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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戏剧表演人才培育路径探究
廖涛

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  ：   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背景下，戏剧表演作为文化传承与艺术表达的一个重要形式，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愈发迫

切。基于此，笔者将在本文中立足于新时代戏剧表演人才培育路径展开深入探究，详细剖析当前戏剧表演人才培养中

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人才培养新路径与新方法，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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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drama performance is also in urgent need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will carry out in-depth research based on the new era of drama 

talent training path,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drama talent training,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new path and method of talent training,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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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长河中，戏剧表演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跨越时空，承载着不同时代的精神内涵与文化记

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加剧，戏剧表演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戏

剧表演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使其能够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另一方面，观众审美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也对戏

剧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戏剧表演人才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时代对于戏剧表演人才的新要求

（一）扎实的专业素养

表演技巧的精湛程度是衡量新时代戏剧表演人才素质的重要

标准。清晰准确的台词表达是戏剧表演的基础，演员须具备强大

的语言功底，要根据角色的性格底色、诉求、情绪进行灵活调

整。为此，演员应当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将喜怒哀乐等各

种情感通过面部表情、眼神交流等精准地传达给观众，使观众能

够感同身受。灵活的肢体语言也要与台词和情感表达相互配合，

增强表演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例如在舞蹈性较强的戏剧中，演员

要具备扎实的舞蹈基本功，通过优美的舞姿展现角色的特点和情

节的发展；在一些武打戏中，则要熟练掌握武打技巧，确保动作

的安全性和观赏性 [1]。

（二）敏锐的文化洞察能力

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各国戏剧艺术团体之间的交流日益

频繁，戏剧表演人才需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首先要深入了

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点、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不同文化

背景下孕育出的戏剧形式千差万别，如西方戏剧注重写实与逻

辑，强调对人性、社会问题的深刻剖析；而东方戏剧，以中国戏

曲为例，则更讲究虚拟性、程式化，通过唱念做打等独特表演形

式展现文化内涵。人才只有熟知这些差异，才能在国际戏剧舞台

上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有效合作 [2]。

（三）强大的创新能力

强大的创新能力是确保戏剧表演人才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

小说改编剧本的创作发展加快，新时代戏剧表演人才不应仅仅满

足于对既有剧本的演绎，而应具备主动创作与巧妙改编的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热点、文化思潮不断更迭，观众对于戏剧

内容的期待也日益多元化。人才需要敏锐捕捉这些变化，创作出

具有新颖主题、独特情节和深刻内涵的剧本。例如，可以关注当

下社会的科技发展、环境问题、人际关系等热点，将其融入剧本

创作中，使戏剧作品更具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同时，在改编经典

剧本时，要敢于突破传统，融入现代元素和新的视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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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戏剧表演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陈旧

当前社会多元文化飞速发展，各种新的艺术思潮与表演形式

层出不穷，然而部分院校尚未及时转变教学思想，导致戏剧表演

课程体系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之中，教学内容也多年未变。以经

典剧目教学为例，长期围绕一些古老、经典的剧目展开，如京剧

的《霸王别姬》、昆曲的《牡丹亭》等，虽然这些剧目具有极高

的艺术价值，但缺乏对当代优秀剧目的引入，像反映现代社会问

题的实验戏剧、先锋戏剧等 [4]。这使得学生所学知识与当下社会

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趋势脱节，毕业后难以适应多元化的戏剧市

场。此外，在表演技巧教学方面也过于注重传统的表演程式和规

范，而忽视了现代表演观念的融入。例如，在台词训练中，仍然

强调传统的朗诵式发音和节奏，而对于现代口语化、个性化的台

词表达方式涉及较少，导致学生在面对现代戏剧作品时，台词表

现缺乏自然和生动 [5]。

（二）实践机会不足

一些院校由于受到资金与场地等方面的限制，无法为学生提

供足够的校内实践平台，学校的排练场地数量十分有限且设备陈

旧利用率较低。另外，校内演出活动组织较少，学生缺乏真实有

效的观演结合中展示才华的机会。学校每年举办的正式演出场次

寥寥无几，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参与到演出中，大部分学生只能作

为观众观看演出，无法积累实际的舞台表演经验 [6]。

院校与戏剧院团、演出公司等校外实践基地的合作不够紧密

也是人才培养中的一项关键问题。一方面，戏剧院团和演出公司

出于自身利益和演出质量的考虑，不愿意接收缺乏经验的学生参

与实际演出项目。他们认为学生的表演水平参差不齐，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培训和指导，会影响演出的正常进行 [7]。

（三）师资力量匮乏

随着戏剧表演专业的不断扩招，学生数量日益增多，但教师

的数量却没有相应增加。这使得教师的教学任务过重，难以对每

个学生进行细致地指导和培养。例如，一个教师要同时指导多个

班级的学生，每周要承担大量的课程教学和实践指导任务，没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到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此外，虽然部

分教师虽然具备较高的学历，但缺乏舞台表演实践经验。他们在

教学过程中只能照本宣科，按照教材内容进行讲解，无法将实际

表演经验传授给学生。例如，在讲解表演技巧时，教师只能从理

论上阐述动作的要领和情感的表达，而无法通过自身的示范让学

生更直观地理解和掌握 [8]。

三、新时代戏剧表演人才培养路径

（一）优化教学课程体系

构建契合时代需求且富有活力的课程体系是优化戏剧表演人

才培养路径的关键所在。在教学内容上，课程要紧跟时代步伐，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一方面，经典剧目是戏剧艺术的瑰

宝，应精选具有代表性、艺术价值高的经典作品进行深入教学，

让学生汲取传统戏剧的精华，掌握扎实的表演基本功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 [9]。例如京剧中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昆曲里的《牡

丹亭》等，通过对这些经典剧目的学习，学生能够领悟传统戏剧

的表演程式、唱腔韵味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反映

当代社会现实、融入现代元素的剧目，如探讨科技伦理、社会公

平、多元文化等主题的现代戏剧作品。这些剧目贴近当代生活，

更能够调动学生的创新思维，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社会的文化

需求和审美趋势，提高表演的现实意义。例如某戏剧院校为顺应

新时代戏剧表演人才需求，全面优化教学课程体系。打破传统课

程界限，构建“基础 +核心 +拓展 +实践”四维融合课程体系，

基础技能课程着重夯实学生表演功底，如台词训练引入现代口语

表达、方言模仿等多元内容，形体课程融合舞蹈、武术等多种元

素，让学生具备扎实基本功。专业核心课程聚焦经典与前沿，既

深入剖析《哈姆雷特》《茶馆》等中外经典剧目，又引入沉浸式戏

剧、多媒体戏剧等新兴表演形式课程，拓宽学生艺术视野。[11]。

（二）强化实践教学引导

校内实践平台是学生积累表演经验的基础阵地，要加大投入

力度，全面升级实践设施。建设多功能排练场地，配备先进的灯

光、音响、舞台机械等设备，配备相应专业管理人员模拟真实演

出场景，让学生在不同类型的排练中投入于舞台环境，提升表演

适应能力。例如，打造专业的黑匣子剧场，其灵活的空间布局可

满足不同风格戏剧的排练需求，无论是小型的实验戏剧还是大型

的经典剧目都能在此找到合适的呈现方式。同时，鼓励学生自主

组建戏剧社团，开展原创剧目创作和排练，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和团队协作能力。学校还可以设立校内实践项目基金，支持学生

开展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戏剧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

策划、组织和表演能力 [12]。

除此之外，学校还要与戏剧行业建立起密切联系，积极与戏

剧院团、演出公司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双方在实践教学中的权利和义务。

例如，安排学生到院团参与实际演出项目的排练和演出，从基层

岗位做起，如担任场务、道具管理等工作，逐步熟悉戏剧制作的

全流程，成熟后逐步参与角色表演，在实践中积累宝贵的舞台经

验。[13]。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强大的师资队伍是确保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为此，学

校需要从数量、质量以及激励政策三个维度协同推进教师队伍的

建设。

在数量扩充上，要依据专业招生规模和发展需求，精准规划

教师招聘计划。随着戏剧表演专业的不断扩招，学生数量日益增

多，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愈发凸显。学校应加大招聘力度，吸引

具有丰富舞台表演经验和教学能力的专业人才加入教师队伍 [14]。

素质提升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一方面，要加强现有

教师的培训和培养，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和

专业培训课程。例如选派教师到国际知名戏剧院校进修学习，了

解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拓宽国际视野；邀请国内外戏剧

表演专家到学校举办讲座和工作坊，为教师提供与行业前沿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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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参与舞台实践演出，积累表演经

验。学校可以与戏剧院团合作，为教师提供参与实际演出项目的

机会，让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和艺术修养。

完善激励机制是激发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保障。建立

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体系，将教学质量、实践指导能力、科研成

果等纳入评价指标。对表现优秀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如颁发

教学优秀奖、科研成果奖、实践指导奖等，在职称评定、岗位晋

升、评优评先等方面向教学和实践能力突出的教师倾斜。通过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戏剧表演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师资保障，推

动戏剧表演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5]。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赋予了戏剧表演艺术新的使命与机遇，也

对戏剧表演人才培养提出了更为严苛且多元的要求。为此，高校

应当从优化教学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引导、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等路径入手，让教学内容紧跟时代步伐，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

美融合，培养出既具深厚文化底蕴又掌握前沿表演技能的复合型

人才，让戏剧表演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为人类

文明的发展贡献独特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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