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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演模式推动戏剧真体验 ①

———以《走上舞台》为例简谈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

王云平
（苏州市太湖旅游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苏州２１５１６６）

摘　要：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课程改革中出现的新课型，以该模式开展戏剧文学课堂教学，是语文教学改革中的新

探索。从戏剧类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存在的问题入手，以《走上舞台》为分析课例，探讨学演模式在戏剧教学中的作用。

通过多步骤、多环节的推演方式，达到“学—演—悟”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在真体验中寻找到语文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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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文学作为中职语文学习的内容之一，与小说、诗歌、散文同为学生学习母语技巧、体会母语魅力

的文本材料。与此同时，戏剧文学又区别于其他三种体裁，戏剧文学最本质的属性是戏剧舞台演出的剧

本。因此，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表演法”“角提供有效经验。色扮演法”在戏剧文学教学中的重要

性。如何表演，如何让戏剧课堂动起来，这是戏剧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的难点。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新一轮课改的产物。教育部在２００９年初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
纲》中对“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做出界定：“根据校园生活、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确定活动内容，设计活动

项目，创设活动情境。通过搜集资料、小组合作、交流展示、总结评价等步骤，围绕活动主题开展语文实

践活动，运用有关的语文知识和技能，提高语文应用能力，培养职业理想和职业情感。”［１］而在实际的教

学生活中，由于缺少优秀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蓝本，各个学校每一个老师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水

平参差不齐。总体而言综合实践活动在课程设计中属于难啃的骨头之一。

当戏剧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碰撞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火花？苏教版职业学校文化课程教材

《语文》第二册中就涉及到了戏剧类教学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走上舞台》。

１　戏剧类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之困
在戏剧文学的教学中，不少教师认为落脚点在于“文学”二字，因为语文课应该呈现的是对语言文

字的鉴赏和应用。因此深挖戏剧剧本语言，赏析语言片段是戏剧文学教学的重点。诚然，戏剧中的语文

味是从剧本台词中透出来的，但是不能忽略了戏剧作为一门舞台艺术在语言表达中的特殊性。也有一

些看法认为演戏是演员的事，语文课堂不能成为表演课堂，这种观点显然只见局部不见整体。

当下语文课堂中戏剧文本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诵读台词法。诵读台词是表演剧本的

一种途径，也是教师课堂教学的常用手法。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发现，由于学生的人生经历相对简

单，对于剧本中的人物及台词理解较浅———大部分学生能达到读准的要求，但是离“读到位，演活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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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甚远。其二，经典剧目赏析法。在诵读法达不到预期效果时，不少教师在课堂上播放话剧或戏曲的视

频，希望通过优秀影视作品的感染力来弥补学生对戏剧整体认识的欠缺，通过模仿期望达到情感的贴

近。但是也有教师反映：课堂时间宝贵，不可能将视频完整地播放给学生看；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观看，又

很难保证收看效果。有时播放的经典剧目无法迎合当代学生的口味，如话剧《雷雨》的片段，学生的关

注点却是话剧演员夸张的演技和妆容上。其三，角色扮演法。追寻戏剧的本质，从舞台而来，向舞台而

去。课本剧排演成了激活戏剧课堂的热门方法。老师开放课堂环境，只要学生按时拿出排好的戏即可。

但是学生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缺少方向性的指导，最终呈现在课堂上的有时会是一场闹剧，学生过程

性的体验并未被重视，戏剧文学学习的目标被深深掩埋。

以上三种方法均为语文课中戏剧教学可行的方法。而导致这些方法失效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

学生的活动缺乏主动性。他们只是逐个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是对于为何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

中自己要注意什么、能收获什么，缺少必要的思考与反思；其二，教师对戏剧单元教学缺少整体性设计，

只是孤立地看待一个文本，没有将戏剧文学的学习与学生的生活体验相结合。

２　戏剧类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之探
语文综合实践课程的基本特点是使学生不局限于书本、课堂、学校。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交流、合

作、探究式的学习，把语文知识通过实践活动展示给学生。整合、过程、应用、体验、全员参与是综合实践

活动的内在意义。因此在戏剧教学中第一步是确立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２．１　学演模式：体验与介入合作
人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剧文学与人生既然如此密不可分，那么戏剧文学的学习过程就应

该是生命体验的过程。为达成戏剧文学的生命体验，就需要学生介入到戏剧文本中去。最直接的介入

方式就是角色扮演。此时的角色扮演绝非简单的台词对应，而是学生在教师预先提出的表演要求下通

过团队合作的方式表演戏剧片段。在戏剧片段的排演中，学生需要组织自己的演出队伍，对戏剧文本进

行研读、选择和裁剪，准备舞台道具———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有指向性但又有自主发挥空间的角色扮演。

通过对学习材料理解、分析、应用、综合、评价，达成“学—演—悟”的教学目标［２］。

２．２　《语文综合实践———走上舞台》课例分析
笔者在执教《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走上舞台》时采用了学演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语

文综合实践活动———走上舞台》位于戏剧单元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此之前，有《雷雨》和《茶馆》这两篇

经典的戏剧课文作为学习铺垫。整个综合活动时长２课时，按照如下步骤开展。
２．２．１　课前准备

提前１周将班级分为４个展示小组，每组在《雷雨》和《茶馆》两篇戏剧中任选一个１０分钟的片段
进行演绎。每组由组长牵头分配工作。每个小组由导演、演员组、道具组三部分构成。必要的道具和场

景布置由小组自行配备。

２．２．２　课堂实施
第一环节：演戏。展示组走上班级舞台，展示所演片段。观众作为大众评审为每个小组的表演打

分，内容包括台词表达、肢体与神态、合作契合度、道具准备和本片段最佳演员。

第二环节：说戏。小组展示结束后，由每组的导演和演员代表对本次演出的片段进行说戏。说戏的

内容可以是排练过程中的细节处理，也可以是演员对角色的体会感悟。

第三环节：评戏。评戏环节的主体是观众，根据评分表观众选出全场最佳的演员并给以评价。

第四环节：悟戏。悟戏环节的主体仍是学生，教师在这个环节中起到点播作用。教师总结学生在之

前环节中出彩的表演和评价。回归到课本，回到戏剧文学本身，总结戏剧文学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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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课后撰写学演心得
根据自己在本次综合实践活动中担任的角色，围绕“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现场表演”等关键词

撰写演出或是观看的心得。

课堂实施的４个环节需要２课时，学生在这２课时中收获的不仅仅只是台词。在第二环节说戏中
有一学生导演如此评价剧组中的一位演员：“我们剧组开始很难进入状态。前两次排练，演庞太监的小

Ｌ出场，大家就哄笑。作为导演，我觉得小Ｌ就是来搞破坏的，想要换演员。第三次排练时小 Ｌ的表现
很惊人，他不仅声音模仿很贴近庞太监的身份设定，还自己添加了兰花指等小动作表明身份。问了才知

道他课后特别搜索了相关影视剧的片段进行模仿。这个举动影响了我们小组，大家开始分头研究角色

身份，从旗人常四爷说话的语气到茶馆老板王利发小市民气质浓厚的表情动作，力求表现一个真实的

茶馆。”

有一位同学出演的角色甚至称不上角色，他演的是《茶馆》中那个贴着“莫谈国事”字样的柱子。当

时他对自己演出的评价是：“本来道具小组打算将‘莫谈国事’的告示贴在教室的某块墙壁上，但是导演

和我们商量后觉得还是应在醒目的位置出现，因为‘莫谈国事’４个字映射出了当时社会上的风气，暗示
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民众生活的压抑，所以我毛遂自荐出演了这根柱子。”

由此可见在学演模式的推动下，学生不仅仅掌握了戏剧文学应知应会的知识，更进一步体会到了人

物的性格内涵、戏剧矛盾的呈现方式———这样的片段演出不只是台词的对应，更是思考之后的再创作，

融入了体验主体（即学生）的自我感悟。

３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之悟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内容是语文，方法是实践活动，而特色在于综合二字。正是综合让这样一种课

型区别于传统语文课。如何体现综合？实施手段的综合，评价方式的多元化等等。语文综合实践课最

终落脚点是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生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通过自身的努力在这堂课中获得语文的

快乐。因此，语文综合实践课的设计应当重视学生的体验，努力将学生感性的体验转化成理性的认识，

让学生在真体验中寻找到语文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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