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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课堂做辅助，非常时期成学科建设“思考期”

戏曲表演、台词课、基训课大受欢迎，上海戏剧学院“网课实验”主动转型大胆探索
每周一下午1点半，上戏表演系大一

的“表演基础训练课”正式开始。 授课老

师、 来自克罗地亚的苏珊娜教授已经早

早地起床，在网线的那头等待着学生们，

准备一起研读莫里哀《无病呻吟》。

同时，在“智慧树”平台上，上海戏剧

学院戏曲学院赵群教授全新打造的 《中

国戏曲程式》已成为学生中的网红课目，

因为有知名京剧演员傅希如友情出镜，

让学生们大饱眼福， 更有不少京剧粉丝

也慕名来“蹭课”，收获无数点赞。

上海戏剧学院全面推行“空中课堂”

已一周多。对一个平时训练课、实践课占

九成以上的专业戏剧院校而言， 转向网

络授课，几乎是一次完全陌生的尝试，但

基层教师们纷纷迎难而上， 主动转型。

“我们不仅要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在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方面，也

要努力走在前面。”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

昌勇说。

虚拟课堂做教学辅助，师生
共同思考这一“学习的革命”

传统艺术类学科面对技术进步，能

否做出回应？ 也是这次“网课实验”带来

的新思考。

“‘文字+PPT+音频’的方式，不足以

完全传达戏曲教学的精要， 学生也容易

散神。 ”赵群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线上

教学的“死板”，让课程变得更加活泼有

趣，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受。 《中国戏曲

程式》 是她全新打造的一门网络精品课

程，课程总长11小时，包括上百道弹幕式

习题，让学生边看边练。她的先生是上海

京剧院余派老生傅希如。 这次因为疫情

“宅” 在家， 赵群索性把丈夫也拉过来帮

忙，在《中国戏曲程式》这门课中担任客串

教师，专讲生行艺术。 赵群还邀请了“男

旦” 牟元笛一起授课，“男性如何演女角，

也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这门课在走向慕

课、超星平台后，将作为通识课普及大众，

希望专业和非专业都能从中受益。 ”

非常时期是学科建设的思考期。 上

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副教授张敬平就意识到， 恢复正常教学

后，多款在线会议课程，仍可作为有效的

教学辅助工具。 例如Zoom可自动录制并

生成线上课堂的视频， 方便学生课后巩

固学习， 教师也可以将其作为剪辑素材

使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充分利用在

线教育技术， 以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平稳融入 “互联网+课程”，对

全校师生而言，这次“学习的革命”无疑

是可以被保留的财富。

表演系也已经将“网络名家课”提上

日程，在不久的将来，濮存昕、徐峥等活

跃在一线的知名演员将直接开麦与学生

互动， 未来将成为学校长期固定的虚拟

课堂。

补上文化课短板，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

表演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表演的内容是感知对手和情景。无法“在

现场”，表演类教学的精髓，能否通过新

媒体平台和网络技术工具， 达到有效的

学习效果？ 这是此次网课需要解决的最

关键的问题。

表演系大四学生王川一开始是怀疑

的。 “不能真听、真看、真感受”，他很担

忧，两部毕业大戏《都是我的儿子》《巴尔

干妇女》能否如期上演。结果开课后王川

发现，在熟练掌握新媒体工具后，大家围

读剧本、对台词丝毫不受影响，反而比以

前更专注了，“照以往4月份我们就结束

案头工作开始排练， 但今年留给我们更

多自我思考、自我充电的时间，把剧本、

人物读得更透一些。 ”

在保证形体课、舞蹈课、台词课、鉴

赏课等基础课程不缺席之外， 表演系的

课表上还有不少空白处。“我们把这些时

间交到学生自己手里，”上戏表演系主任

何雁说，“学生们能做、 该做的事情太多

了。 给他们时间看看能否找到适合自己

的个性化的表演；或者静下来思考一下，

感受生活的火热与生命的饱满。 ”“不爱

读书，缺乏思考，一直是我们艺术类院校

学生的短板。 ”何雁直言不讳，趁此机会

补上训练课之外的技能与本领， 发挥文

化课的影响力， 也是一次契机。 记者看

到， 表演系结合每个班的实际情况有着

不同的书单。这学期的书单特别长，不仅

有《演技六讲：创造角色的灵魂》《二十世

纪戏剧大师表演方法系列丛书》《回到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表演专业书籍，还有

《美的历程》《金枝》《伟大作品的隐秘结

构》等人文社科读物。

上戏戏剧文学系也开展了“三读”活

动———要求学生读书、读剧本、读世。 所

谓“读世”，就是关心时事，关注热点，关

怀社会与人类。 来自重点地区的表演系

大三学生李佳馨身处抗疫的 “暴风眼”

中，每日在家隔离。 网课开始后，她的生

活也变得充实起来。 此次疫情让她对人

生、对社会、对身边人有了更丰富、敏锐

的感受，“学表演， 本来就应该做一个有心

人，去关心时代，去感受当下。 ”令老师们惊

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生有了主动学习的意

识和能力。 “我们主动录制声乐演唱视频发

给老师，平时在课堂教学中可能会忽略的问

题，一下子就被捕捉到了。 ”音乐剧表演专业

大三学生郭佳轩和他的同学们，用网络为自

己争取到了更多“一对一”教学的机会。

“云上的日子”里，艺术家和剧场管理者在想什么
各剧院与艺术家积极探索云端文艺服务，在线演出、直播课堂方兴未艾，也触发演艺行业新思考———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上海各大

剧场闭门谢客已一个多月。 但音乐家和

剧场工作者们线上服务不停摆。 剧院推

出一场场“云音乐会”“云讲座”等活动，

不少青年音乐家主动出击， 探索直播或

在线授课模式， 坚持为乐迷带来高质量

的艺术陪伴。

虽然从线下转战线上，但“云上的日

子”让艺术家、演出商、观众间的交流变得

前所未有的活跃。民众对于线上文化艺术

消费的不少全新需求，也触发了从业者的

思考：剧场推出线上节目，能否吸引更多

人在疫情结束之后走进剧场？剧场如何通

过线上运营模式，进一步深化自身品牌形

象？线上文化艺术活动是否改变了音乐家

和听众的关系，并对线下演出造成一定冲

击？ 记者在采访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总

经理方靓、近期尝试线上直播的钢琴家宋

思衡、 享誉国际的著名大提琴家王健时，

请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聊聊线上模式对演

艺行业发展的最新思考。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
艺术家纷纷出击自媒

体， 剧场也需形成线上原
创资源库

上海音乐厅原计划在今年4月底完

成验收工作，5月重新开门迎客。 然而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音乐厅无法如期

结束修缮并重新开张。眼下，剧场一方面

正在解决复工所面临的困难， 尽早开启

修缮复工； 另一方面不断强化从修缮以

来，就采取的创新演艺措施，既为之后的

开业做准备， 也在面临疫情考验时催生

出更多新思考。

长时间的线下演出“空档期”，让音

乐厅明白应当持久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 兼顾引进名家名团和扶持本土委约

制作。 从探索线上运营模式到强化原创

内容生产， 不仅提供相当数量的内容储

备， 以满足宅家的人们对艺术欣赏的需

要，也在深化剧场品牌形象，从而获得更

大的影响力。

如何让暂时关门的剧场不被观众遗

忘？ 从去年3月修缮起至今，上海音乐厅

的“云音乐厅”始终在线陪伴市民。 其中

“音乐午茶”线上版、讲座回顾等内容，把

已有公益艺术教育品牌搬到网络上。VR

游览音乐厅栏目让更多观众足不出户，

感受这座海派艺术地标的建筑之美 。

mini音乐节宅宅版则是“云音乐厅”在疫

情期间新推出的板块， 精选音乐厅精彩

现场片段，并邀请艺术家进行线上互动。

如果说“云音乐厅”在留住已有乐迷

基础上开拓更多观众群， 那么打磨自制

原创作品， 则让剧场在暂时关门之际也

有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信心。去年，上

海音乐厅管理有限公司制作出品的音乐

剧 《繁花尽落的青春 》、音乐舞蹈剧 《水

腔》分别赴韩国、法国等地展演，获得海

外媒体好评。近年来，音乐厅不满足于只

做文化“码头”，推出跨界项目“乐无穷”、

试水音乐剧，都是为了从“源头”上发挥

创意生产内容，拓展剧场品牌的影响力。

疫情为剧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眼

下， 有很多艺术工作者在网络平台直播

演出或进行导赏。过去的艺术家，往往把

传播视为宣传或市场部门的工作。 如今

有更多艺术家都在身体力行， 通过自己

把艺术内容传播到更广之处。 艺术家纷

纷出击自媒体，这对剧场给予很大启示。

传统剧场节目部负责找节目， 公关部负

责宣传，而到了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剧

场平台上的内容生产和宣发也将打破壁

垒。 这需要剧场工作者具有更全面的综

合能力。 比如节目部员工不能只以线下

思维和艺术家或经纪公司洽谈业务，相

反也需要考虑未来如何进行线上推

广， 让演出通过剧场平台成为留得下

的经典。

方靓认为， 一座真正的国际知名

演艺之都， 需要城市中的剧场具有与

之相符的影响力。 上海音乐厅对标的

伦敦魏格摩尔音乐厅， 是一座主要上

演独奏和室内乐的小型音乐厅， 在全

球古典乐界闻名遐迩。 魏格摩尔音乐

厅近年来力推英国青年音乐新秀， 并

将厅内上演的作品积累成自己的厂牌

内容， 通过官网以及各种社交媒体、

视频平台推广给更多观众。 此外， 巴

黎爱乐大厅、 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

厅等其他世界知名剧场， 也都依靠互

联网拓展剧场平台、 深化品牌形象。

包括上海音乐厅在内的沪上剧场， 还

需要对标世界一流剧场进行更多探索

和学习。

剧场如何更好地在线上推广本土

艺术家和院团，同样需要不断探索。不

久前播出的2020年B站春晚中， 包括

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在内的一些中国本

土音乐家火了。 而B站的主要受众是

青少年， 也是剧场想要的 “未来的观

众”。最近上海有不少音乐家活跃在线

上并吸引了不少粉丝。 也许未来这些

音乐家举行线下音乐会时， 会吸引手

机、电脑屏幕前的观众前来剧场观演。

青年钢琴家宋思衡
直播拉近了音乐家和

观众的心， 让高雅艺术普
及更接地气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宋思衡在直

播平台尝试了多次线上直播。如果说非常

时期的音乐“云”陪伴，为宅家的粉丝带

来一些心灵的慰藉， 那么从更长远的角

度而言， 直播拉近了音乐家和乐迷的关

系，让高雅艺术的普及变得更接地气。

在剧场或音乐厅里， 观众看到的是

台上正襟危坐的音乐家， 他们无法得知

表演者在演奏时的心理感受。通过直播，

观众可以近距离地了解演奏家对音乐的

感受和见解，再回过头去聆听演奏，也许

会对伟大的作品产生更深入的理解。“我

很喜欢看弹幕”，宋思衡说，线下的导赏

活动固然也可以让观众知道艺术家的想

法，不过直播过程中的弹幕留言里，很多

粉丝分享各自鲜活的感受， 反过来让他

感到非常温暖， 从中获得双向交流的乐

趣。直播结束以后，还会有很多粉丝通过

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各种反馈， 与艺术

家建立起更具有延伸性的互动关系。

宋思衡告诉记者，这段日子以来，他

对直播内容和方式进行了多次调整。 起

初直播时，纯粹就是和粉丝聊聊天，并且

加上一些练琴的过程。 结束后很多粉丝

反馈，希望有更多互动。到了第二期加入

了“你点我弹”环节，弹奏部分粉丝指定

的曲目，并且首次尝试线上音乐会，演奏

了肖邦24首前奏曲。

在演奏音乐前与后，都有与观众交流

的环节。 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在直播时

除了简单互动和演奏作品以外，还可以尝

试更多能启迪大众的内容。例如系统性地

介绍一些音乐家的生平和作品， 帮助大

家更好地观察、感受和理解这个世界。疫

情当前， 屏幕前的人们或许能从先贤的

音乐与人生中获得力量与勇气。于是，艺

术家通过分析贝多芬早期作品钢琴奏鸣

曲《悲怆》，结合贝多芬一生中的早期经

历，阐述他如何从一个普通人逐渐“扼住

命运的咽喉”。 这期穿插了讲解与弹奏、

“你点我弹”和互动环节的直播获得不俗

反响，累计观看量突破了200万人次。

而要完成一场高质量的直播，对硬件

和技术要求也不少。宋思衡就碰到过不少

小尴尬， 比如缺少直播架播出的横屏画

面，让一些更青睐竖屏观赏的观众觉得不

习惯； 直播到一半时手机没电导致断线，

原本一期内容最后分成了两期播出。事实

上，想要顺利完成一次能得到大众认可的

直播，非常耗费心力。 相比聆听线下音乐

会的观众，线上的网友受众群更广，他们

拥有不同的诉求，考验着艺术家如何掌握

平衡雅俗的尺度。 “当直播者看到观众弹

幕留言提出稀奇古怪的要求时，还得有强

大的随机应变能力。 ”他笑着说。

国际大提琴家王健
线上文化艺术活动火

爆， 更能催生对现场演出
的期待

今年以来，身边有越来越多朋友，都

尝试开设线上音乐课程。 王健觉得，“宅

家的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有更多需

要， 而音乐家们通过科技手段让非常时

期的艺术不断线，是很有意义的。但他坚

信，无论是在线音乐授课还是在线演奏，

都无法完全取代实体课程或现场音乐

会，“线上文化艺术活动火爆， 反过来更

加催生对现场演出的期待”。

在欧美地区， 多年前已有一部分音

乐老师喜欢通过网络平台授课， 不过这

并非普遍现象。 目前主要的授课方式依

然以面对面为主， 因为学习乐器的过程

需要手把手指导， 视频授课无法做到这

一点。尤其对于古典音乐这门艺术，线上

音乐会和现场音乐会有着非常显著的差

别。“我曾经担任一些国际音乐大赛的评

委， 我和其他评审在现场聆听一些选手

的演奏， 会和通过视频观看比赛进程的

观众产生分歧。 比如观看视频的观众所

喜欢的选手， 往往并非是我们评委在现

场最青睐的那一位。 可回头再看视频就

会发现， 现场表演得并不那么优秀的这

位选手，在视频里的确相当出色。但我仍

然相信， 一位音乐家在现场演奏时努力

创造出的音响，才最令人感到震撼。 ”

王健认为， 古典音乐依然是一门属

于现场的表演艺术。 如今已经有了很多

唱片，几乎所有著名曲目，都可以很容易

地找到各种优秀的历史版本。即便如此，

时至今日还是有广大的乐迷愿意去现场

聆听音乐会。可以说，线上直播音乐会就

和唱片一样， 无法替代现场音乐会所具

有的魅力。

“人类正处于历史长河中，科技发展

最突飞猛进的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在网

络上，观赏全世界所有的名胜古迹。如果

愿意花一些时间， 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就

能‘环游世界’，可真正热爱这些地方的

人， 还是愿意用自己的双眼去实地观赏

这些美景。 ”所以他坚信，观演者在现场

感受到的音乐家演奏所带来的情绪张

力，是目前任何科技都无法替代的。 “云

上的日子” 里，“让艺术家和观众积蓄着

期待和热情， 而人们终将需要从真正的

现场当中，获得最原始和最直接的艺术

审美感受。 ”

上海戏剧

学院戏曲学院

慕课 《中国戏

曲程式》截屏。

（上海戏剧
学院供图）

上海音乐厅在线下演出 “空档期” 探索线上运营模式， 强化原创内容生产。 （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供图）

▲大提琴家王健和女儿居家照。

荩钢琴家宋思衡在网络平台直播

的海报。 （均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姜方

京昆“开麦”直播，短视频战疫后再谱“破阵曲”

三两分钟的小视频不过瘾， 上海

戏曲人近日纷纷开启一两个小时的直

播。 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团分别在学

雷锋日、 三八妇女节展开两场主题直

播。上海越剧院已经将直播纳入越剧童

谣云课堂的教学模块；上海评弹团也进

行小范围直播试水。更多长期直播规划

已经展开：上海淮剧团计划于今天开启

每周教学计划；而更早一点，昆曲演员

张军已经坚持每晚直播近一个月。

疫情发生以来， 文艺人积极开辟

云端第二战场，利用新媒体产品“排兵

布阵”，推出“云创作”“云练功”“云排

练”“云课堂”等一批产品，直播尝试，

无疑是为云端战“疫”再添新版图。 而

接下来，如何打通产品间的壁垒，通过

长期内容经营巩固新积累的网络用

户，将是戏曲人面临的下一个课题。

唱念做打舞之外，还有
许多冷知识

第一次“开麦”直播，京昆两家院

团都很谨慎。 为期一周的策划和提前

一天的实地彩排， 都为了确保直播能

够浓缩戏曲艺术最精华的部分一股脑

地呈现。 最终由京剧院青年麒派演员

鲁肃和青年导演俞鳗文担当主播，带

领观众开启一场“云游”。

上海京剧传习馆里， 首任上京院

长周信芳的珍贵历史资料图片每一幅

每一段都值得细品。“京剧界福原爱”、

花旦演员杨扬等一众行当代表人物轮

番开启“在线教学”。而在上海昆剧团，

迎接观众的是一场青年戏曲人完成的行

当快闪秀，抖音神曲《红红的萨日朗》也

在笛师鼓师的巧妙演绎下与昆曲曲牌无

缝衔接。

美不胜收的身段唱腔之外， 戏曲幕

后“冷知识”也借直播边走边逛的“云游”

浮出水面。

步入化妆间， 青年武生演员鲁荐忠

的大圣脸勾了一半。悟空戏流派众多，每

个流派脸谱也有不同。鲁荐忠介绍，这一

次勾的就是“南派猴”其中张翼鹏先生的

大圣脸勾法。 而脸谱不仅流派之间有差

别。同一部戏不同阶段，脸谱细节也有变

化。 他眼眶四周几道勾金就很有讲究，

“从太上老君炼丹炉里出来之后才能勾，

寓意孙悟空有了火眼金睛。 ”

京剧普及脸谱知识， 昆剧就解密二

锅头的妙用。后台常备一瓶红星二锅头，

为的不是演职人员庆功时豪饮， 而是为

了养护精美戏服。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

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亲自揭秘，原

来，戏服上的精美刺绣经不起水洗，酒精

处理可令衣服历久弥新。放下戏服，再举

起一顶凤冠，依然有“隐藏工艺”，原来上

面的珍珠竟然是乒乓球做的。

从短视频到直播 ， 持续
“高能”将是破题关键

对于“开麦”，很多院团是有顾虑的。

不少院团的直播平台账号刚开设不久、粉

丝积累不够多、 前期宣传范围不够广，直

播时会不会没有观众？ 对于这样的顾虑，

俞鳗文就在直播中直言不讳。 而经历过

“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多” 的中生代谷好

好不惧新挑战，“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

确实， 不管是上世纪90年代的戏曲

寒冰期，还是眼下面对00后、10后的网生

代传播语境，观众积累不是一蹴而就。首

场直播， 上京收获3.8万人次在线观看，

上昆获得2.6万音浪，均冲上各自直播平

台的小时榜。这不仅让戏曲人欣慰，也让

平台方感到惊喜。 看似不经意的“云游”

背后 ， 不仅是对主播与观众互动的考

验，更是每个“站点”节目内容的精心安

排和衔接，这才能“移步换景”。

如果说此前随手就能拍的数十秒“云

练功”短视频，一个跟头、一笔脸谱勾画就

有可能触发点赞转发，那么到了动辄一两

个小时的直播，其面临的绝不只是时间的

扩容。 围观人数实时在变化，就是衡量推

送内容的晴雨表。网络观众对于内容持续

“高能”的需求，对于慢热型的传统文化将

是需要进一步破题的关键。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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