审美

人格的建立，体现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价值功能。

三、总结

总之，为了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戏曲表演专业教学

的专业性应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更好地发展戏曲表演这门

艺术，不仅需要传承，还需要进行创新，这对教学实践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而在高职戏曲表演专业教学过程中，形体训

练是重中之重。高职院校的部分教师专业能力相对薄弱，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有待加强，因此为了完善高职院校的戏

曲表演专业形体教学实践，必须提出改善措施，本文针对这

种背景，对高职院校戏剧表演专业的形体动作教学路径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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