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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氏表演体系应用于我国声乐教学的构想 ①

李　俊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理论与我国声乐教学具有许多相通之处，部分理论可以借鉴到声乐专业的教
学之中，改进传统单一的模仿型教学模式，克服当前声乐教学中存在的弊端。研究声乐教学方法的同时，应重视角色心

理体验与艺术表征形式之间的相关性，使声乐教育理论的研究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是要走到一条与其相互交融相互启发

的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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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是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所创立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简称“斯氏”体

系，它主张演员体验与角色合一，注重研究演员在角色创

造中一切动作和情绪产生的内在逻辑和心理依据，同时

也十分重视发展演员的形体、声音、吐词等外部体现诸元

素的表现力，认为内部体验和外部体现这两个方面在表

演创作中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在角色的规定情境中

真诚地去感觉、去思想、去动作，以获得正确的创作自我

感觉，摒弃一切舞台表演程式，它与布莱希特体系和中国

戏曲梅兰芳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１］１５８。

１　斯氏体系运用于教学的研究现状
从斯氏体系创立至今的半个世纪里，各国对斯氏体

系的研究都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其在戏剧表演中的指

导作用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被运用到教学中，如张清的

《戏剧表演与大学教学：类比视角的理解及其启示》和毕

天璋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舞台艺术理论对课堂教学

的启示》，是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运用于教学的可行性提

出设想，提出运用舞台上交流的理论、舞台言语表达技巧

以及情绪体验的理论克服当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弊端；

康丽芳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在中专戏剧片断表演

教学中的运用》则提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运用在戏

剧教学中应当区分中专生与戏剧学院学生的不同。而Ｄ．
彼特科维克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外语教学》和周岳的

《戏剧表演与语文课堂教学之比较及启示》提出了将斯氏

体系运用于外语教学及语文教学之中。这种思路为斯氏

体系在声乐教学和声乐表演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维方

式。当前，我国对斯氏体系在教学中应用研究的微观研

究不够深入，学术论文比较少，尤其在音乐类教学中研究

较为缺乏。从我国关于斯氏体系本体研究的文献来看，

研究视角偏向于戏剧中的话剧一块，涉及声乐甚至是音

乐视角的研究非常少。由于声乐表演中音乐成分的比重

较大，与话剧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有些剧情表演中甚至只

有音乐无台词，如果不深入研究难以形成指导声乐表演

的有效且具体的方法［２］４０；因此，研究斯氏体系在声乐教

学中的应用是对声乐教学理论的补充，对声乐教学的重

要性不容忽视。

２　我国声乐教学弊端
目前，我国声乐教学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声乐教学课程设置不合理，不仅浪费了现有的教学

资源，也不利于学生在学习中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声乐

课一般设置为个别课和小组课，通常的做法是演唱专业

较好的学生进入个别课，演唱水平一般的学生分入小组

课，造成专业基础差的学生不能与专业好的同学进行比

较学习。其次，传统“模仿”式的教学方式单一，教学重心

都放在了演唱的技能和演唱时音色的准确上，而不是音

乐角色的体验。因此，教学成效难免差强人意，让观众感

觉歌者唱得很“假”。这种“填鸭式”教学模式在声乐教学

中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学生对于声乐表演的理解，让创

造性的声乐表演失去了生存环境。再次，以往声乐教学

的不合理还表现在教师的教学实践缺乏科学方法，不是

在大量音乐风格及历史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的基础进

行，而是凭感觉靠经验，不能把教学工作建立在一个坚实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５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２年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一般项目（Ｇ３１２３６）
作者简介：李　俊（１９８２－），男，湖南岳阳人，讲师，主要从事声乐与长笛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可靠的方法之上，教学效果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３　“斯氏”表演体系应用于我国声乐教学的思路
３．１　声乐教学中应用“斯氏”表演体系理论的相关性

分析

斯氏表演体系与高校声乐教学具有相通之处。比

如：戏剧语言的准确性要求；关于表演中的语气、语调、停

顿的表述；以姿势助说话的重要性；演员需注意的情操陶

冶，情绪记忆积累；紧张情绪消除等等［３］，这些方面借鉴

到音乐系声乐专业的教学之中，可以帮助教师消除学生

演唱时的紧张情绪；规范声乐教学中语言的准确性；帮助

教师以姿势助说话提高音乐的诠释能力等等。该表演体

系理论有研究学者所共识的优越性和科学性，能够让声

乐课堂成为师生音乐交流的场所，从而改变传统单一的

教师示范一句学生模仿一句的模仿型教学模式。

３．２　“斯氏”体系在声乐教学中的操作流程和个案研究
“动作任务”“贯穿动作”与“最高任务”是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体系术语，最早由前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

《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提出。“斯氏”体系指导声乐教学的

操作流程：首先，对歌曲进行初步的角色心理活动布局的

分析，从歌词和旋律中获得的角色感情变化确定其心理

活动轨迹；其次，以心理活动轨迹为线索设计出所对应的

“动作任务”，即角色通过音色、语气、语调、面部表情与肢

体等所表现的情绪与思想；再次，将若干相近的“动作任

务”按逻辑整合归纳为角色的“贯穿动作”即角色某一种

性格；最后总结为几个大的“贯穿动作”也就是角色各方

面的性格，推断出歌曲中角色是一个怎样的人或歌曲想

表达的最终主题。“斯氏”体系指导声乐教学的个案研究

以威尔第歌剧选段《父亲的哀伤》为例（歌曲共６２小节），
此部分的研究主要通过案例来分析，论述具体分析手法

在声乐教学中的实现。主要在声乐选段中结合词曲、伴

奏织体、语气语调、速度力度等对歌剧选段《父亲的哀伤》

进行心理线索分析，划分“动作任务”：绝望悲伤（１～１６
小节）→愤怒痛恨（１７～１９小节）→迁怒责怪（２０～２３小
节）→突然清醒（２４～２５小节）→虔诚忏悔（２６～３０小节）
→深深自责（３１～４１小节）→寻求安慰（４２～６２小节）。
把许多细小的“动作任务”组织成两个大的“贯穿动作”：

发泄愤怒（１～３０小节）和向上帝祈求（３１～６２小节）。学
生通过对“贯串动作”的分析及对选段表演处理的细致把

握，才能准确地分析出该歌剧选段的“最高任务”：虔诚信

仰上帝且深爱女儿的“父亲”角色。

３．３　探究创造性表演能力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中音乐意图的表达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传授

性，更多的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尤其体现

在教育学生形成审美评价标准上。好的声乐声音不是人

们凭空想象的，而是具有某些特点或标准。王跃萍认为：

“声乐比赛、考试等需要量化表述的活动中，必须制定一

套既符合歌唱艺术规律，又便于掌握运用的统一审美标

准。”［４］３０世界上各国各民族演唱方式众多，曲目风格各

异，每种声乐观念有着相对应的演唱习惯和审美感觉，在

某个声乐观念下公认的好歌手的演唱在另外一种声乐观

念下的听众可能会认为难听。这取决于听众个人的音乐

素养和曾经接受过的音乐训练（教育）。只有长期通过一

种声乐观念下的乐声潜移默化，才能渐渐总结出什么是

该声乐观念的审美标准。因此，高校声乐教学中一定需

要让学生理解与弄清各自声乐观念下的具体演唱声音到

底是怎样的，训练和树立正确的声乐音色意识，形成符合

各自声乐观念下的审美评价标准。在声乐教学之初，首

先，需指导学生进行声乐音色的交流与讨论，在声乐专业

教师的主持和点评引导下，学生对各种声乐观念形成相

对统一的音色审美标准；然后，让每个学生理清各自演唱

时的正确音色概念，并在课后练声时相互监督确保音色

有无偏离；最后，教师再讲授声乐歌曲作品中需要用到的

声乐技巧和演唱技能。总的来说，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声

乐审美评价标准的教学流程为：明白音色标准→获得音
色概念→掌握声乐技能。声乐课堂中教学的难点在于如
何在教学过程中消除学生演唱时的恐惧情绪，“走台”通

常是当前声乐专业教学内容设计的最后一课，但仅仅依

靠这最后一节课最多只能改变学生的台步、形体动作，其

本质问题即表演心理状态不能在一节课内发生改变。因

此，当前课程结构安排的合理性需改变，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主动模拟考试或演出时听众多的演唱环境是获得情绪

记忆积累的最佳途径，通过声乐课的针对性训练，在平时

训练中提前模拟演出或考试环境使学生逐步适应，获得

积极兴奋的演唱情绪记忆并不断积累，以达到控制与消

除恐惧情绪的教学目的。

为了顺利达成我校两型社会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地

解决旧传统教学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并进

行改革，将对学生的被动灌输转变为主动教学，让高校声

乐人才的培养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通过“斯氏”理论

的介入，将传统的声乐“模仿”教学课堂构筑成新型的

“演”与“唱”相结合的师生互动课堂。在这个课堂里，学

生不再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演唱方法，而是基于体验作品

中角色的内心，创造性表演思维的演唱。在此过程中，学

生除了能积极主动参与角色的“表演”外，对于声乐教学

也有了深刻的理解，理解教育本身不应只是对专业知识

的单纯模仿和复制，而是要在接受中进一步创造，解除我

国传统“模仿”式教学对学生创造性表演能力的禁锢［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理论，对于克服当前声乐

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和

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能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为

改革声乐教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从而让声乐教

师不但授之以“鱼”，更授之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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