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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三 想象信念练习

教学内容 表演想象信念的观念以及重要性，想象信念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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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想象信念对于表演的重要性

能力目标 能够掌握想象信念练习方法

素质目标 通过学习本节课的内容，掌握正确想象信念练习方法

教

学

重

难

点

重 点 熟练掌握如何进行想象信念的练习

难 点 练习与实际表演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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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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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续页

表演中的想象信念

一、教学过程

（一）前堂回顾(5mins)：

松弛训练、感官训练

（二）课程导入(10mins)：

师：身体以及感官外在的训练完成后，今天要学习的是想象信念的重要性。

明确本节课内容：本节课将从 想象信念对于表演的重要性这个方面来进

行教学内容的学习。

（三）教学实施（50mins)

想象力是演员不可缺少的重要素质之一。表演创作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假定

的，不论是人物、人物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所处的情境等，无一不是通过艺术

表达出来的。这一切要靠演员的执着信念与丰富想象。想象力是一切创作的开端，

是引导演员进人艺术世界的导航先锋，是创作航船的风帆。想象似一架起重机，

将演员从日常的现实生活中转移到艺术的创造领域中去。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

心雕龙》中强调，艺术创作是一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活动，并将其

命名为“神思”。将虚构的艺术转化为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真实首先靠的是演员

有魔力的艺术想象。创作实践中，我们既要严格区分审美想象与日常想还应区分

剧作想象与演员想象。既要有形象的想象力，还应掌握意象想象力和情感想象力

我们应努力将形象想象力、意象想象力和情感想象力交互发挥，相互渗透，凝聚

成富于魅力的创造性想象力。努力将“眼中之竹”转化为“胸中之竹”，从而在

创作中实现为“手中竹”。实际上演员在创作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正确

想象的结果。

那么缺乏想象力怎么办?训练它或者转行?演员应努力通过一系列表演的培

养让想象成为创作的第二天性。艺术的想象要靠演员的信念让其转化为艺术的真

实。同样，信念也是演员必备的重要素质，也应成为第二天性。现实生活中的真

运
城
职
业
技
术
大
学
大
学
人
文
教
研
室



实与信念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艺术虚构中的真实要靠演员的想象，靠直接与间接

的生活、生命感受、有魔力的“假使”来实现。演员表演的每一瞬间，都应充满

着信念，即相信所进行的动作、所发出的话语、所体验到的情感是真实的。反之，

没有信念，也就没有了真实的体验和情感，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表演艺术。

物体变形传递练习

十人左右为一组，每人手中拿一块小毛巾，围坐半圆进行练习。提示:“这

是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于是每人手中的围巾就变成烫手的烤白薯。又提示它

变换为一个雪球、一条活鲤鱼、一只刺猬、一条刚满月的白色小京巴狗等。亦可

选择其他可变化的物品进行练习。

报纸的传递(增加语言)

拿出了一张报纸。第一个接过报纸的学生把它折叠成花束的形状，在传给下

一个同学时说:“这束鲜花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接下它的同学也要假定以鲜

花来对待。然后又把它改叠成一顶帽子给下一位同学戴上，并嘱咐道:“刷墙的

时候小心点，别摔下来。”那位同学紧接着又把报纸重新叠卷了起来，把它当作

是一支手电筒，交给另一个同学照明用……报纸在传递中，不断地被同学的想象

改变成多种多样的物品。

人物形象传递练习

十人左右为一组，让一人先做一个带有特定气质感觉的面部表情，然后，转身让

旁边的人看清楚其特定气质，感觉面部表情与感觉，并将其模仿下来。第二个人

在接收到第一个人的信息后，即刻开始模仿当觉得自己的模仿已经很像前面的特

定气质感觉后，即可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下一个完全不同的特定气质感觉的面

部表情，再传递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直至又传回到第一个人为止。同样这

里说的面部气质感觉也不是概念化的符号，而是有规定情境，有内心感受的活生

生的面部状态，第二人模仿时，不光从外边模仿，还要找到相应的内心感觉。练

习可由气质的面部表情发展为全身的特定气质的行为感觉。

故事接力的练习

讲述自己的见闻及故事……并通过接力形成合乎逻辑、有意思地传递讲述，

形成完整而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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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一起编一个故事。由一个同学开头，讲到紧要关头，教师拍一下掌，

下一个学员按自己的思路，合乎逻辑地接着讲下去。例如:“我听到脚步声……

一步一步地走近房门，我害怕极了，就在这时，房门被慢慢打开了……”另一个

人就在这时紧接着讲:“只见一位侍者端着一盘面包片和热牛奶走进来，这时才

想起我忘记了吃夜点……”它不仅为了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使

学生在讲述故事中迅速展开想象，培养他们对正在发生的故事产生信念，只有相

信了这个故事，才能在上一位同学讲述之后把这个故事合理地、富于想象地继续

进行下去，并按照生活的逻辑顺序使故事向下发展。任何开头都可以，能讲到哪

里就讲到哪里，故事情节也不必有头有尾。尽量少用形容词，将其转化成具体、

生动的表演，用生活化的语言来描述。此外，要求讲故事的同学不能只管讲自己

的故事，还应顾及其他接力的同学的衔接。要尽可能地留出时间、空间来，让他

们把所讲的故事中的行动细致地表现出来，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避免一般

化地传递故事，而应充分地展开想象，很具体、很细致而且很有特点与趣味地把

故事演示出来。如果在练习中故事讲不下去了，或者是表演的同学演不下去了，

教师可以让练习先停下来，大家一起找出原因后再继续进行练习。

动作接力练习

训练学员多方面的创作素质，比如观察能力、判断理解力、逻辑和顺序、适

应和表现力等。一组同学站成一排。从第一个同学开始，用肢体语言做几个动作，

这些动作要表明他正在做一件具体的事情，并让别的同学能看明白。老师根据同

学做的情况随时喊停，再由第二个同学顺着前一个人的动作展开想象继续往下发

展，并要符合生活逻辑。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个同学做完，要求最后让这件事

情既有开头，又有中部，还有个结尾。比如，女生 A开始表演了。她站在一个水

池边，用手打开了水龙头，然后开始洗手。她洗得很仔细，双手轻轻揉搓着，好

像在极力感受水的冰凉刺激和水冲到手上在指间流动的感觉。洗了一会儿，她从

旁边拿了一块肥皂，沾了点儿水，在手上搓了一下，把肥皂又放了回去。然后，

两手交替揉搓，手指之间也顾及到了，她正准备把手上的肥皂冲掉的时候，老师

喊“停”了，接着由女生 B继续往下做。女生 B把手放在水下冲洗干净，然后又

从旁边架子上取下一条“毛巾”，用它擦了擦手又放回原处，按老师的要求女生

C又将动作接了下去。她把手最后冲了一下，关好水龙头。然后蹲下身子，把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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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放进盆里，开始搓起衣服来。她洗了一会儿，老师又叫停了。最后是女生 D，

她接着前一个人洗衣服的动作，把盆里的衣服提起来放下去，又提起来放下去，

然后把衣服使劲拧干，最后做了一个晾衣服的动作，老师喊“停”，练习结束了。

老师从最后一个同学女生 D的表现开始剖析。第一遍只是简单的动作，第二遍时，

要求加上规定情境与人物关系，使动作产生艺术的意味。这一练习的可看性就在

于它是一种真实、形象、连贯、感性的表达。理性分析是案头工作，即使中间出

现了需要临时判断如何适应的地方，演员也应该凭着自己强烈的自信心，保持场

上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更加真实、自然、流畅地衔接好前后的动作。临时出现的

情况需要演员马上做出判断，并下意识地即兴表演出来。

（四）重点难点（7mins)

理解想象信念感在表演中的重要性，合理真实的完成想象信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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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