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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意事项
（1）不可盲目求大求全
E-HR 系统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涉及功能模块众多，

一步到位容易脱离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需求，导致一些功能弃而
不用或始用终弃，这样既加大了经费投入，也延长了开发周期，
同时还增加了维护升级的代价，得不偿失。E-HR 系统的建设应
该是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系统工程 [4]。

（2）要注意沟通的重要性
一方面高职院校由于自身开发能力欠缺，需要与供应商合作，

而学校和企业所属领域不同，术语也有所差别，同时还有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因此需要认真细致的沟通，避免因说法不同造成理
解误差而导致损失。

另一方面，E-HR 系统的建立，在需求分析阶段，需要多部
门以及人力资源部门内部多人完成，这一环节直接关系到 E-HR
系统建立的成败，长期有效的沟通显得必不可少。

六、高职院校 E-HR系统使用推广建议
在一定程度上，E-HR 系统的使用改变了教职工的工作方式，

这不仅考验教师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还有其态度。如何使用推广，
成为了技术、管理和策略的综合问题。

技术上，应加强培训，可采用集中培训和个别辅导，必要时
采取点对点帮助。管理上，应由领导牵头，给予大力支持的同时
配合制度保障。策略上，强迫教师使用不如吸引教师主动使用。
通过提供教师感兴趣的信息和良好的用户体验，由“要我用”变
为“我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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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在在为传承中国传统音乐做好基础教育
——以“京剧进课堂”为传播途径的实践教育

陶雅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摘要：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工作中，音乐学家、民族音乐学家、音乐基础教育工作者都在众多的视角下寻找更合适
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和弘扬途径。京剧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戏曲经典剧种之一，“京剧进课堂”这个课题也在国家教育部的带
领下付诸行动，这种对京剧传承的方式，不仅是音乐教育的创新和改革，更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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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
点工作的通知》，在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
江西、湖北、广东、甘肃十省市中小学音乐课程增加京剧内容，
拟定了 15 首唱段分别实施在一到九年级。通过调查了解大量网站、
媒体的报道，这一教学行为引发了学校、教师、家长、京剧艺人
及社会的不同观点，观点中有赞同之声，也有质疑之点。赞同之
声切不讨论，对于质疑之点不同角色有着各自的看法与态度。学
生家长提出：“京剧的学习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学校方面
提出：“授课师资从何而来？又以什么样的方式聘任？”教师方
面提出：“孩子们能否接受传统京剧的表演方式？能否理解京剧
艺术文化的内涵？”……各种负面评价大有存在，但就因为有这
些实施方面的困难，社会各界的言论压力和预测不到的成果就知
难而退吗？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国魅力无穷的传统音乐艺术，
不去推广、不去传播、不去弘扬，面临的就会是退化以至于消失。
我国从 2006 年至今一共公布了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样的
政策行为就是为了保留大量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文化。而我们
作为中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工作者，就是要在音乐基础教育工作中，
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去做最基础、最有效的教育传播工
作。

东北师大附中净月实验学校是东北师范大学为探索基础教育
体制改革而创办的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艺术特长教育
于一体的学校。以体验教育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需
求和发展为教学原点，以激发学习兴趣，落实学生主体，培养思
维品质，促进生命发展为教学原则。以国家课程校本化改造、校
本课程精品化发展、实践课程社会化体验为课程策略，构建由国
家课程、校本课程和生本课程三位一体的学校课程体系。打造以
人文、科学、艺术、体育为核心，以高端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
多元特色课程组块为重点的校本课程。坚持在工作中研究，在研
究中工作的思路，构建课题来自于问题，认识来源于研究，成果
反哺于实践校本教研模式。在我校教学方针的指引下，基础音乐
教育工作者们，充分有效的发挥了艺术教育特有的教学方式，把
“京剧进校园”的课题通过学生不同角度的体验与接受，进行对
学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普及教育。我们通过对京剧文化的传播、
京剧艺术的渗透和弘扬，让学生近距离接受、体验京剧所带来的
中国艺术文化的魅力。

一、京剧艺术的传播——加强学生对京剧的认同感
“京剧进课堂”这种京剧走进中小学的教育方式，主要是为

了让学生从小了解京剧艺术、了解京剧文化、了解中国传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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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艺术，让学生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儿女要了
解中国经典戏曲剧种，让学生形象的知道，他们就像京剧一样是
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培育发展起来的。京剧艺术不仅是老年人的
爱好与特长，京剧艺术走近新世纪培养下的青年是传承中国传统
音乐文化的必要形式。

我们在京剧文化的传播方面，主要以京剧主题团体操的形式
展开。我们把“京韵流芳”京剧主题团体操这个活动规划成比赛
模式，活动对象针对于初中一年级全体学生，活动从准备到比赛
时间共 20 天。通过一对二、二对十、十对五十的教授方式，让
全体初中一年级的同学在短时间内有效的学习京剧乐段的演唱。
为发挥学生的创作思维、为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各班由音乐感
悟强、创新思维好的同学组织，进行每个班京剧主题团体操的队
形编排和演唱训练。通过 20 天的教唱与排练，每个班级分别在
京剧脸谱、京剧行当、京剧表现手法方面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
表演方式的编排。在比赛当天，由我校艺术教研室的老师们担任
评委，分别在队形编排新颖多变、动作整齐标准、演唱声音洪亮、
脸谱绘制精致、服装符合角色身份等方面进行评判，最后通过 11
个班级的表演，评出队形创意奖、动人舞姿奖、整齐整容奖、饱
满精神奖、化妆创意奖五个奖项。

此次活动的实施与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对京剧的认知，让
他们通过切身的参与了解京剧艺术的内容，为“京剧进课堂”课
题更多的活动和学习没有陌生感，并且可以认同接受。

二、京剧艺术的渗透——增加学生对京剧的体验感
京剧艺术沉淀了中华民族审美习惯和传统音乐文化艺术瑰

宝，作为炎黄子孙也更换不掉体内的血脉。京剧这种以写意为主
的程式性艺术，通过唱、念、做、打的表演形式来展示生、旦、净、
丑各角色的人物性格和表达内容。对于这种文化的传承，从娃娃
抓起是最有效的方式方法。对于中学阶段学生，通过对他们接受
能力和中国文化了解程度的分析，建立感性认识是首当其冲的方
式。通过音乐课堂，对学生进行京剧故事、京剧文化、京剧赏析
等方面的内容，让学生头脑中充斥着京剧艺术的灌输。

由于现代人的观念和条件的制约，很少有人专门到戏院去听
戏。东北师大附中净月附属实验学校在这方面，采取了邀请吉林
省京剧团的老师对学生进行讲座和创办京剧社团的方式对学生进
行潜移默化的灌输和京剧切身的体验感，这也是无形中的传承。
在 2013 年秋季学期，我们邀请了吉林省京剧团吴迪老师为中学的
学生讲了京剧基础的文化知识，让学生对京剧的行当、角色、脸
谱、人物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同时吴老师为学生展示了武生行当
的念白，演唱和矛枪、刀、剑的表演。讲座中，吉林省京剧团的
黄老师也给同学们介绍了关于旦角的分类和表演方式，为同学生
演唱了旦角的段子，让同学们通过直接的听觉感受旦角在演唱风
格和表演方式上与武生的区别于特色。2013 年 10 月我校由艺术
研究室组织成立了京剧社团，成立仪式上我们宣读了社团的宗旨、
建制、管理制度，并且邀请了吉林省京剧团毕孝玉老师担任我校
京剧社团的外聘授课教师。艺术教研室的张宏丽和刘玉坤老师担
任京剧社团的常任指导教师，负责日常社团活动的专业指导工作，
韩爽副校长出席了开团仪式并讲话，表达了学校对京剧社团的大
力支持意愿，并强调弘扬京剧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展望了社团发
展的美好前景。

三、京剧艺术的弘扬——强学生对京剧的接受度
“京剧进课堂”的教学方式，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

族音乐的需要，也是提高青少年艺术修养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

方式。我校在京剧进课堂的项目中，开设了校本课，邀请吉林省
京剧团的毕孝玉老师做授课教师，学生在校本课的学习中，不仅
可以学习到基本的京剧文化基础知识，并且以学唱经典京剧唱段
为主。根据国家教育部对“开展京剧进课堂”的通知文件，我校
校本课的学唱内容也按照通知文件的要求，学习《报灯名》、《都
有一颗红亮的心》等 15 首唱段。校本课的开设，有利于对学生
进行京剧的普遍性教育。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
在校本课授课中，多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京剧作品的欣赏与学习，
更利于学生的接受与理解。

通过大量文献的调研，多数研究以京剧艺术、京剧美学、京
剧进校园调查、京剧进校园舆论等方面为主。大量文献的数据调
研与统计也明显显示中小学生对京剧传统剧目和样板戏剧目了解
知之甚少，对京剧艺术和传统音乐文化知识的普及率也相对较低。
我校通过京剧操、京剧讲座、京剧社团、京剧校本课的教学策略，
不让“京剧进课堂”成为昙花一现的美景，要在京剧进课堂的教
育行为成为传播、弘扬、传承的重要手段。我校艺术研究室“京
剧进课堂”研究成员，作为音乐基础教育工作者脚踏实地的为京
剧文化的教学与传播进行着基础工作，不让形式占据荣誉，不让
艺术成为遗址，每一个活动都是对京剧的最好传承，每一项工作
都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最好诠释。

音乐教育是传承文化的有效途径，京剧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戏曲剧中的一种，是多种艺术结合的文化瑰宝。我校着力于在中
小学音乐课程的教育中弘扬京剧艺术，在京剧文化教育中传承中
国传统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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