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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将京剧艺术引入普通高校艺术素质教育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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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中，作为国人绝不能失去中华千

年文化与文明优良传统的传承，特别是处于中坚力量的当代大学生

们。京剧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瑰宝之一，有其经典性、典型性和代表

性，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当代大学生应该了解其相关的文

化知识。笔者将从实际的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现实情

况，从四个方面研究分析将京剧艺术引入普通高校艺术素质教育所具

有的"-3代意义，为高校艺术素质教育改革提供更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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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被称为中国国粹，是中华灿烂文化中之瑰宝，它以

其悠扬委婉的唱腔、精致细腻的表演、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创造

出舞台艺术之丰富，积淀出中华文明之底蕴，承载出中华文化之

璀璨。京剧艺术，作为中国戏曲文化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元

素，应该成为，也必须成为一个国人所必须拥有的基本文化素养

之一。作为一名从事普通高校艺术素质教育的工作者，根据实际

的教学情况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从而认为京剧艺术对于普通高

校艺术素质教育具有相当实际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缺失添补空白

中国是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面对着当今

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国人民在世界各个领域同样表现出老

祖宗传承的优秀品质，从而使祖国繁荣昌盛，走在世界前列。正

当我们在为这物欲横流时代取得的成果拍手称赞的时候，殊不知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经陷入当代文明中的尴尬。世界多元化的

发展，已经不仅使中华民族子孙们的思想文化世界化，更多的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落与遗忘。当“韩国端午节申遗事件”“汉

服运动”等事件爆出后，才激起T21世纪国人内心对传统文化的

涟漪。2008年，教育部让“京剧走进中小学音乐课堂”，将在北

京、天津、江苏、广东等10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并确定了15首京

剧经典唱段作为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学内容。此时间“从娃娃抓

起”的理念再次掀起社会波澜。然而，已经不是娃娃的大学生

们，在此方面教育的缺失却己然成为事实。

京剧，作为国粹艺术本应该成为国人为之骄傲的文化元素，

然而，当代大学生对其陌生且茫然的表情，不禁让世人惊诧。

当代大学生是中国未来刨造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生力军，他们肩

负着发展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使命，然而他们对民族的精萃却全然

不知，甚至还不如外国人了解深刻，那岂不让世人耻笑?当然，

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当代大学生，在他们的教育历程中根本没有

涉及这部分内容，其根源在于，传统国粹被时代冲击，被时代冷

落，被时代遗忘。那么，当民族意识将我们从遗忘的边缘拉回来

的时候，就应该想尽办法将过去丢失的部分尽全力去弥补。

艺术素质教育一直是高等院校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平

台，教育者们对其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大学生能够在这一平台中

汲取更多的能量来塑造本身文化、文明、人品、人格等的综合素

养。将京剧艺术引入这一平台，可以为大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在教育历程中的缺失及时补上重要的一课。

二、开拓视野增强底蕴

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开放的时代，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使

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欲望与能力远远超越了对于传统的认知。特

别是年轻人，拥有着创造和跟随时尚意识与行为的巨大动力。大

学生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跟风走”的意识上。社会

认知稍有停滞就会被人称为“out”了。当代的大学生手里拿着

／phone玩微博，嘴上说着流行语，耳朵里听着流行歌，身上穿着

韩国风⋯⋯新时代的美育已经完全占据了他{f】全都的审美意识。

京剧， “用那典雅的艺术形式和雅俗共赏的表现方式，塑

造了许许多多面貌一新，独具风采的艺术形象，从而散发出独特

而又浓厚的艺术韵味，体现了京剧艺术的极高的审美价值。因

此，京剧艺术凝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是民族永

恒而无价的精神财富，是世界杰出艺术财富中的一块绚丽多彩的

设，个人认为这两门课非常适合绘画专业的学生学习，原因有以

下两点；首先，“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引导学生思维创新，成

为现代素描教学改革的目标。¨这两门课程都在很大程度上训

练了学生的抽象思维、拓宽了学生的观察的方式。同时带来了学

生的各具特色的画面增加了创新能力。如教材中要求学生对实物

进行重构和形状联想，微观的观察一个事物寻找其中的变化和节

奏，同一颜色不同面积给入的不同心理反应，如何把握颜色统一

和矛盾的特殊性使画面色调统一又生动，色彩肌理与情感的关系

等等都是不同于以前的素描、色彩写生训练方法，这些均会给学

生带来更多的发挥空问，更能激发他们的潜能。其次，这两门课

程都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在教学实践中达到成熟，有章有节，有

具体的训练方式，教师也可以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自由的分配上

课内容，通过对设计生的教学的顺利进行，我认为这两门课是比

较容易适应国内美术学专业的学生。西方极为自由的实验性教学

方式对于在上大学之前都经过考前强化训练，有一点美术技能但

思维方式单一的国内美术生来说是不容易进行的，教师因为也是

在国内的美术体系中成长出来的，所以也不容易抓到教学方法。

相比较而言设计素描和设计色彩课程的教学就楣对有保障。

美术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我国的美术教育也要紧跟步

伐，一百多年几乎没太大变化的美术基础课程急需改良以适应世

界美术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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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宝。”将这朵奇葩引入高校艺术素质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打开

眼界，提高对传统艺术的认知，在追逐时尚艺术的同时也能够驻

足观望国粹艺术；在国粹艺术审美价值的感召下重新建立审美意

识，使其重新审视自身的审美取向，为打造综合的审美认知能力

奠定基础。

另外，“精英教育”也造就了大学生们只懂得本专业领域的

相关知识，丽对于专业以外的文化不仅是不知其然，甚至是认为

“不知”是理所当然。京剧，被誉为国粹，“是华夏民族的传统

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深受许多时代的人们欢

迎的文化遗产”，它并非从事京剧专业人士所独有。相反，它应

属于每一位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去认识它、了解它，是作为炎

黄子孙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就如同，中国的四大名著，并不是只

有中文专业的学生才能拥有它们，而是所有的大学生甚至全体国

入应该将它们作为基本常识和基本的文化素养吸收它们。这些代

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应该是当代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所应具

有的最基本的文化素质。那些认为“不知”是理所当然的学生们

赤裸的展示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精华文化的匮乏，是思想的放任，

是意识的浅薄。京剧，可以用其博大精深的魅力给当代大学生注

入无限的文化气质和中华民族固有的深厚底蕴。

三、推广普及文化传承

京剧讲究唱、念、做、打，也是京剧表演艺术的四顼基本

功。作为京剧演员，都要经过这四项多年的严格训练，并非一朝

一夕之事。然而，普通高校的素质教育不是致力于培养专业的京

剧演员，那是戏曲院校的教学任务，而是让更多普通的大学生们

了解我们的国粹艺术。所以，京剧艺术走进普通高校艺术素质教

育课堂，并非都是唱、念、做、打的专业训练，更多的是采取课

堂与实践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对国粹艺术的形成、发展、历史、

艺术特点等方面的认知能力，同时提高艺术鉴赏能力，陶冶审美

艺术情操，从而达到最基本的推广普及作用。正如教育部面对质

疑“京剧进中小学课堂”举措时解释说：“京剧进课堂是‘推

广’并非‘要求’”。

近期，由政府领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动在全国上下展

开。在这场“非遗”运动中，有很多专家学者都在做出努力，也

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同时，也有专家呼吁：“中国历史悠久、地

域辽阔、民族众多．决定了这场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必须要有学

术的深入研究和介入”。没错，“非遗”运动中的保护问题的确

需要大量的学术研究者们付出大量的艰辛才能完成。但是，笔者

认为在“非遗”运动中，“保护”只是其中的～部分重要内容，

另一部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就是“传承”。如何把这些中华民

族智慧的结晶行之有效的历代传承下去，让这些瑰宝永久的发光

发热，恐怕是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们应该思索和研究的课

题。

20i0年11月16日，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消息，不仅使国人更加关注我

们的国粹艺术，连世界都认为京剧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那么，

什么是“传承”?如今很多人都将其狭义化了。认为传承就是要

将“非遗”沿袭和继承，特别是那些从事“非遗”的工作者们。

比如京剧，历史流传下来的教育形式是师傅带徒弟，传授方式是

口传心授，学习内容必须是经过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的扎

实训练。这是培养“传承人”的有效方法，而并非“传承”国粹

艺术的最佳手段。当今时代，这种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发展

的教育体制。思考如何在顺应时代发展的教育理念下，又不会将

国粹艺术丢失，才是“传承”的硬道理。所以，“传承”应该是

更为广义且多样化的。

传承，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即传递：二是

“承”，即继承。广义上来讲，对于京剧的“传承”问题，首先

是“传”。我们需要先将这门艺术的文化精华传递给下～代及更

多的人，让他们先了解它、认识它，对于它至少要拥有～些基本

认知的能力，不能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虽然，“断层”现

象已经普遍存在，这就更需要人为及时地将“断层”部分填补完

好，才能使这条路平坦的走下去。人类对于一种事物的认知是有

一个过程的，任何一种事物都会经历初期的认知阶段之后人类才

会有可能对其产生感性认识上的某种兴趣，才会激发其主观能动

性更进一步的认识该事物。所以，“传”是“承”的基础。只有

薪火相传，才有可能出现沿袭继承。当代大学生是中国未来创造

辉煌的中坚力量，更是中华文化与文明传承的主要力量，他们经

过多年的教育经历，有着相当的综合文化基础，对于任何一种文

化艺术都会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只要将京剧艺术文化传递于他

们，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国粹艺术文化的熏陶，就能够将其继续传

递与传播。全国高等艺术素质教育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来说是一

个拓展视野、提高素质非常好的平台，_币Ⅱ用这一平台，京尉艺术

可以得到最直接最广泛的传递效果。正所谓，“师者，所以传道

授业解惑”，艺术素质教育者们应该承载着传播京剧艺术的责

任，而高校则是应该为师者与学者搭建这一传道的舞台。使京剧

艺术知识推广普及，文化传承深远。

四、中华积淀文明砺人

大学时代是学生们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

期，传道授业解惑对于他们固然重要，但是对于价值观、人生观

和世界观的正确弓{导则是更为关键。它们是将文化得以高度实现

的重要保障。京剧之所以被称之为国粹，是因为其本身凝聚了中

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出的文学、历史、音乐、表演、舞台、

乐器、唱腔、服饰、化妆等多方面的文化，蕴含着极大的中华文

化与文明。在这样一本中华文化的精粹中学习，学生们可以酣畅

淋漓的感受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更可以身临其境的感知中华文

明之斑斓璀璨。

“人类的任何文明都是其价值观的体现和表达”，中国京

剧艺术拥有2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教育者

们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文化中渗透的文明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能够培养中华气

质、中华品质、中华入格。

京剧，中华之精粹，文化之瑰宝，传世之精品，需要传承，

可以砺人。艺术素质教育，素养之云集，人才之摇篮，教育之重

地，需要经典，可以育人。将京剧引入普通高校艺术素质教育能

够使经典文化传承，千年文明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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