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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舞台技术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王慧 
摘要：随着现代舞台艺术的快速发展，舞台技术的重要程度愈发突出，个性化舞台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本研究对个

性化舞台技术应用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提高个性化舞台技术的设计与应用水平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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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舞台表演艺术的发展进程中，

舞台技术的重要性愈发突出，舞台技术的

更新换代和升级频率也在不断提升，带给

观众良好的艺术审美享受。随着新时代人

民群众文化艺术追求的不断提高，如何做

好个性化舞台技术的设计与应用就成为一

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做好个性化舞台技术设计与应用的重

要意义

（一）个性化舞台技术设计与应用符

合舞台艺术发展趋势

随着舞台艺术的深入发展，舞台技术

的功能和作用日趋重要，已经成为决定舞

台艺术表演总体水平的关键要素。通过运

用个性化的舞台技术，能够为演员的表演

营造更加逼真的环境，产生更加良好的艺

术效果，从而更好地发挥出舞台技术的功

能和作用。

（二）个性化舞台技术的应用能够满

足观众审美需求

观众审美需求的调整和变化是与舞台

艺术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在舞台艺术发

展之初，观众对于舞台艺术的审美需求大

致是趋同化的，在观众内部没有形成审美

层次和角度的差异及区分。随着舞台戏剧

艺术的发展，观众对于舞台艺术的审美需

求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观众群体内部因此

分裂成为了若干具有完全不同审美需求的

子群体。在这个情况之下，艺术团体就必

须要重视个性化舞台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以满足不同类型观众的个性化审美需求。

例如，一部分观众对于灯光技术的审

美要求较高，需要运用各类灯光技术营造

出炫目的舞台效果，这就需要对现有的灯

光技术应用方案进行及时调整，改变传统

的千篇一律式的设计模式。再如，还有一

部分观众对舞台音响效果有着偏爱，为了

营造出震撼的音效，就需要对音响设备的

摆放和调音技术的应用进行创新，来实现

个性化的效果。

（三）个性化舞台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有助于强化艺术真实

艺术真实是戏剧舞台表演追求的目

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但需要演员调

动和运用精湛的演技来塑造好各个人物角

色形象，还需要运用舞台技术来营造真实

的表演环境，尽量贴近戏剧中的艺术真实

要求。通过不断提高个性化舞台技术的设

计与应用水平，艺术团体可以根据不同类

型剧目的题材、内容、演员的表演技巧等

设计出不同的舞台技术应用方案，最大限

度贴近表演真实性的要求，不断贴近舞台

艺术的终极目标。

二、现阶段个性化舞台技术设计与应用存

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个性化舞台技术的理解不够

全面准确

很多艺术团体对于个性化舞台技术的

理解存在不够全面准确的问题，认为舞台

技术只有通用的设计应用方案，并没有个

性化差异和区别。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这部分艺术团体在舞台技术应用方面的突

破创新不多，设计应用存在严重的千篇一

律现象，不但没有能够根据不同剧目的

类型和特点设计个性化的舞台技术应用方

案，而且也不能根据不同类型观众的审美

需求差异对舞台技术应用方案进行适当调

整，舞美技术发展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二）专业技术能力严重不足

个性化舞台技术的设计与应用是要

以扎实的专业技术能力作为基础的。对于

设计人员来说，要在充分掌握各类舞台技

术设备的性能和特点的基础上，根据不同

类型舞台剧目和观众审美需求多元化的特

点，对各类舞台技术的应用方法进行系统

设计，最终形成融入多种舞台技术、带有

鲜明独特艺术风格的个性化舞台技术。但

是由于现阶段很多艺术团体的舞美设计人

员专业能力严重不足，很难完成个性化舞

台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三）舞台技术设备更新频率较慢

还有一些艺术团体由于资金投入不

足，导致了舞台技术设备更新频率较低，

部分设备无法正常运转，也给个性化设计

造成一定影响。

三、提高个性化舞台技术设计与应用水平

的建议

首先，国内艺术团体要提高对个性化

舞台技术设计与应用重要性的认识，将个

性化舞台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作为提升舞台

艺术魅力的关键所在。要鼓励和支持舞美

设计人员大胆创新，勇于尝试，改变现阶

段单一化的舞美技术应用模式，根据不同

类型剧目和观众审美的需求采取相应的个

性化设计应用方案。其次，要不断提高舞

美设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对舞美设计人

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让他们拓展视野 ，

开阔眼界，了解到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

新动态，提升专业能力，为个性化舞台技

术的设计应用打好基础。最后要加大资金

投入，引进更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不断

提高个性化舞台技术的设计与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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