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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故事含义。

“形”指“形体”。形体是音乐表演者在舞台上表

现人物的基本手段，通过自己的形体来塑造出具有感染

力的艺术形象，是音乐表演者进行创作的外部技巧。对

于高校流行声乐专业的学生而言，纯舞蹈的训练并不是

课程的重点，音乐剧的舞蹈是根据剧情来设定的，课程

中着重通过身韵、爵士基础舞步、律动练习等组合训练

学生们肢体的协调性、灵活性，舞台调度与身体的协调

性、灵活性密切相关，排练音乐剧时要有与剧情相对应

的肢体形态，就需要我们的身心达到高度的和谐。这样

才能自如地支配角色性格与内心情感，从而达到角色塑

造的真实性。

“ 表 演 ” 是 音 乐 剧 排 练 中 最 重 要 的 内 容 。 表 演 的

最高境界，是对角色塑造的完美化，也是音乐剧独特的

魅力所在。表演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是结合想象

产生的舞台行动。我们要做出与想象的具体事件合乎常

理的行为举动，并且在行动中集中注意力，带着角色有

目标地去行动。对于流行演唱专业的学生，在他们的专

业课程中，往往会把太多的精力用在“怎么把一首歌唱

好”上，而忽视了“演”这一环节。因此，要想培养出

全面发展的流行演唱专业学生，就不能忽视“演”的重

要性，也是在演唱过程中“行动”的重要性。

3、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音乐剧排练课中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是非常重要

的。在笔者的课堂上，常常会设置一些角色模仿的游戏

让学生们在轻松的氛围里熟悉剧本中的环境。在每次给

学生们新剧目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学生直接去查找原版

的演出视频，这样会让学生形成按部就班的模仿习惯，

会影响学生对自己角色独到的认识。教师应组织学生围

读剧本，让他们讨论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与联想，通过不

同意见和想法的碰撞，最终剧本中的角色、背景和人物

关系就会慢慢地在学生心中形成一个模糊的轮廓。对于

任何想要突破自我的学生来说，他们的终极目标都不是

“复制”人物，更不是简单地重复台词，而是一种创造

性的反思，一种对人物的直接解读。[3]以音乐剧作品《在

远方》的唱段《兄弟》为例，在排练的过程中，笔者通

过让两位饰演90年代初期快递员的学生寻找30个纸箱，

并在纸箱里装满重物上下楼搬运进行课程导入，让学生

在所给的规定情境里去行动，尝试用快递员的视角来感

知这个世界，饥饿的时候吃饼夹咸菜，热的时候拿毛巾

擦汗，在他们最累的时候再设置一些“坎坷”，如不尊

重此行业的人群或者挑三拣四的甲方等。用肢体、神态

或声音把学生脑海中快递员的样子表现出来，并努力培

养出一种信念感，在训练过程中，学生所产生的心理状

态和感觉都可以被用到后面的固定片段表演中，让学生

在这样的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中，充分利用他们的想象力

和对角色的理解，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锻炼自己的创

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结　语

在流行声乐这一门包容性很强的专业下开设“音乐

剧排练”实践课程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能够训练学生的

演唱技能，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在笔者的排练课中，除了运用到流行演唱的学

生进行表演，流行器乐的学生也加入进来承担伴奏的角

色，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和理念还可以对学生的排练和

组织能力进行训练，让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更好地适应

戏剧表演等有关工作，提高年轻人的综合艺术素养、为

高校教育培养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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