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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以来，剧场、剧院、影院里的小观众多了。但观演中孩子
的一些“不可控”行为及家长的“不自觉”行为却影响了观影体验，例
如：演出期间，家长不停地给孩子讲解；孩子在看剧，大人却一直刷
手机；在家没有给孩子灌输文明观演的意识，到了演出现场只能频
频吼“熊孩子”……带孩子观演，大人需要先做好文明课的彩排。

频频大声解说干扰别人 训斥孩子现教规矩

带孩子观演 家长别“抢戏”

近日，詹女士带孩子看了一场音乐剧，但观赏
过程中频频受到干扰，使得观演效果“大打折
扣”。“表演的时候，太多家长给孩子解说剧情了。”
詹女士直言。

詹女士告诉记者，这是一部由故宫打造的家
庭沉浸式音乐剧。因为是故宫出品，加上宣传时
说是能激发孩子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探索欲望，
她便很感兴趣，决定带孩子去看这部音乐剧。到
了现场，她发现来了不少孩子，从幼儿园到初高中
学龄段的都有。

“演出过程中，观众根本没法沉浸。”詹女士
说，“好多家长从音乐剧的名字讲起，生怕孩子这
儿没看懂、那儿没听懂，有的还和孩子一问一答，

交流了起来。”
“甪端是故宫里明万历年间的神兽，它400多

岁了，但却对世界充满好奇。”“这是故宫里的御
猫，下次我带你去故宫里找一找”……詹女士说，
她的身边就有这样一位不停地讲解的母亲。孩子
看上去还没上小学。“虽然她一开始压低了声音，
但后来声音越来越大，非常影响其他观众看演
出。除了我，旁边的人也频频不满地看向她们。”

“这个剧的确对小朋友了解文物和历史知识
有帮助，但需要一定的理解能力和知识积累，否则
听不懂，也难理解。”詹女士认为，观剧前应该在家
做一些准备工作，了解相关知识，或者分年龄段，
建议到了一定年纪的孩子观看。

说个不停

台上正精彩台下解说声吵人

从孩童时期培养观演习惯

前不久，国家大剧院发布了“你最反感的不
文明观演行为”的投票活动，数万网友参与。其
中，“演出期间交头接耳，大声讨论”“手机不静
音，演出期间接打电话”“随意走动、换座位、抖
腿，踢座椅等”三种不文明观演行为高居“黑名
单”榜首，成为大家最不愿意见到的剧场不文明
行为。

不少网友在呼吁全民参与文明观演的同时，
也对文明观演的推广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文明观演，应该从家长自己做起，从对孩子
的教育做起。”有人认为，文明观演的意识和礼
仪，应该从孩童时期就培养起来。

选孩子喜欢易接受的剧目

“家长在筛选演出剧目或电影时，还是要多
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尽量选择更适合孩子观看或
者更符合孩子兴趣的节目。”常带娃看演出的邓
女士提出建议。

邓女士说，有过带娃经验的家长应该都清
楚，学龄前的孩子，大部分专注力只能保持20分
钟到30分钟，最长一般也不会超过40分钟，小学
低年级的孩子会稍微长一些，但也有限。所以时
间上，不宜选择太长的剧目。

另外，有时家长挑选剧目，看重“经典”，看重
“寓教于乐”，但孩子却不感兴趣。看这样的演出
时，孩子们很难专注，一会儿就失去了兴趣，开始
乱动、说话，甚至要求提前退场。

“家长带孩子观演时，应尽量选择专属于儿
童的剧目或者演出，在观看前也可以征求孩子的
意见，尽量挑选符合孩子心意的节目。同时，在
正式观演前，家长有义务提醒孩子自觉遵守观演
现场的一些要求，尽量做到不影响一同观演的观
众，给孩子强调规则的重要性。”邓女士说。

剧场花心思做好文明引导

剧场、表演者、观众，三者合一，才能呈现出
最佳的舞台效果。剧场、剧院是观众文明观演的
引导者。创新管理方式，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

前不久，在国家大剧院携手北京日报报业集
团发起的《剧场文明观演行为倡议》中特别提到

“亲子入场守规定”。“为营造良好的观演环境，除
儿童专场演出外，其余场次1.2米以下儿童谢绝
入场。也请广大艺术爱好者对儿童保持宽容和
理解，如影响到您的观演，建议您温和提醒，有需
要请及时示意工作人员。”国家大剧院提醒，观演
前各位家长可提前让孩子阅读《剧院观演礼仪倡
导》，了解剧场礼仪。

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分享，她体验过的一次最
佳观剧环境来自一场儿童剧。剧院开场前的一
段提示让她印象深刻：“本场戏的制作运用了黑
暗美学，台下亮起光，就会影响整场戏的进行。
恳请大家关掉手机，给现场的小朋友们做个好榜
样，也拜托小朋友们帮忙监督。”具有诚意的引导
词，以及发动孩子监督大人，让所有观众安静地
看完了整场戏，整个演出全程也没有一点手机屏
幕的亮光。

来源：新浪网

建议

“论剧场不文明现象，手机亮屏，在我心里排
第一。”喜欢看话剧的陶红跟记者吐槽道。

记者注意到，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不少人
发布过不文明观演的吐槽帖，其中，关于手机亮屏
的吐槽尤其多，包括接打电话、看剧玩手机等。

现在暑期，带孩子看演出的多了，很多家长也
成了“亮屏”族。也许是因为适合孩子的剧情确实
很难吸引家长，这边孩子看得认真，那边家长刷手
机刷得起劲。“爸爸，你别玩手机了。”“妈妈，你认
真看演出。”类似于这样的稚嫩童声经常在剧场里

响起。一名网友分享，甚至有玩手机的家长这样
答复孩子，“我刷我的，你好好看剧，管我干吗？”家
长的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其他观演者，也让自己
的孩子很扫兴。

“大家都沉浸在剧院和演出营造的意境里时，
一片黑暗中，有人玩手机，屏幕非常亮，这种行为
很影响观看体验。”“黑暗中，手机光很扎眼，特别
容易吸引人把目光投过去。”“这些行为既影响演
员的表演，也影响观众的沉浸式体验。”网友们分
享自己的感受。

玩个不停

孩子认真看家长起劲刷手机

网友“麋鹿”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次难忘的
观演经历。那是她去看音乐剧的时候，“我永远也
忘不了满场小孩带来的震撼，座椅被踹得‘咚咚’
的，给我带来了长达150分钟的4D体验。”“麋鹿”
谈起这次观演经历，哭笑不得。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经常带孩子观看演出的张
先生。他有一次带娃看电影，后排坐着好几个孩
子。电影开始没多会儿，身后一个看上去像学龄
前的孩子就“噼里啪啦”踹自己的椅背，边踹还边

乐。家长见状赶紧拽住孩子，并立马喝止，“之后
我就听见家长在后面一顿说，告诉孩子看电影的
时候不能这样，这种行为非常不礼貌，影响别人看
电影之类的。”

张先生说，其实大部分家长在剧场里会制止
孩子乱跑、大声说话及踢椅子的行为，但家长在剧
场里现教规矩，也变成了一种噪音。其实，跟孩子
讲文明观演规矩这一步，应该在家里就提前完成，
而不是等演出开始了再去跟孩子说。

吼个不停

别人在看剧他没完没了训娃

邓女士最近带着孩子去看了暑期档电影《抓
娃娃》。一进场，她发现不少家长都跟她一样，带
着孩子来观影。“可能因为是喜剧，孩子也更容易
看进去。”邓女士扫了一眼，在这个500多人的大厅
里，上座率超过了一半多，孩子起码有二三十个。

不过后来的一些噪音，让她觉得体验感大大
降低。一对母子坐在邓女士前排偏右的位置，电
影开始没多久，妈妈就不断从包里掏出各种零食
给孩子。整场电影，孩子的嘴几乎就没停，一直在
吃，不时发出一些声响。

电影渐入佳境，恰逢一幕颇为感动的画面出
现，此时观影厅里非常安静，大家也正看得入神。
突然，“砰”地一声巨响，吓了邓女士和周围的人一
跳。原来，这个不停地吃东西的孩子，猛地一下把
一袋薯片给挤爆了，声音大得全场都能听见，“本
来正看得感动，突然那一下，吓得我半天没缓过神
来，完全没法入戏了。”邓女士说，她相信，这对母
子肯定也没太看进去这场电影。

孩子在剧场里“咔嚓咔嚓”吃零食、掉一地残
渣，把饮料洒一地，类似这种吐槽也很常见。

吃个不停

零食带太多反而让孩子“出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