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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西区短期校外音乐剧培训课程解读与启示

———以伦敦西区WestEndStage为例

文／星海音乐学院　刘逸婷

　　音乐剧 （MusicalTheatre，简称
Musicals）是通过歌曲、台词、音乐、
肢体动作等的紧密结合，把故事情节以

及其中所蕴含的情感表现出来的一种

舞台艺术。伦敦西区 （London’sWest
End）是与纽约百老汇 （Broadway）齐
名的世界两大戏剧中心之一，是表演艺

术的国际舞台，也是英国戏剧界的代名

词。WestEndStage是伦敦西区的一个
音乐剧暑期学校 （以下简称为 WES），
为学生提供优秀的伦敦西区音乐剧师

资、对话伦敦西区出色音乐剧演员的机

会与难得的伦敦西区演出舞台，深受欧

洲各国热衷于音乐剧的学生的喜爱。

一、课程设计

（一）WES师资与生源
WES的教师均来自伦敦西区的现

役优秀音乐剧演员，具有丰富的舞台经

验及教学经验，能够帮助学生跟随音乐

剧演员的步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音乐

剧及伦敦西区舞台。

参与该课程的学员并非一定是音

乐剧专业学生，不仅有来自英国不同地

区的不同年龄的孩子，更有来自法国甚

至更远地区热衷于音乐剧的年轻人。这

充分展现出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包容

和尊重。

（二）时间分配

该训练营以一周为一期课程，周一

至周五进行音乐剧课程，且安排学生周

三下午前往伦敦西区观看当季评价最好

的音乐剧，于周日下午在上演歌剧魅影

的剧院———女王陛下剧院进行 showcase
展示。课程为全天制学习，大致分为三

个时间段：课前、课上与课后。课程训

练开始前设有热身活动，使学生以更活

跃的状态进入一天的学习；课程内容包

括演唱、舞蹈与戏剧课程，每门课程每

天各两个小时；课程结束后，晚上多为

音乐剧分享或才艺展示等活动。

（三）课程模块

1.演唱教学
①热身开声活动与欧美儿歌相结

合。以儿歌ILikeTheFlowers为例，一
位教师进行歌曲伴奏，另一位教师站在

　　 （1）以就业为导向，结合生物制药
专业岗位需求调查，完善教学大纲，不断

优化教学内容，真正做到中职学生在校所

学知识 “必需、够用、适度拓展”。

（2）推进实验实训教学改革，增加
实践学时，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操作能

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水

平。

（3）开发该课程的习题库，方便学
生课后对理论知识的牢固掌握。单元测

试可以从习题库随机抽调，分阶段检查

学生对相关知识掌握的情况。习题库的

题型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名

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等。

（4）构建师生共创共建的资源协作
开发平台，实现资源的原创性及可持续

性，和学校的网络结合起来，为师生提

供随时可以访问和学习的资源，提高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性。

通过本精品课程建设，构建信息化

教学资源，优化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

法，提高教学质量，推动专业持续发

展，起到示范性课程的作用。

　　五、结语

通过精品课程建设， 《现代生物制

药技术》课程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线下

课堂教学和线上网络教学实现有机结

合，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不断增

强，学习氛围浓厚，教学效果显著提

升，学生评教成绩每年都是优秀。

随着精品课程建设的不断推进，本

专业会有越来越多的课程建设成为精品

课程，希望本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经验

能为本专业其他课程建设提供示范作

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专业建设

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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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面对着学生，在唱到不同的名词时

做出相应的动作。教师的动作随钢琴伴

奏的速度及情感变化，学生对该儿歌的

演绎也有所不同。在学生熟练掌握律动

后，邀请四位学生上台，带领四部分学

生进行卡农律动的训练。

②音阶与数字结合。one与C相配，
two与 D 相 配，以 歌 词 “1，121，
12321，1234321……”以此类推直至
“1234567654321”，速度由慢至快，最
终速度可成为绕口令，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使学生完成时能够获得成功感。同

样，在学生熟悉旋律与律动后，教师开

始适当将个别数字改为声势，例如将3
（即E）改为拍手，可得 “1，121，12
拍21，12拍4拍21”，以此类推，最终
可将所有的数字都换成声势，考验学生

的反应与协调能力。

③歌曲教学通过模唱的形式进行。与
国内的歌唱教学不同，五线谱或是简谱在

歌唱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歌词是教师

给学生仅有的纸质资料。无论是原曲还是

和声，都是通过模唱的方式，教师唱完再

要求学生模仿，并让有需求的学生进行录

音，以此形成感性的音乐学习，激发学生

的歌曲学习兴趣及和声感。

2.戏剧教学
①角色分配具有针对性。在教师安

排角色之前，会要求学生组成小组，根

据 “异国王子向公主求婚”的剧情，给

适当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角色创编并且演

绎，教师再根据每个学生表演的状况进

行角色分配。

②让学生创作角色性格。笔者当时
排演的剧目是 《阿拉丁》。 《阿拉丁》

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学生都通晓剧情内

容，但是教师安排角色时，要求学生塑

造一个全新的角色，可以根据自己对角

色的理解来表演，教师再根据某些不大

合理的部分进行调整与修改。

③通过肢体动作扮演道具布景。在剧
情的发展中，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独一无

二的角色，但并不是贯通全场。在角色不

需出现时，教师要求学生用肢体表现桌

子、椅子、大门、飞毯等道具，充分运用

了非语言符号特征中的情景性，在课堂中

营造出宫殿、屋子等情景，不仅能调动学

生的情绪、提高教学与排练的质量，也能

使学生在剧目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能感受

到参与感与责任感。

3.舞蹈教学
①多为合作完成的动作。对于非专

业的学生来说，舞蹈可能是比较难掌握

的一个模块，所以教师的动作编排并没

有很难，但却有很多需要双人或是多人

一起完成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学生与

学生之间的集体意识，更容易融入到集

体中。

②课前突出体能训练。课前教师会
对学生做一个详细的体能辅导，让学生

能够更加适应课堂上的舞蹈教学。

4.大师课程
①在每一天的学习中，WES都会邀

请活跃于音乐剧领域的著名演员进行一

个半小时的分享课程。课上演员们会给

学生分享剧目排演过程中的趣事、困

难，也会空出时间回答学生关于面试、

学习、表演道路上的种种问题。

②亲密接触 “明星演员”。以 Lay-
tonWilliams为例，他是现任伦敦西区
Everybody’sTalkingAboutJamie的主演，
他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为了学好

音乐剧，从小没有舞蹈基础的他在十六

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芭蕾舞，并习得优秀

的成果。

5.课后活动
①音乐剧电影放映。通过整整一天

的学习，学生往往都会有些疲惫，课程

结束后，所有学生会被安排在一个大的

阶梯教室里一起观看音乐剧。在电影的

放映过程中，当出现耳熟能详的歌曲

时，学生就会走到空地上随着音乐边唱

边跳，表达自己对音乐的喜爱之情。

②走进剧院观剧。周三下午是 WES
带学生到剧院内观看音乐剧的时间。

WES请剧组为学生举办了一个主演见面
会，让学生近距离对话该剧演员，更深

入地了解该音乐剧与对自己人生方向的

指引。

6.观摩演出
①最后一天的展示。WES课程的最

后一天有一场观摩演出，地点位于连续

33年上演 《歌剧魅影》的女王陛下剧

院。与 《歌剧魅影》的演员们站在同一

个舞台上，给了学生很大的鼓舞，让学

生感到骄傲与感恩，也让学生懂得舞台

的来之不易。学生将把前六天排练所学

到的全部展现在舞台上，为整整一周的

学习画下圆满的句号。

②演出分为四个 “performance”，
也就是前文 “生源”所提到的四个大

组。每一个 “performance”内又分有四
个小组，每小组以年龄划分，大约分为

6-9岁、10-14岁、15-18岁、19-
21岁。每一小组均分配有一段情节，换
言之，一个 “performance”有 4幕，不
同年龄段的学生展演不同的片段，整个

“performance”由四个年龄段的学生的
演出贯穿而成。每个 “performance”展
演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四个

“performance”各有三位教师 （演唱、

戏剧、舞蹈）负责，经过不同的艺术处

理后，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演出效果。

二、课程特点

（一）课程优点

1.课程设置与伦敦西区直接接轨，
各方面资源丰富

首先，由于该课程由世界两大戏剧中

心之一的伦敦西区开设，教师均是来自伦

敦西区的优秀音乐剧演员，在教学过程中

能够很好地引领学生。其次，WES能带领
学生观看当季好评度较高的剧目，且在剧

目结束后为学生开展主演见面会，充分让

学生在观剧后更深入地了解该音乐剧内容

和排练流程。第三，在课程结束后为学员

开展showcase，且地点安排在伦敦西区的
女王陛下剧院，能使学生一周的音乐剧学

习成果得到展现。

2.课程节奏紧凑，教学体系完整
课程以一星期为周期，课程节奏较

为紧凑，且课程内容具有连贯性。WES
已是办学近15年的暑期学校，对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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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剧假期培训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其将课

前、课上、课后三个环节连接起来，充

分发挥每一个环节的作用。课余活动也

与专业学习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周六晚

上的迪斯科之夜，播放的歌曲几乎都为

唱跳类音乐剧歌曲，学生可以在舞会中

边唱边跳，熟知每一首音乐剧歌曲的演

唱与舞蹈，在学中玩、在玩中学。

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感性认知，培
养学生的创造力与责任感

WES的歌曲或者和声学习方法都是
通过模唱的形式进行的。这样可提高学

生自身对音乐的感性认知，加深对音乐

与和声的熟悉。发展学生的乐感、乐句

感与节奏感，先从感性方面入手，可以

进一步提升学生对音乐的好感度。

其次，WES的戏剧学习中，教师要
求学生通过想象去演绎一个角色，为自

己的角色做一个阐释，教师再对学生所

表演出来的效果进行调整，释放他们的

想象力，让他们学会通过戏剧表达自身

的情感。这有助于促进师生之间互相了

解，能够对课堂进行及时的反馈，达到

非语言符号运用中促进师生情感交流与

有效调控课堂的功能。

4.音乐剧学习氛围浓郁，充分体现
了环境对教育的影响作用

如今国内外音乐剧学习的差距在于

学习氛围。我国学生在学习音乐剧的过

程中，最大的问题是 “放不开”，笔者

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亚欧文化之间的差

异。亚洲人普遍为内敛、羞涩的性格，

而欧洲学生天生性格活跃，人与人之间

的互动更加密切且开放，有助于戏剧课

程的传授。

（二）课程局限性

1.人数较多，学生之间能力差异较
大，缺乏对学生的客观评价

WES属于暑期学校，进行音乐剧课
外培训，因此培训人数较多。除了戏剧

课教师进行角色分配后会有一定时间对

每一位学生的表演进行点评及调整以

外，演唱与舞蹈课程都是集体课程，教

师对每一位学生的了解都不是特别深入

（个别突出学生除外），这导致学生之间

的能力差异会随着课程的进行越来越

大。

另一方面，教师对于学生的客观评

价也非常重要。在欧美一带，“太棒了”

“真不错”是大家的口头禅，但却缺少

了实际的客观评价。教师适当的鼓舞可

以提高学生对学业的积极性，但在对学

生进行鼓励时，也应当适当告诉学生哪

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让学生可以

更加明确地对学习进行规划。

2.过于注重感性认知，忽略了对音
乐的理性学习

音乐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在进行

感性认知教学的同时，应适当注入音乐剧

的相关知识 （如该剧的创作背景或音乐剧

的历史发展），又或者是在进行模唱教学

后，分发五线谱或者简谱进行歌曲的深入

教学，以提高学生对音乐的理性学习能

力。

3.课余时间较多，音乐剧专业课程
时间不足

前文提到，WES在课余时间会安排
学生参与各种活动，但几乎一半的时间

都用于课时以外的活动，并不利于专业

课程的学习。适当增加专业课程的时

间，使课程设置更加丰富完整，才更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

三、音乐剧教学在音乐教育专业的

运用

从幼儿园到各类高校，对于音乐教

师来说，表演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

面，WES的音乐剧教学可运用于音乐教
育专业的学生身上，提高其表现力与灵

活自由度。

（一）运用儿歌进行练声

在奥尔夫体系与达尔克洛兹的音乐

教育体系中，儿歌与民歌发挥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因此，音乐的教学大多从学

生熟悉的儿童歌曲、民族歌曲入手进行

分析与教学。在训练学生的过程中使用

儿歌甚至是民歌来练声，有助于学生熟

悉歌曲，将儿歌唱得好、演得好，并能

有效地将儿歌表演运用在教学当中。其

次，将儿歌演唱延伸至体态律动及卡农

接龙，是在熟练演唱儿歌的基础上更深

层次的进展，再适当地加入声势的运

用，将音乐与视觉、动觉相结合，扩大

听觉的刺激程度，能改变学生 “肢体协

调能力差、表现力不强、即性反应不

快”的弊处，使其能更好地在课堂中发

挥带领作用。

（二）平衡感性与理性的学习

相比于 WES的音乐学习，我国学
生的音乐学习更加偏向于理性学习———

读谱。国内学生，特别是音乐专业的学

生较依赖五线谱与简谱学习，导致在模

唱的时候往往跟不上教师的节奏，在视

唱时缺乏乐句感、节奏感。因此，大量

的模唱教学显得至关重要。模唱可以增

强学生的音乐记忆能力，在读唱视唱乐

谱时也能让学生的身体动起来，增强乐

感，提高音乐情感表达能力与表现能

力，为以后进入学校课堂教学奠定基

础。

（三）即兴表演，创造角色

即兴创编对于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

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上集体课时，

教师定一个表演主题 “电影票”，给10
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角色、剧情的讨

论，根据这个主题进行即兴表演。无台

本、无排练，让学生现场随机发挥，能

够锻炼他们的随机应变能力，培养他们

自然得体的肢体协调能力与言行举止，

使他们学会表达与表演。音乐也是一门

语言，无论是演唱还是演奏，都是为了

抒发内心情感，而戏剧可以通过将音乐

与戏剧表演相结合，更加生动地表现音

乐语言。

（四）增加形体排练课程

作为以后要进入教学领域的音乐教

育工作者，对于节目的排演、肢体的表

达需要达到一定的要求。形体课程的设

置不需要很难，但是最基本的要求是要

让学生学会，这对于提高音乐教师的综

合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实习编辑　吴沚洋　责任编辑　陈春阳

05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