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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环境带给戏剧表演的改变
科技的不断进步及其带来的生活改变将会是永远

具有强烈连锁驱动效应的，在当前新媒体技术环境不
发达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中国这种传统的影
视片表演艺术创作方式是以电影导演的艺术学识和创
作经验为表演制作人的基础，影视剧的画面表现效果
以电影演员的真实个人艺术演技创作经验和演员拍摄
电视影片的现实生活场景经验为根本的，新媒体技术
的发展，可促使舞台演出形式多样化。科技发展所带
来的数字媒体、全息投影灯技术促使戏剧舞台的效果
更加真实，相对应地对戏剧舞台演员的表演方式以及
表演技巧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新媒体技术在表演领域的渗透
（一）新媒体在发展中的特殊性及优势
对于当前中国网络新媒体的这个基本概念如何正确

界定，学术界及其媒体产业界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严格
的理论定义。新媒体的快速诞生虽然根本上归于各种电
子媒体传媒的快速稳步发展，但就当下形势来看，大众
传播领域内的各种电子媒体传媒仍然还是处于一个不断
快速发展中在变化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当中，新媒体的
这个概念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在发展的。美国对我国
新媒体的界定主要含义是在现代计算机能够实现原有信
息处理功能基础之上，而不断出现的直接影响我国媒体
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的一种信息技术。我国对于新媒体的
作用在理解方面主要是一个大规模的传播作用，新媒体
在不断地发展，不变的都是需要依靠科技，因此新媒体
也属于新的技术手段，符合当代人的生活和发展，影响
着所有人和所有企业和行业。

（二）新媒体在影视表演中所具备的渗透性
新媒体对表演艺术出现渗透主要是由于新媒体

中摄影艺术的发展，此外视听语言实现创新和具体应
用，也为新媒体在表演行业中实现渗透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从视频技术应用层面分析来看，投影视频技
术、虚拟视频技术、抠像视频技术、即时视频影像技
术合成视频技术、动作视频捕捉成像技术等为促进新
媒体与文化表演艺术的相互互动渗透融合提供了重要
技术支持。好莱坞的很多著名电视影片都可能是以下
的新媒体技术作为支撑来制造出令观众喜爱的梦幻效
果。例如小孩子们都喜欢的《阿凡达》系列就是依托

于电脑绘图技术来营造出奇幻的动画效果，将现实中
难以达到的景象或者事物全部展现到观看者的眼前。
抑或是当下风靡网络世界的微电影、定格动画、微博
视频订制等等，更是依托新媒体技术和传播形态将影
视表演的创作范畴推广到以网络为核心的收视群体。

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内容不断提高和丰富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科技的创新，在影视表演的传统的教学中，
如果没有新媒体式的加入那就让学习影视表演的学生不
能融入现代新媒体影视。以国内的影视举例，近些年来
较为著名的电视剧《三生三世》是一个仙侠剧，影视在
播放的过程中为了讲清楚故事并且更吸引观众，就会使
用大量的特效，特效中有一些是表演功夫，或者是仙法
等，此类的表演形式对于后期利用新的技术制作特效的
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于学习影视表演
的演员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如果在学习影视表演的过程
中没有接触过此类的新媒体技术，在表演的过程中难免
会露出破绽，让观众感觉跳戏。制作技术是科技发展的
推动，高校在培养影视表演的时候也需要结合科学技术
来进行，才能让培养出的学生符合当下的新媒体形式。
传统的影视表演教学内容主要是对基本功的训练，这种
形式下培养的演员情感丰富，但是想象力不足，相比现
代新的教学来说缺少了及时性，教师和学生的了解和沟
通相比也少了许多。

三、新媒体给实际教学带来的改观
新媒体在影视艺术表演与体育教学艺术课堂过

程中的合理搭配运用，取代了我们传统的一支彩色
粉笔、一块彩色黑板、教师一张嘴一只手讲课做到

摘要：现代新媒体技术随着时代发展也在进行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幸福度和工作效率
也在不断增长。我国的人才数不胜数促使着各行各业在蓬勃发展，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国家和政府对教育长期
的重视，因此现代新媒体技术好的方面的改变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类教学研究中，特别是针对理论和实践密切
结合的影视表演专业，其作用就更加明显。本文将简单论述现代新时代下的教学模式的改变，新媒体技术是如
何促进影视表演的教学效率和模式，为我国培养高质量人才提供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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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教学传统模式，以直接的身体感官视觉表现形式
对其来进行展现，而运用一些新媒体各种技术手段
诸如实现特效和视频片段等的筛选、美化等，能有
效使广大学生学习变被动的“听”“记”为主动的
“看”“思”“做”，更好地能充分激发广大学生的
影视学习活动兴趣和热情，促使其主动参与学习，从
而真正达到师生学得好、记得牢的学习效果。通过在
教学表演时新领域的创新，能够让教学实现更好融
合，让创作表演和教学体系实现更好的分解。学生通
过新媒体所具有的分解作用和直观展示，能够更好地
理解影视表演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四、新媒体环境下的影视表演与教师教学水平的
方法提升

（一）教师备课能力的提升
新媒体环境下大多数人都是处于接触和了解阶段，

这对于作为影视表演的教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
战，教学的最基础的条件就是首先自身需要全面掌握和
了解，不只是现在对新媒体掌握，无论是发展过程还是
将来的发展形式都需要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开始引导学
生培养学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备课能力还需要
提升，对于教师来说备课主要的任务是在上课的过程中
了解课堂的主线，主要讲解的知识点，即使是在新媒体
形式下的教师的备课的主要任务也不能改变，其中需要
改变的是备课内容，影视表演教师提高自身的知识能
力，可以从备课的能力中体现出来，教师在备课的过程
中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可实施的教学方案。

（二）运用新媒体技术，巧设教学情景，激发学
生兴趣 

新媒体发展趋势下的现代媒体教育信息传播技术
及其辅助培育教学手段在知识内容的整体表达上、表
现上和手段上都比其他传统现代教学技术手段更加形
象、生动，有较强的视觉立体感，其中将声音、图像
完美结合，能够带给人以极大的视觉震撼，可有效激
发广大学生的整体学习活动兴趣，提升学校课堂教学
的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

（三）因材施教
面对新媒体大环境，针对戏剧表演教学的特点，

高校教师要注重因材施教。由于网络的发达，学生获
取知识的来源很多，同时也由于网络的特殊性导致学
生无法分辨知识的准确性，学生的意识会被植入一些
不正确的理论。面对以上情况，高校教师要学会用辩
证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对班级每一个学生进行
深入了解，对其专业知识进行摸底测试。每一个学生的
表现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学生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
的。例如，某一位学生经过自己在网上的学习，认为
网上的理论知识是正确的，面对这种情况，教师需充
满耐心，逐步地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专业理论知识，
要求学生进行表演实践，用网络提供的方法和表演专
业技巧分别进行角色创造，录制视频，教师带领着该
生一起观看视频，对视频中的表演进行分析、总结。
学生最终会明白哪一种方法是正确且有效的。

（四）影视表演教学中新媒体的实际应用
新媒体显示技术在影视教学表演与课堂教学中所能

够带来的影视表演互动情境教学体验，得到了社会大众
的一致性认可，其中最常见和常用的分别是二维立体影
像教学投影显示技术和三维立体影像教学投影机等技术
在影视课堂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根据具体教学表演者的
教学过程需求，新媒体显示技术应用是一种模拟教学表
演者的肢体语言动作和运用语言文字的一种教学载体，
可以大大减少部分授课教学老师的编写课堂教学板书或
者教学描述，能根据具体教学过程所需综合利用与之密
切相对的软件程序，播放不同教学版本、不同教学情境
下的课堂示范教学影像课件来用以供全体学生进行学习
或做参考；在影视教学表演与课堂教学中，可通过借助
影视新媒体显示技术应用中的声音数字化或者多媒体显
示技术应用来直接进行教学课件声音制作；让影视教学
表演与在教学过程中的每个学生表演能更好地准确表达
自己的真实感情，演得更出色，亦可大大增加教学表演
的视觉感染力，触动更多观众。

（五）新媒体技术对抽象表演内容的形象化补充
抽象表演是一种较为新颖的学习表演的内容，在

过去的影视作品中使用的概率非常少，但是新媒体不知
不觉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多种表演形式也逐渐显露出
来，抽象表演只是之一。新媒体技术使整个影视中的角
色也变得丰富起来，影视表演学生不只是需要表演人
物，也有怪物，神仙、外星人等等的一些在实际生活中
根本不可能见到的人。作为表演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
要对这点清楚，抽象的表演让角色更加饱满。

五、新媒体技术在表演教学领域中的前景展望
新媒体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应用是现代媒体技术

发展的新时代趋势，是推动现代影视音乐表演与艺术
教学模式技术创新的重要推手，随着现代计算机和现
代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纵深融合发展，新媒体信息技
术将不断得到更为全面的应用发展。在未来的中学表
演艺术教学建设过程中，将努力提供一个给任课教师
和全体学生更多的教学空间及更多情境教学可能性，
将教学时空彻底从既定的教学设置中重新释放出来，
并真正实现3D 化与现实生活的完全融合。

六、结语
新媒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给影视表演与教学带

来了质的变化，为了更好地符合社会和大众的欣赏水
平，影视教育需要一个大的改变，教学模式和教学内
容都需要进行改革，才能推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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