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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四 交流适应练习

教学内容 理解交流适应对于表演的重要性以及完成交流适应的练习

教学时数 2 授课地点 形体室

教学条件 多媒体，形体室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了解交流适应的重要性以及完成相关训练

能力目标 理解交流适应对于表演的重要性以及完成交流适应的练习

素质目标

通过学习本节课的内容，了解交流适应的重要性以及完成相关

训练，能够融会贯通到日常表演之中

教

学

重

难

点

重 点 交流适应练习

难 点 交流适应练习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演示、讨论、案例法

课程资源 《表演训练法》林洪桐编

备 注

运
城
职
业
技
术
大
学
大
学
人
文
教
研
室



教学过程续页

表演中的交流适应

一、教学过程

（一）前堂回顾(5mins)：

想象信念练习

（二）课程导入(10mins)：

师：上节课我们完成了想象信念练习，本节课我们要学习交流适应在表演中

的重要性。

明确本节课内容：本节课将从适应交流重要性这个方面来进行教学内容的

学习。

（三）教学实施（50mins)

“交流”在表演创作中的巨大意义、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对手之间的交流都是舞台行动的基础。正如斯氏阐述的:“(表演)艺术完全是建

立在剧中人物的彼此交流和自我交流的基础上的。”我们在戏剧与电影表演教学

大纲中也强调了它的重要性，一致认为它是表演中十分重要的元素。然而，在教

学实践中，交流与适应往往却是薄弱的环节。我在基础教学中就常遇到这一难题，

从别的教员手中接手过来的学生，往往也都缺乏真实生动的交流。对于当代的学

员来说，其他表演元素，诸如注意力集中、肌体控制、假使、真实感与信念、逻

辑与顺序等，掌握起来都比我们那个时代容易，可是交流却仍成为难点。应该认

识到，没有了正确生动有机的交流，表演也就失去了真实感，表演中的其他元素

也都因此而失去它的作用。

美国戏剧家薇奥拉·斯波琳甚至认为:“戏剧的技巧就是交流的技巧。”足见

交流在表演中的重要地位。交流是指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与对手之间思想、感情、

意志、愿望、动作等相互传递、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也包括演员的自我交流，

某种特殊风格演出中与观众的交流及电影创作中的无对象交流等。表演教学中最

薄弱的一把“双刃剑”是“交流与适应”，特别是适应。不少演员有话才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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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话就等着说下一句台词。“抢词”的演员多半也是没能掌握适应技巧。要掌握

真实的、活生生的交流与适应是十分困难的，而装作与对手交流则容易得多。真

正有机的交流需满足以下要求。

相互作用的交流:演员在表演时一定是相互作用，既是你影响我，改变我，

也是影响你，改变你。建立起真实有机的交流，优秀的表演应达到头脑与头脑、

心与心的交流。

交流中动作的有效性:表演中的交流与适应，一定要注意自己动作的有效性。

例如，当你在说服对手时，应真正感受到对手的脸色、眼神、回答你的问话时的

语气。确认对手是不是真的把你的话听进去了，确保你的表演有效抵达对手。

交流的即兴创作:相互行动中由于即兴交流所产生的刺激与反应，往往都是

非常新鲜的，有时甚至会引起演员非常真实的情绪体验，这是非常可贵的。真正

情绪体验的产生，只能是建立在“此时此地”的活生生的交流与适应的基础之上。

交流与适应永远是在不断的即兴创造中变得更加准确，更加丰富，更为细致。

交流模式的双重性:一是“内容模式”即交流的内容;二是“相互关系模式”，

即交流者相互的关系，两种模式是同时存在的，表演必须掌握好交流的双重性。

实际学习表演与创作表演的过程，也是一种交流与碰撞，一种演变的遭遇。“一

个艺术家的成长过程是一连串的碰撞所带来的演变结果。……我和学生的工作就

是一种遭遇/碰撞。持续不断的遭遇/碰撞通过我的体验改变了我的认识，进而改

变我的工作方向。我一直想要弄明白我怎样才能够通过我和别人的遭遇/碰撞来

改进我和我的自我之间的遭遇/碰撞。我们的体验和知识由于这种遭遇/碰撞而得

到了丰富。”

有机交流练习

我们称活生生的交流为“有机的交流”，它需要经过五个阶段加以实现。

第一阶段:演员走进舞台上的房间，打量房间里所有的人，判别周围情况和

选择对象，所有这些瞬间构成有机交流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走到对象跟前，借助于那些能惹起对象注目的动作，借助于出其

不意的语调等，使对象注意自己。

第三阶段:用眼睛的触角试探对象的心灵，使这个陌生人或交流对象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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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最容易而自由地接受主体的思想、情感和视像做好准备。

第四阶段:借助于放光(传递信息)、声音、语言、语调、适应，把自己的视

像传达给对象，希望并试图使对象不仅听到和理解到，还要使他以内心视觉看到。

第五阶段:对象的反应，双方交互地发出和收进心灵的潜流。”

五个阶段并非机械地完成，往往是综合地在一起实现，它不是机械的过程，

而是一种生命感觉的感性过程，是一种有机的过程，活生生的过程。

“擦肩而过”练习

面对面排成 A队与 B队，每次两个同学相向而行，面对面地走来，两人在走

近对方时，相互看一眼，擦肩而过，然后两人都停了下来，似乎感觉这个已擦肩

而过的人曾在哪儿见过，于是就都转过身来，注视对方，要求双方都要从对方的

眼睛里感觉到什么东西之后，又都转身走开。练习的要点不在于见面时的对视与

招呼，而在于对视双方的人物关系、规定情境、之前发生了什么以及相互间内心

的交流，包括潜台词与内心独白等。

5.1.2 问候练习

这一练习可以集体进行。做练习时，每个同学可以任意走动，当你与另一个

同学相逢时，就要互相问候。你可以先向对方说:“你好!”也可以在对方问候了

你之后再回应对方“你好!”然后分开。接着在走动中遇到另一个同学后再问候

再分开。这样，同学们可以在走动中不断地与各个同学相互问候。练习的要点同

样不在于见面时的“你好!”的问候，而在于对视双方的人物关系、规定情境、

之前发生了什么以及相互间内心的交流，包括潜台词与内心独白等。要演示出对

话背后丰富的内涵、复杂的故事。

接触交流练习

两位同学，也可以是三位。参加练习的同学简单地商定出时间、地点、人物

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的情景，就可以开始。但还有一条规定:“不接触时不

许说话。”就是两人之间只有在身体相互接触或者是通过道具进行接触时才可以

说话，其他情况下都不能说话。练习的要点同样在于接触双方的人物关系、规定

情境、之前发生了什么以及相互间内心的交流，包括潜台词与内心独白等。要演

绎出接触背后丰富的内涵、复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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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交流练习

练习以两个人为宜，要求即兴表演。两个同学站或坐在台上，无论自己心里

有什么想法想告诉对方，还是想要了解对方的想法，都只能通过眼睛来体现。做

这个练习时，不需商量什么，而应该即兴产生想象和心理活动，但一定要注意不

要挤眉弄眼地说明自己的意图。要求学生首先注意自己的内心活动必须具体、细

致。在开始进行训练时，不一定有一个完整的情节，只要有真实的瞬间，双方能

够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出他(她)的想法就可以了，然后在训练中逐渐要求同学们延

长这种交流的过程，并加强心理和情感的色彩。

例子：两个同学都坐在那儿看书，突然，A注视着对方的嘴角，当 B发现了

自己被人盯视后，抬起头来注视 A。这时 A 不好意思地把目光移开。B 用目光表

现出对 A的注视的疑问和不满，正巧 A又抬眼看见了 B的目光，发现了目光中的

疑问和不满后，又不自觉地把目光移向了 B的嘴角。B从对方的注视中感觉到自

己的嘴角大概有什么问题，伸手一摸，发现嘴角边有一颗米粒，一边用手把米粒

擦掉，一边用目光表示出一种带有歉意的感激之情，A则报之以友善的目光和微

笑，然后二人又都低下头去看书了。

表现两人，一男一女间一见钟情时的眼神交流，或单恋时的眼神交流。表现

两人，相互仇恨、愤怒时的眼神交流。

表现吵架的两人，父女、母子、夫妻、恋人或朋友在眼神的交流中逐步和解

的过程。

对话动作交流练习

在交流与适应中，形体与语言的表现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心灵的交流总是

细致、微妙而又深刻的。在形体上，一个手势、姿态都应该饱含着语言，特别是

眼睛和面部的表情，更应该能够真正地传情达意。语言，更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为语言是人们用来进行思想与情感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语调、语势的变化可

以传达出非常细微的情感变化，演员应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手段进行交流与适应，

从而在把人物的思想、情感和欲求传达给同演者的同时，也传达给观众。练习以

两个人为宜，仅规定两人的情境及人物之间的任务。简单对话与动作都是即兴创

作，一切均在即兴的交流中进行。

对话或动作交流中，学员 A让学员 B激动起来……对话或动作交流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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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让学员 B欢乐起来………对话或动作交流中，学员 A让学员 B紧张起来……对

话或动作交流中，学员 A让学员 B恐惧起来……对话或动作交流中，学员 A让学

员 B感到想去死……

对话或动作交流中，学员 A让学员 B对自己有好感，甚至爱上自己………

无对象交流练习

无对象不等于没有对象，只是对象的位置被镜头占据着，演员脑子里要有清

晰的视觉形象，并且要有对象的空间概念。眼睛要找到视觉支点，要有距离感，

特别要有形象感。

打电话，一个熟人或陌生人的声音(告诉一件不寻常的事)。打电话，报告或

听到一个喜讯;报告或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走在街上，看见一个迷路的孩子在

哭，哄他、逗他、送他回家。在街上或车站执勤、宣传、讲演等。

无对象指的是没有人物的对象，演员要掌握好与物的交流。比如用信件交流

练习。

无言交流练习

我们在艺术创作中往往会出现“沉默是金”的境界。人物之间尽管没有一句

对白，然而却充满丰富而深刻的潜台词、内心独白与规定情境。此刻，演员在舞

台上的沉默往往成为一种具有深刻内容的行为。它是训练演员掌握心理动作、形

体动作、语言动作的很好的手段。关键在于教师与学员首先要创作出无言的规定

情境并达成具有丰富内涵的沉默状态，而不是硬不说话。这需要很强的想象能力、

构思能力，特别是营造人物规定情境，尤其心灵规定情境的营造能力。

诀别前的一对恋人默默地……

“一见钟情”的一对陌生人默默地………自杀前的一对恋人，默默……

狱中归来的人，遇亲人，默默……亲人临终时的无言交流……

战场上与中弹战友弥留之际的无言交流……

“不期相遇”:如母子相见、恋人相见、仇人相见、恩人相见等。

无言对视交流:两位学员，最好一男一女相对而坐，先闭上双眼，待老师喊

“开始!”后睁开眼，用眼睛传达内心的诉求，并对对方眼睛传达的信息做出反

应。然后说出各自的心理状态、内心独白，及接收到对方的何种信息，又做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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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反应。可连续做不同内容的此类练习三至五次。

无言对视交流:两位学员，最好一男一女相对而坐，先闭上双眼待老师喊“开

始!”后睁开眼，男生报以友好的爱慕眼神，亲切可爱。女生有些羞涩，并给予

亲密眼神的回报，内心窃喜。此时男生将眼睛投向远处，并跟随移动，更加激动

欣喜……女生发现不对，悄悄掩饰地回头，发现男生所做的都是为了后边那个女

孩，她漠然地低下眼、低下头，玩弄自己的手。此时，男生朝后边女生奔去。女

生失望的眼神。一男一女在火车站或飞机场候机室并排而坐，俩人不经意地在吃

茶几上的一包炸薯片。男的专心读书忘了薯片，女的吃得津津有味，一块接一块

地吃着，男发现后，也起劲地一块接一块地吃。女瞪了男一眼，男的更大方地又

吃一块，女的抓一把吃，男的抓更大的一把吃。两人狠狠对视……女的将薯片袋

挪向自己一边，男的又将薯片袋挪向自己一边。女的干脆将薯片袋放在自己腿上

大吃特吃，男的瞪圆了眼，一气之下愤然而去。女的胜利者似的将薯片袋放到茶

几上，从她的包里掏手绢擦手，忽然发现自己的薯片袋原来在包里。她望着远去

的气愤的背影，既羞愧又觉得滑稽地笑了起来，笑得几乎止不住……

（四）重点难点（7mins)

理解交流适应的重要性

（五）课堂小结（10mins)

同学生一起回顾本节课主要内容，梳理思路，总结要点。

二、作业布置(10mins)

复习本节课的内容

三、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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