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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戏曲表演专业（越剧表演方向）

教学设计样例

越剧剧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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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越剧剧目

章节题目 越剧剧目《情探·行路》步法技巧：垫步的运用

授课对象
16 级、17 级越剧表演

“现代学徒制班”学生（高职一年级）
（高职一年级）

教学课时 2 课时

授课地点 2101 实训教室 授课类型 理论+实训

教学内容
教材分析

教学内容：
①“垫步”的技巧要领；
②“垫步”在剧目中的技巧组合。

教材分析：
①依据剧目《情探·行路》的整体教学设计，教研组特别编写活页式教材，以省级精品

课程为蓝本，范例根据专业教师、行业专家、教研人员共同参与的规范程式选用。本教材
创新性地重构了身段基本功的学习内容，将“手、眼、身、法、步”的基训要素结合剧目
需要变化形式、提升难度，力求让技术技巧服务于人物塑造，内容更加细致，针对性强，
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较高的训练价值。

②中国戏曲学院编《戏曲表演身段基本功教材》（中国戏剧出版社）、《戏曲旦行身
段功》（中国戏剧出版社）作为本课程的补充教材。

学情分析

①通过前期的元素训练、技巧训练课程，已基本掌握舞台步法技巧中的圆场、慢步，
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

②上下身身体控制力、步法速度方面尚未达到技巧要领的要求；
③在“垫步”方面的艺术表现力不够，尚不足以满足剧目表演需要，需进一步提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熟知“垫步”的相关要领（立脚尖、步法小、频率快、腰部控制）。

能力目标：
“垫步”技巧组合在剧目中运用的能力。

思政目标：

树立“以勤精艺，以艺修为”的学艺精神。

教学重点
身体的控制和步法、步速结合的掌握；
人物情境与技巧运用的融合

教学难点 “垫步”运用与人物情感和情境的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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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手
段及教学

资源

信息化手段：
①云班课、班小二、钉钉、微信等教学和即时通讯 APP 实现预习、复习及课后作业

评价等情况反馈；
②通过多媒体课件、希沃授课助手实现现场投屏教学，可实现重点动作的放大、回放，

有助于针对性改进提升；
③引导学生使用哔哩哔哩、东方大戏院、戏缘等 APP 实现自主学习。

主要教学资源：
①各剧种同类剧目中步法视频资料；
②傅派宗师傅全香及优秀傅派传人《情探·行路》视频、音频资料；
③东方大剧院、戏缘 APP、喜马拉雅 FM、哔哩哔哩等戏曲资源库。

教学方法 ①自主探究学习法；②趣味游戏教学法；③言传身教教学法。

教学策略

为适应高职“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结合“现代学徒制班”的具体特
点，遵照“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理念，通过自主探究学习、趣味游戏、言传身教
等教学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展开以下三个阶段的课程教学：
第一阶段：课前“习”，锻炼学生自主自学能力；
第二阶段：课中“评”、“探”、“训”“教”“练”，解决重难点；
第三阶段：课后“拓”，巩固课堂知识。

教学全过程综合评价，老师点评或学生互评，开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优化教学效
果。将课程思政引入课堂，并贯穿于教学整个环节（课前、课中、课后）。通过课堂穿插
讲解与线上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演员的综合素养和舞台表演的综合能力。

教学设计

本堂课具体教学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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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预习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程思政

①发布：上传剧目《情
探·行路》相关视频；
②查收：查看学生的学
习情况。

①观看视频，初步了解
剧目《情探·行路》剧情
和人物；
②认知：提前了解和认
识台步类型及要领。

课 程 学 习 内 容 提 前 发
布，让学生对所要学习
的剧目剧情、台步要领
提前认知，锻炼学生的
自学能力。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二）课中实施

环节一：自主探究（10 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程思政

①播放戏曲中带“垫步”
的视频资料；
②引导学生进行台步的
自主探究，并提出问题。

①观看视频、分析步法
特色及运用；
②讨论：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问题讨论，并回答
教师问题。

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能
力，尝试探索台步的内
在含义、人物特征，找
到人物特定情境。

培养学生学思结合、知
行合一。

环节二：言传身教（30 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程思政

①回顾并讲述“垫步”
技术要领；
②以身示范；
③训练：借助道具（书
本、手绢）进行辅助训
练。

①专心听讲，认真笔记；
②观看老师示范；

强化并练习教学重点：
通过言传身教示范讲解
和 道 具 辅 助 训 练 掌 握
“垫步”技术要领。

培养学生力学不倦、勤
思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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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三： 情境训练（10 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程思政

①引导：带动学生情绪，
将其带入规定情境；
②挖掘内心情感并加以
肢体开发；
③启发学生用心感受人
物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
情绪。

①体验：聆听音乐，跟
随老师的引导进入规定
情境，加深内心体验；
②训练：结合内心体验，
变化步法，体验如何运
用步法塑造特定人物。

初步解决教学难点：
通过音乐的渲染、语言
描述，有目的地引入或
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
情境，快速地让学生进
入规定情境，为塑造人
物挖掘更多的表演可能
性。

陶冶情操、进化情感；
培养艺术感受力，增强
艺术创造力。

环节四：实操练习（30 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程思政

①组织实操练习，从量
的增加到质的改变。

①参与实操训练；
②互评：通过投屏，查
找问题，互相点评。 解决教学重点和难点：

通过实操训练，进一步
巩固、提升“垫步”技
术要领，使得“垫步”
技巧组合达到流畅自如
的要求。

培养学生勤学苦练、精
益求精的学艺精神。

环节五：课堂总结（10 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程思政

①答疑：解决学生课堂
问题；
②总结本课内容要点；
③讲述：分享老一辈艺
术家学艺精神；
④云班课布置作业。

①提问：提出自身遇到
的问题，多思多问；
②聆听课程要点及老一
辈艺术家学艺精神。

引导学生热爱艺术，忠
于艺术的信念，以活到
老学到老为座右铭，养
成勤学苦练的好习惯。

体 悟 老 艺 术 家 以 勤 精
艺，以艺修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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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拓展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程思政

①评价：对云班课学生
作业进行打分和评价；
②反馈：根据学生的练
习，及时通过微信或云
班课反馈学生步法存在
的问题。

①拍摄上传：完成课后
练习，拍摄视频录制，
上传云班课。
②互评：完成学生互评。

衔接课堂教学内容，巩
固教学成果。

培养学生自律学习的

能力。

教学评价及效果

根据戏曲表演的学习情况，结合剧目考核标准，综合考核学生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情况，采用过
程性考核、结果性考核和评价性考核（教师评价、生生互评）相结合，线上平台数据和线下课堂记录相
结合的多元化考评机制，进行全过程平台和人工数据采集，得出学生最后成绩。

平台数据及教师记录表（平时成绩）显示，学生熟知“垫步”的相关要领（立脚尖、步法小、频率
快、腰部控制），达到知识目标；
学生通过课前自学、课堂教学、课后拓展，学习掌握“垫步”的技巧达到步伐飘逸，连绵轻盈的要
求；“垫步”运用与《情探·行路》人物情感和情境的贴合，达到能力目标；
学生通过聆听教师讲解、课堂实训及课后拓展学习，树立“练好功、演好戏、走正路”的精神；学
习老艺术家以勤精艺，以艺修为的精神达到思政目标。

课前自学（20%） 课堂实训（60%） 课后拓展（20%）

教学效果

①通过言传身教教学法，培养学生学思多问、虚心求教、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学艺
精神。

②将课程思政贯穿融入整个课堂，让同学们体悟老艺术家以勤精艺，以艺修为的精神。
③通过对传统戏曲的学习，学艺学德，发扬团队一颗菜精神，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新戏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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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创新

课程特色：

在比较视野下摄取多剧种步法特色，进而强化越剧步法技巧特点，以技术服务于剧目

综合表演

方法创新：

1 积极引入信息化手段，充分应用实时投屏技术快速准确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
问题，实现教学的高效性；

2 以游戏营造情境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反思改进

教学反思：
情境训练的感受性和知识性平衡度有待提高。

力求改进：
本课时利用情境训练解决台步技巧与人物情境的融合的问题，增加了课程内容学习的

趣味性，但也出现个别学生只关注趣味性，忽略了技能掌握的问题；今后的教学中需进一
步优化课堂，做好将趣味与技能有机融合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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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流程说明

越剧剧目《情探·行路》步法训练

一、教学背景

越剧剧目《情探·行路》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派经典剧目之一，该

剧塑造了传统戏曲舞台上极具特色的女性形象，是戏曲剧目中为数不多的一个高

度融合与凝练了戏曲艺术的虚拟性、程式性、综合性等艺术特色的典型范例。该

形象的表现特点之一是多种舞台步法的综合运用，是戏曲表演专业旦角行当学生

的必学剧目。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戏曲表演专业高职一年级学生，在前期的元素训练、技

巧训练中，学生已基本掌握舞台步法技巧中的圆场、慢步等，具备一定的步法知

识基础与自主学习能力，但是在实践中上下身身体控制力、步法速度方面尚未达

到技巧要领的要求，因此如何进一步规范动作，并将学习的基本步法综合运用到

剧目中是本节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学生通过课堂上的

多次调整修正来固化标准动作，并在课后持之以恒地加以练习。引导学生认识到

戏曲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中国美学独有的细致幽微、传神写意

之美，要想达到这一美学要求需要勤学苦练，精益求精。

二、教学立意

在戏曲表演中，台步是“百功之祖”，常言道“上台先看一步走”，台步训

练是塑造戏曲演员舞台气质、奠定戏曲舞台表演基础的重要途径。但是台步的训

练内容单一，体能消耗大，需要长期不间断地刻苦练习才能内化为演员的“功底”，

运用到人物塑造中来实现理想的舞台效果。

教师说明台步训练重要性时可引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少时学

艺苦练跷功的事迹，突出其在细微之处下功夫精益求精的品质。为鼓励学生坚持

台步训练，教师可带领学生回忆学期初参观盖叫天故居时看到的盖叫天塑像，重

温盖叫天先生“虽断臂折腿而练功不辍”的事迹，引导学生树立一生热爱艺术，

忠于艺术的信念，以“活到老学到老”为座右铭，弘扬老一辈艺术家们以勤精艺，

以毅修为的精神品质。



第 9 页 共 10 页

三、教学实施设计

1.观看视频，小组讨论

问题 1：这几位演员的步法有什么特征？

问题 2：说一说她们在走台步时的内心情感？并提取人物特征的关键词。

视频资料：京剧《活捉三郎》；京剧《小上坟》；越剧《情探·行路》

引导学生独立概括，教师总结得出结论：步伐小、步速快；内心忧愁有一些

愤怒；行走时轻盈，飘逸。

2.亲身示范，讲解要领：眼睛平视、腰部立稳、两腿并拢、膝盖放松、脚腕

用力、步伐小、步速快。

3.辅助练习

借助道具练习，引导学生找到方法，掌握动作规范

①请同学们把手绢放在膝盖，夹紧，力求手绢不掉落。训练学生双腿力量及

步伐细碎稳定。

②请同学们头顶一本书练习走圆场，力求书本稳定不掉落。训练学生上半身

平稳。

4.情境训练

敫桂英是一个善良、美丽行走中的女鬼，在台步训练时通过情境游戏方法来

捕捉“鬼”的特征，走出飘逸的感觉。跟随指令和引导来完成动作，并且进入到

人物情境。

请同学们各自散开，蹲下(放音乐)闭上眼睛，全身放松，闭上眼睛，感受音

乐，进入人物情境，你，就是敫桂英，慢慢睁开眼睛，不知你此时身在何处，慢

慢起身，越慢越好，慢慢的小步走，上身不动，小河边，森林里，来到了悬崖上，

停住，慢慢转身，开始寻找，较快速度，切入步法，使用垫步，继续寻找----

5.投屏解析

运用数字投屏技术，在屏幕上观看刚刚训练时学生的放大慢动作，使学生能直

观地看到自己的形体动作，教师带领学生依次寻找各自的表演问题，如个别学生

步伐大、膝盖没有并拢、速度加快时身体摇晃稳定性不足等，并针对性地给出改

进意见。

6.树立信念

讲述梅兰芳先生学艺练功的故事，引导学生在专业上锤炼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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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刚开始学习京剧时并不顺利，但梅兰芳并

不甘心，在练习跷功时，脚踩高跷站在砖头上，要站一炷香的时间；开始时，他

站立的脚都肿了，但他还每天坚持，正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毅力，梅兰芳从小打下

了扎实的功底，后来终于成为一名蜚声海内外的京剧艺术大师。

讲述盖叫天先生勤奋练功的事迹，鼓励学生学习宗师的精神品质，继承本专

业的优良传统。

盖叫天先生是南派京剧武生宗师，被誉为“江南活武松”。六十多年前他在

我们学校任教，是我校戏曲表演专业最早的专业教师之一。盖叫天老师一生中三

次断腿、一次断臂，但对于练功始终不曾松懈，日复一日勤加练习，田汉先生写

诗称赞盖叫天:"断肢折臂寻常事，练出张家百八枪。"以勤精艺是盖叫天老师为

我们树立的光辉典范，也是我们浙艺戏曲表演专业的优良传统。

7.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鼓励同学们秉承老一辈艺术家们以勤精艺，以艺修为的精神，也请同学给自

己设定一个小目标，通过持之以恒的练习来掌握技术要领。注意人物、情境与技

巧的结合，三者一定是缺一不可。课后练习视频每日以“云班课”上传到班级群。

四、教学实施效果

1.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深入感知戏曲之美，使学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树立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2.运用辅助练习、情境训练的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和规范，有助于学

生养成细心观察、多思多问、虚心求教的学习习惯。运用数字化教学设备辅助教

学，有效提高了教学效率，优化了教学效果。

3.引入戏曲表演艺术家的光辉事迹，让同学们体悟到老艺术家从艺初心，深

受鼓舞，锤炼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育了以勤精艺，以艺修为的学习品质。

五、教学效果评价

本节课创新性地利用情境训练解决台步技巧与人物情境融合的问题，增加了

课程内容学习的趣味性；运用投屏技术辅助教学，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动作要

领，改进自身不足。师生良性互动取得较好的效果，在技能传授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传递戏曲之美，增强文化自信；通过分享艺术家的事迹润物无声地鼓励学生弘

扬优良传统，锻造高尚品格。

http://www.so.com/s?q=%E6%AF%85%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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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com/s?q=%E4%BA%AC%E5%89%A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