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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走进初中音乐课堂策略研究 
口文／张 纯 

摘要：戏曲在中国作为一种民族音乐，始终以一种独立的音乐形式被传承和欣赏，独特的表现形式使得戏剧在 

世界范围内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秦腔粗犷，越剧委婉，京剧清脆，豫剧俏皮，黄梅戏浪漫，乃至水 乡昆 

曲的柔肠百转，都无疑奠定了戏曲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的泰斗地位。新课标中，对音乐教育方面也重点强调了学*-2 

民俗音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一门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艺术，我们有责任对其进行发扬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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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元杂名句、宋元南戏、京剧及各 
种地方戏等，单单京剧剧目就有上万种，建国之后，为适应 

生活习惯和生活条件、品味已经发生改变的现代人 ，渐渐出 
现改造之后的剧种，大多不再是积极的歌颂或者消极的悲 

歌，以人民生活日常片段作为表现题材的现代戏则更加受 
到戏迷的喜爱。而戏曲音乐是中国戏曲的组成部分，有伴奏 

音乐、开场谢场音乐等，不同于流行音乐的器乐伴奏，戏曲 
音乐主要以长枪和韵白为主要表达和刻画形式，器乐部分 

大多数是起到渲染气氛等作用。戏曲音乐是综合性加强的 
一 门艺术，也是用来区分不同戏种的来源之一。其中，曲牌 
体和板腔体是构成戏曲体质形式的两种主要构成要素。 

一

、初中生学习戏曲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虽然新课表已经对戏曲的学习与传承表达了充分的重 
视 ，但是由于初中生处于对新奇的前卫的知识 比较好奇，对 
中国传承的古文化不甚了了，而教师自身素质有限，对戏曲 

的了解甚至自己还停留在陌生的状态，所以往往忽视戏曲 

教育这一环节，所以就导致了学生对戏曲的学习往往停留 
在皮毛阶段，甚至也是陌生的、无求知欲的，然而戏曲的学 
习可以培养学生对自己民俗文化遗产的热爱和保护，进而 

上升为培养爱国情怀。在初中生中培养他们的戏曲爱好，让 
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接触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于以后的文化 

思想是十分有用的。戏剧进入课堂，有利于拓展学生视野， 
为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平台，提高 自己的艺术欣赏 

水平，在课堂上、学校里也会营造一种积极乐观的文化氛围 
和学习渠道。学习古典文化知识，让学生对自己的文化遗产 

产生强烈的保护欲和传承意识，才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 
义务。 

二、戏曲走进初中音乐课堂的策略方法 
1．培养学生对戏曲的学习兴趣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所以与其 

强制性要求学生进行戏曲的基础入门等相关学习，势必引 
起处于叛逆期的学生的逆反情绪，所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需要使学生对戏曲增加好奇感，另一方面，对戏曲 
的不了解一方面也是因为学生接触戏曲的渠道较摘 ，对戏 

曲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听过”，所以培养学生对戏曲的认同 
感是很必要的。在课堂上，教师应当努力为学生提供一个积 

极开放的学习讨论平台，让学生对戏曲音乐产生极大的学 
习兴趣，尽可能创造出学生与戏曲进行思想碰撞的机会，尽 
可能以尽可能放松的态度让学生主观上接受戏曲的学习和 

掌握 ，让戏曲和自己的生活产生互相渗透。 
笔者列举了几个可以增加学生学习兴趣的实例以供参考： 

向学生介绍戏曲中头饰扮相、脸谱的历史渊源以及什么是 

生旦净末丑等来开发学生对戏曲的求知欲；向学生讲解戏 
曲所唱的实际内容，或者开展“背后的故事”类节目，来向学 

生宣传普及每一类戏曲的来龙去脉和性格特质；教会学生 
认识比较出名的几位戏曲界泰斗，例如京剧界老生泰斗余 

叔岩先生的故事等来使学生从大师的名人名事中培养对戏 
曲的尊敬和热爱。 

2-弄1用一切技术手段来营造一个开放的学习平台 
在出台的音乐课程新课标中，要求音乐教育者应当具 

有一定的使用现代技术机械的技术水平，这样就能利用网 
络多媒体这个更加广阔的平台来使学生学习效率最大化。 

戏曲学习中，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对戏曲的表演过程进行学 
习和欣赏，进而进入一个较高的自我表演的层次。若是每堂 

课都是带领学生进人剧院，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不太现实 
的做法。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利用多媒体、DVD、网络视 

频等来进行普及教育，会扩大学生的视角，让学生接触到一 
个比较丰富的立体的戏曲世界。例如，鼓励学生进行网络自 

主学习，然后进行“每日一荐”活动，引导学生走向讲台，用 
自己的语言和理解来向大家讲解自己播放的戏曲视频，教 
师充当的不再是主要角色。 

3．鼓励学生的 自我表达 
戏曲虽然是一门具有鉴赞眭较强的艺术，但若是学生 

的艺术水平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则就需要为学生提供一 
个更为自由的空间，来发挥学生的最大潜力。示例如下：进 

行戏曲比赛，利用比赛的形式来激励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强化戏曲练习；戏曲模仿秀。学生正处于一个活力四射的时 

期，具有一定的学习激情，然而戏剧不是一门简单欣赏就能 
掌握的艺术，需要的还有一定的基本功，所以举办非纯表演 

性的模仿秀，能给予学生学习和发挥的缓冲空间，对学生的 
进步和提升大有裨益；还可创立优秀戏曲音乐推荐小组，让 
学生进行 自由讨论，营造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在互 

相交流学习中得到提升 ，进而提升自己的古典艺术文化修 
养等。 

三 、总结 

在实质音乐教学实践中，戏曲作为中国民俗音乐的奇 

葩而是最不应当被忽视的艺术遗产。在戏曲教学中，重点应 

放在教学方法和态度上，不强制性要求学生去掌握，而是循 

循善诱 ，循序渐进地使戏曲艺术渐渐渗透进学生的生活和 

学习中去，才是学生最乐于接受也是效率最高的策略。目前 

在国内的戏曲教育现状来看 ，仍不是足够繁荣 ，所以音乐教 

育工作者需要做的工作仍有很多，但是戏曲在中学生中的 

普及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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