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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要求下，长期以来，学校文化艺术活动作为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广大青少年建立兴趣爱好和

成材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学校德育工作发挥巨大作用的主要因素。营

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为广大青少年开拓广阔的成材之路，这是加

强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培养青少年未来实现中国梦想的要求。

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能够使广大青少年达到开阔

视野、陶冶情操、增长才智、提高素质、沟通人际、适应社会以及改

善知识结构和掌握实用技能等方面的效果。在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中，

广大青少年通过接受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有益教育，能够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这对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适

应中国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新一代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对于开展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和营造浓郁

的校园文化环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投入和努力，学校里的音乐队、合

唱团、舞蹈队、书画社、兴趣小组等，简直琳琅满目。因此，校园文

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与指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就需要坚持先进

文化的正确方向，以育人为根本目标，努力发展符合实际需要、并为

广大师生喜闻乐见，且具有实效的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系，真

正营造五彩校园的文化氛围。

PREFACE
前言



为此，根据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和部门的要求以及国内外最新校园

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特别编撰了《五彩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丛书，

不仅包括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管理、策划方案等指导性内容，还

包括阅读、科普、歌咏、器乐、绘画、书法、美化、舞蹈、文学、口

才、曲艺、戏剧、表演、游艺、游戏、智力、收藏、棋艺、牌技、旅

游、健身等具体活动项目，还包括节庆、会展、行为、环保、场馆等

不同情景的活动开展形式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娱乐性、指导性和

实用性。

本套丛书适当配图，图文并茂，设计精美，格调高雅，不仅是广

大学校用于开展丰富文化艺术活动的最佳指导读物，也是大中小学学

校领导、教师，在校大中小学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有关人员学

习的最佳实用读物，还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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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表演的基础知识

校园表演概述

校园表演，是在校园的舞台上表演的节目。无论舞台剧、歌舞、

歌剧、演唱、杂技曲艺都属于舞台表演的范畴。

舞台剧是舞台表演的一种形式，是呈现于舞台上的戏剧艺术。舞

台剧按内容可以分为喜剧、悲剧和正剧；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歌剧、

舞剧、话剧、哑剧、诗剧、木偶剧、课本剧等多种剧种。这里着重介

绍适合学生学习的剧种。

课本剧

课本剧是把课文中叙事性的文章改编为戏剧形式，以戏剧语言来

表达文章主题。改写的时候要注意保留原意，不能改得面目全非。  

戏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剧本是舞台演出的依据和基础。

要想把课文中叙事性的诗文改编为课本剧，首先要懂得剧本的特点，

然后才能根据其特点编出符合要求的课本剧。

1.剧本的特点

（1）空间和时间要高度集中。剧本不像小说、散文那样可以不受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要求时间、人物、情节和场景高度集中在舞台

范围内。小小的舞台上，几个人的表演就可以代表千军万马，走几圈

就可以表现出跨过了万水千山，变换一个场景和人物，就可以说明到

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或相隔多少年之后……相隔千万里，跨越若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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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通过幕、场变换集中在舞台上展现。

（2）剧本中通常用“幕”和“场”来表示段落和情节。幕指情节

发展的一个大段落。“一幕”可分为几场，“一场”指一幕中发生空

间变换或时间隔开的情节。剧本一般要求篇幅不能太长，人物不能太

多，场景也不能过多地转换。初学改编短小的课本剧，最好是写成精

短的独幕剧。

（3）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要尖锐突出。各种文学作品都要表现社

会的矛盾冲突，而戏剧则要求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反映的矛盾冲突

更加尖锐突出。因为戏剧这种文学形式是为了集中反映现实生活中的

矛盾冲突而产生的，所以说，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剧。又因为剧本

受篇幅和演出时间的限制，所以对剧情中反映的现实生活必须凝缩在

适合舞台演出的矛盾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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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剧本中的矛盾冲突大体分为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尾4部分。

演出时从矛盾发生时就应吸引观众，矛盾冲突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称为

高潮，这时的剧情也最吸引观众、最扣人心弦。高潮部分也是编写剧本

和舞台演出的“重头戏”，是最“要劲”、最需要下工夫之处。

（5）剧本的语言要表现人物性。台词，就是剧中人物所说的话，

包括对话、独白和旁白。独白是剧中人物独自抒发个人情感和愿望时

说的话；旁白是剧中某个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中人从旁侧对观众说的

话。剧本主要是通过台词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性格。因此，台词

语言要求能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和思想感情，要通俗自然、

简练明确，要口语化，要适合舞台表演。

（6）舞台说明，又叫舞台提示，是剧本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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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剧本里的一些说明性文字。舞台说明包括剧中人物表、剧情发生的

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等。

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展开戏剧情节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这部分语言要求写得简练、扼要、明确。这部分内容一般出现在每一

幕的开端、结尾和对话中间，一般用括号括起来。

2.将剧本改写为故事

剧本与故事的共同点是，都有人物、环境，都不乏生动的描写和

细致的刻画。所不同的是，故事不受舞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

将剧本改写为故事，可以放开手去写，时间、空间不必那么集中。

整个故事可根据剧本中矛盾冲突的发展变化过程，构成故事的开

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结构。在故事中可以加强人物的心理描

写和行动描写，使人物性格更为突出，形象更为鲜明，思想感情更为

丰富。同时，可将剧本舞台说明中的布景说明改为环境描写，为故事

情节发展和人物活动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

不论将叙事诗文改编为剧本，还是将剧本改写为故事，都要注意

不同文体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努力做到正确理解原作，使改编后的文

学形式更充分、更准确地表达原作的主题和主要内容。

情景剧

情景剧首先是喜剧，情景剧必须是室内戏，一般不用外景，情景

剧创造什么情景呢？像卓别林，早期一个人、几个人，在一个小戏园

子里演，很多人坐那儿看，边看边笑，边看边演边笑，乐呵呵的情景

这叫情景剧。

1.无“喜”不成剧

情景剧一定有喜剧的成分，所以在我国都是叫“情景喜剧”，这样

也才好把笑声加到编剧认为可笑的地方。事实上，很多时候，预设的笑

声并没有刺激观众的笑神经。尽管如此，情景剧依然应该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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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爱我家》带有风格很鲜明的幽默方式，它相声式的语言噱头

影响了后来的很多情景剧；再如《武林外传》是网络语言的搞笑，使情

景喜剧一路走来具有了网路式的幽默效果。

2.相对独立的结构

每一集的情景剧通常有一个封闭的、相对独立的结构，即使是再

复杂的故事，最多也就在两三集中完成，这个特点影响到情景喜剧的

创作模式。

看现在的情景喜剧拍完100集再拍100集，已经有人拍到500集左右

了，集与集之间都是独立的，理论上说可以无限制地续下去。

3.情景剧的特点

喜剧性：情景剧的发展，源于美国肥皂剧，是以让观众打发时间

为目的，自从此种电视形式出现，就一直走着相同的路。情景剧的喜

剧性主要体现在情景对话上，主要以幽默的语言方式打动人，因为其

场地及制作经费有限，所以只能从情节和语言上出彩，这就要求演员

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

贴近性：情景剧的话题，一定是与大众的生活相关的，也是大众

关心和关注的，与其说在演戏，不如说在演绎百姓自己的生活。

地域性：情景剧以语言体现其个性，传播的是小众文化，如《成

长的烦恼》，观众必须理解一定的美国文化，懂得美式幽默，否则是

看不懂的。如果把《我家我爱》拿到美国去，美国的观众也不能理解

笑声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具有京味的情景剧，就有浓郁的北京味儿

和一些专属北京的乐趣，所以创作情景剧，一定要立足本土。

歌剧

歌剧是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

性艺术，通常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

场面等组成。歌剧以歌唱为主综合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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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1.声音分类

歌手所扮演的角色依照他们各自不同的音域、敏捷度、力量和音

色来分类。

男性歌手由音域低至高分为：男低音、男中低音、男中音、男高

音、假声男高音。女性歌手由音域低至高分为：女低音、次女高音以

及女高音；女高音也可细分为花腔女高音和抒情女高音等不同种类。

基本上男声的音域皆低于所有女声，但某些假声男高音能唱到女低音

的音域。而假声男高音唱多见于古代谱写的由阉伶所唱的角色。

在以音域分类后，往往还会加上一些关于唱腔的形容词，如抒情

女高音、戏剧女高音、庄严女高音、花腔女高音、轻俏女高音。这类

术语，虽然不能全面形容一个声音，但往往能把不同的声音归类，放

入不同的角色当中去。某些歌手的声音会突然发生剧烈的变化，或者

在而立之年甚至人到中年，声音才达到成熟的辉煌状态。

2.声音分类的利用

女高音向来是大部分歌剧的女主角的不二人选。然而在古典主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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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时期以前，往往对女高音的首要要求是声音控制的技术，而非今日要

求的广阔的音域；而当时要求女高音的最高音往往不超过高音A。

女中音一词，则是一个比较新近的概念，但也有不少角色可以担

纲，如珀赛尔笔下的蒂朵和华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布兰

甘特。

女低音可唱的角色，往往比较少，行家往往开玩笑说，女低音只

可唱“巫婆、泼妇、长裤”。而近年，不少原来由女低音或阉伶所唱

的角色，皆成假音男高音的囊中物。

男高音，则自古典音乐时期至今，都是歌剧中的男主角。很多

最具挑战性的男高音角色，都是出自美声歌剧时期，如多尼采蒂在

《联队之花》中写给男主角的9个连续的高音C。而华格纳则要求他的

男高音主角比一般男高音的分量更重，甚至要人们发明新字“英雄男

高音”来形容这类角色；和华格纳要求的分量相当的义式歌剧角色也

有，如普契尼《图兰朵》中的卡拉富。

男低音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在正歌剧时代便作为配角，往往是

娱乐观众的滑稽角色。男低音可演的角色也不少，如莫扎特《唐•乔

望尼》中的利波雷洛和华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沃坦王，界乎

男高音和男低音中间，便是男中音，一个直至19世纪中叶才出现的概

念，著名角色如莫扎特《女人皆如此》的古烈摩和《唐•卡洛》中的罗

迪戈。

3.歌剧中的声乐

歌剧中的声乐部分包括独唱、重唱与合唱，歌词就是剧中人物的

台词；器乐部分通常在全剧开幕时有序曲或前奏曲，早期歌剧还间有

献词性质的序幕。在每一幕中，器乐除作为歌唱的伴奏外，还起连接

的作用。幕与幕之间常用间奏曲连接，或每幕有自己的前奏曲。在戏

剧进展中，还可以插入舞蹈。歌剧的音乐结构可以由相对独立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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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连接而成，也可以是连续不断发展的统一结构。

歌剧中重要的声乐样式有朗诵调、咏叹调、小咏叹调、宣叙调、

重唱、合唱等；其体裁样式有正歌剧、喜歌剧、大歌剧、小歌剧、轻

歌剧、音乐喜剧、室内歌剧、配乐剧等。

话剧

话剧指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形式。话剧虽然可以使用少量音乐、歌

唱等，但主要叙述手段为演员在台上无伴奏的对白或独白。话剧本是

一门综合性艺术，剧作、导演、表演、舞美、灯光、评论缺一不可。

话剧最不可缺少的是接受这门艺术的对象——观众。

1.舞台性

古今中外的话剧演出都是借助于舞台完成的，舞台有各种样式，目

的有二：一是有利于演员表演剧情；二是有利于观众从各个角度欣赏。

2.直观性

话剧首先是以演员的姿态、动作、对话、独白等表演，直接作用

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并用化妆、服饰等手段进行人物造型，使观众

能直接观赏到剧中人物形象的外貌特征。

3.综合性

话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特点是与在舞台塑造具体艺术形

象、向观众直接展现社会生活情景的需要相适应的。

4.对话性

话剧区别于其他剧种的特点是通过大量的舞台对话展现剧情、塑

造人物和表达主题。其中有人物独白，有观众对话，在特定的时空内

完成戏剧内容。

木偶剧

1.木偶剧的形成

木偶剧是由演员操纵木偶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又名傀儡戏。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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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戏剧性的表演，出现在汉代。

2.木偶剧的形式

现存的木偶剧形式有三种，即布袋木偶、杖头木偶和提线木偶。

多用戏曲曲调演唱，有的则用对话或歌舞。1980年，北京成立了“中

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7年6月8日，江苏省演

艺集团木偶剧团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奖。

儿童剧

1.儿童剧的诞生

儿童剧是适合儿童欣赏的诸多剧种，包括话剧、歌剧、舞剧、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