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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与非职业演员的协作模式及实践方法
刘奕含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为了进一步提升导演与非职业演员的协作效率，提升影视作品的真实质感，且强化其独特表现力，论文

研究基于导演与非职业演员的协作模式建设和实践切入研究，致力于促进双方的深度协作，从而创作出优秀的

影视作品。在研究中首先分析和研究导演和非职业演员协作模式建设的意义，分析二者在协作阶段的难点，之

后构建起导演与非职业演员的协作模式，并且提出相应实践对策，用以助力导演与非职业演员实现深度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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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影视艺术领域发展中，对于非职业演员的选择是

这一领域中始终绕不开的重要命题，因此导演如何与非

职业演员之间进行深度的协作成为决定影视作品质量

的重要一环。所以，要探索和研究导演与非职业演员的

协作模式建设，通过建设深度协作模式促进双方协作顺

利进行，进而呈现出优质的影视艺术作品。

1 导演与非职业演员的协作模式建设的意义

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协作模式建设，对于影视作

品创作质量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和价值，通过建立起双

方协作模式可以突破职业演员表演的局限性，从而使角

色能够承载更加丰富的生活肌理，既能保障所创作的影

视艺术作品贴近现实生活本质，又能给观众带来更加良

好的观感体验。此外，导演与非职业演员协作模式建设

同样也能为影视艺术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这

主要是由于非职业演员拥有独特的经历以及气质，其在

进行表演阶段也能更加充分地丰富角色塑造的维度，这

既有助于拓宽表演艺术的表达边界，也提升了人物塑造

的丰富度，可以给观众呈现更多的银幕形象。所以，为

了促进二者之间深度合作、且提升影视艺术作品创作质

量，需要构建导演与非职业演员的协作模式，通过二者

之间深度协作提升影视艺术创作水平。

2 导演与非职业演员协作的难点分析

2.1 表演经验缺失导致的表达局限

在导演与非职业演员进行协作阶段，由于非职业演

员并未经受过系统性训练，因此也会出现表演经验缺失

的问题，进而导致非职业演员的表达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实际中，非职业演员往往并没有经受过全方位、立体

化的表演训练，所以其在进行表演期间往往也无法精准

化把控角色的情感层次和行为逻辑，表演中容易出现情

感传递过于碎片化、表演连贯性不足的问题，进而导致

表演效果不佳，所以如何打破这一局限性也成为导演与

非职业演员之间协作的一大重要任务。

2.2 创作语境差异引发的沟通障碍

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的协作面临着创作语境差

异性所带来的沟通障碍，这主要是由于导演在进行艺术

创作阶段往往更加习惯于运用专业术语，如表演艺术领

域中的“情绪张力”、“走位调度”等方面专业术语，

而非职业演员在进行表演阶段往往是以生活经验理解

进行表演，对导演的专业术语理解不充分，致使导演专

业术语体系与非职业演员之间指令传递错位的问题，这

也给双方在协作阶段带来了沟通障碍，影响到双方的协

作效率。

2.3 心理状态波动带来的拍摄风险

心理状态波动也会带来一定的拍摄风险，这一风险

是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协作所面临的一大难点。在实

际中，非职业演员表演往往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如在表演现场镜头往往具有较强的压迫感、剧组的氛围

也会给非职业演员带来一定陌生感，这些情况的出现都

有可能会导致非职业演员的内心紧张，出现表演状态起

伏不定的情况。一部分非职业演员有可能会一时表现不

佳而陷入自我怀疑，甚至对于表演出现抵触心理，这势

必会打乱原本的拍摄进度计划。所以，如何克服心理状

态波动所带来的拍摄风险成为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

协作的重要一环。

3 导演与非职业演员的协作模式构建

3.1 角色共生模式：基于演员本色的角色定制与经

验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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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的协作效果和质量，

需要建立起角色共生模式，基于演员本色进行角色定制

和经验嫁接，以此保障双方实现融洽合作。在实际中，

需要导演打破传统思维中让“演员适应角色”这一固

有化的逻辑思维形式，而是要围绕非职业演员的真实特

质为基础进行角色定制，这样既能实现演员本色与角色

需求之间的深度融合，也能突出整个表演的真实性。如

导演在与非职业演员进行合作阶段深入了解和挖掘非

职业演员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以及行为习惯等多重因

素，进而从其中提取可以与角色进行嫁接的核心元素，

以乡村题材的影片拍摄为例，如果所选择的非职业演员

具有农村生活经历，则导演在与其进行协作阶段，可以

将非职业演员在农村生活中的片段融入其中，如农村的

方言表达、家庭关系模式等细节元素融入其中，以此突

出角色塑造的真实。

3.2 情境沉浸模式：通过环境再造激活演员的本能

反应机制

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的协作要突出情境的沉浸

式，进而通过环境的再造而激活演员的本能反应机制。

所以，要以物理环境的氛围营造为中心，使非职业演员

在环境中触发其本能的反应，这样既能弱化其“表演”

意识，也能使之在浓郁的氛围中取得更加良好的角色塑

造效果。因此，需要导演从剧组的空间布置、道具细节、

现场的人员构成等多处细节着手，从而构建起一个让非

职业演员舒适、安心的氛围环境，且将这一氛围环境打

造成为非职业演员所熟悉的“生活场域”，例如：在拍

摄市井商贩相关的戏份时，可以从真实的菜市场摊位、

嘈杂的人声甚至是小贩的叫卖等场景进行片场的场景

塑造，使非职业演员能够进入到片场场景中，镜头的拍

摄则可以通过隐蔽的方式进行演绎情景捕捉，以此让表

演更加真实，角色塑造更加传神。

3.3 渐进引导模式：从生活行为模拟到角色情感深

化的阶梯式训练

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的合作也要突出渐进式的

引导，逐渐从生活行为模拟演化到角色情感的深化，形

成阶梯式的引导模式，让演员取得更加良好的角色塑造

效果。在实际中，需要构建“行为+情绪+情感”阶梯式

的角色表演训练体系，让非职业演员逐步进行过渡，进

而更加优质的完成表演。如第一阶段可以将重点放在

“生活行为的模拟”这一层面，让演员在表演中重复生

活中的动作，并且在其中加入一些简单的角色身份提示，

帮助演员逐步建立起对角色的初步认识。第二阶段则要

围绕“情绪唤醒”，如通过创设具体的事件情境来触发

非演员的情绪反应，在反复的练习当中打磨非职业演员

情绪的收放节奏。第三阶段的重点在于“情感层次”，

让非职业演员在训练中逐渐将复杂的情感进行拆分，突

出情感传递的细节性，使非职业演员在阶梯式的训练中

逐步胜任表演任务。

4 导演与非职业演员协作模式的实践对策

4.1 沟通体系革新：建立“生活经验—角色行为”

的转译机制

在导演和非职业演员之间进行协作阶段，双方之间

的沟通往往也决定了双方协作效果，所以需要推动双方

沟通体系革新，建立起“生活经验—角色行为”的转译

机制，通过这一举措让非职业演员能够迅速地理解导演

的表演需求，进而更好地进行角色塑造。所以，导演也

要针对非职业演员进行针对性的语言表达，而并非是单

纯使用专业表演术语，如将角色的行为进行拆解，通过

拆解的各个模块使演员更加充分地了解角色特点，此过

程需要将角色行为拆解成为非职业演员所熟悉的生活

场景和动作，比如在表现焦虑这一“情绪”时，可以通

过“等重要电话阶段的来回踱步”对于动作进行表示，

在其中也可以穿插频繁看时间的动作，这样既能将情绪

的表现转化为具体化的表演动作，也能让非职业演员在

具象化的表达中形成对角色塑造的深刻认识，使之能够

更好地进行角色诠释。

4.2 拍摄流程适配：构建弹性调度与多方案备选的

执行框架

非职业演员与导演之间进行合作要突出拍摄流程

的适配性，因此要构建起弹性调度和多方案备选的执行

框架，尤其是针对于非职业演员在表演阶段状态并不稳

定这一特征，突出拍摄流程的弹性化更显必要，拍摄时

间的安排上不需要严格遵循固定的拍摄流程和拍摄进

度，而是要结合非职业演员的状态进行拍摄内容的调整，

从而将非职业演员状态最佳的戏份放在拍摄的最优先

级，如早晨演员的情绪往往较为饱满，因此可以安排具

有较强情绪张力的拍摄内容，而在演员的情绪较为低落

时则可以拍摄相对较为简单的过程戏份。这样既突出了

拍摄流程与演员状态的适配性，也形成了弹性化的拍摄

调度方案，有助于增强导演和非职业演员之间协作的融

洽性。除此之外，每一场戏的拍摄都需要准备多套备用

的拍摄方案，如预设演员有可能在拍摄现场出现过度紧

张情况、忘词情况，进而针对上述可能发生的情况采取

备选方案，如简化动作或者台词，运用多机位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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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这一方式避免由于反复拍摄而出现非职业演员

过度疲劳问题。同时，在进行拍摄期间也可以适当考虑

设置“缓冲期”，如在拍摄之前首先可以让非职业演员

在场景当中进行自由的活动，等到非职业演员充分熟悉

拍摄的场景之后再继续进行正式的拍摄，既形成了弹性

拍摄框架，也能最大化限度降低演员在拍摄阶段的心理

压力，捕捉更加真实、自然的表演内容，使导演与非职

业演员之间的协作取得良好效果，创作出更高品质的视

觉艺术作品。

4.3 效果校准机制：以“真实感优先级”重构表演

评价标准

为了提升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的协作效果，也要

建立起效果校准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促进导演与非职

业演员之间实现深度协作。因此，要打破传统模式下

“技巧完美”这一标准，而是要确立“真实感优先级”，

实现表演评价标准的重构。在实际中，对于非职业演员

的表演是否合格进行判断期间，要充分考量演员所呈现

的角色是否符合真实的生活逻辑、情感的传递是否自然，

而并非仅单纯关注台词的精准、动作的标准等，这样既

能突出“真实感优先级”这一原则，同时也可以让非职

业演员在表演中更加充分的放松身心，进而展现出最为

真实的表演状态。例如：在进行表演中，如果非职业演

员出现紧张情绪而产生台词的轻微卡顿，这一状态如果

符合当时角色的心理状态，则这一角色塑造的效果相对

于传统字正腔圆的表演要更加的具有真实感，也能提升

表演的效果。此外，导演在与非职业演员合作中也可以

考虑通过观众测试来辅助校准，如选择目标观众群体对

于片段进行观察，在观察完毕之后收集目标观众的真实

感受，随后以此为依据进行表演要求的调整优化，之后

定期进行拍摄素材的复盘，细致的对比以及分析不同场

次的表演差异，进而保留最具生活感的表演片段，这样

既能突出作品创作的真实性，也使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

间的协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有助于创作高品质视觉艺术

作品。

5 结束语

研究发现，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的协作模式建设

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双方建立起完善的协作模

式可以实现深度协作，打破非职业演员并未经历过系统

性表演训练所带来的表达局限性，同时又能通过非职业

演员的独有表演特质更加充分的诠释角色形象，提升表

演的效果以及质量。所以，在研究中围绕导演与非职业

演员协作模式进行了深度探究，搭建起了二者的协作框

架，如建立角色共生模式、情境沉浸式模式、渐进式引

导模式等，通过三重模式帮助非职业演员与导演之间实

现深度协作。并且，为了进一步促进二者协作模式的有

效实践，论文中也提出了相应建议，包括革新沟通体系、

适配拍摄流程、做好效果校准等，通过多元化举措有效

促进导演与非职业演员之间协作效果的提升。未来，导

演与非职业演员的协作中可以进一步探索 AI技术工具

在其中的深度应用，如通过场景化的模拟去辅助非职业

演员提前适应表演场景，同时也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影

片特性而细化双方的协作模式，使双方协作能够有序进

行，更加充分的突出角色塑造的差异性和真实感，提升

影视艺术作品创作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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