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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晖点评】

初看《梨园百花》的课题，以为是在一节课介绍多种中国戏曲，而郑老师只选取了我国国粹

京剧和我省地方的花鼓戏组材教学，以点带面让学生了解中国戏曲音乐的特点，本人认为这种处

理很好，也正如郑老师在教学反思中提到的是经过反复思考和多次实践后才做的如此修改。“实

践出真知”，我想如果一节课将五个剧种放在一起蜻蜒点水般的教学，对于高中学生来说，既留

不下太多的印象，也难以引发欣赏的兴趣，更不能激发他们对祖国戏曲艺术发展问题的思考，教

学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了。

这是郑老师精心设计的一堂课，其一，课的结构合理，详略得当，京剧为主讲内容，花鼓

戏略讲。其二，教学内容丰富，特别是对京剧相关欣赏常识，涉及京剧的形成与发展、京剧的行

当、京剧的表演形式、京剧的伴奏乐器、京剧的脸谱以及京剧的唱腔等方面，介绍得非常全面。

其三，教学方式灵活多变，京剧欣赏、老师表演、学生参与表演、师生共同探讨等等，同时，还

以比较的方式，总结了京剧和花鼓戏的表现特点，让学生在参与表现中体验与表现了戏曲，还了

解了各戏曲的特点。其四，教学设计的表述清晰，且严谨和规范。

如果说仅从郑老师的教学设计来看，应该是一个较完美的教学设计。但如果作为一节高中

戏曲欣赏课来实施教学，可能还有些问题值得探讨。郑老师这节课的主体内容是京剧。京剧是中

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音乐教材中都有相关内容的体现。由于

小学、初中和高中的音乐学习基础不同，学习特点也有较大的区别。对于京剧内容的学习应该是

有所区别，从内容的组织到教学方式的选择，都应该体现其学段的教学特点。而恰恰现在的音乐

课堂对于京剧的教学，已较少有学段的区分，小学、初中、高中，基本都是从京剧的相关欣赏常

识组织内容，行当、表演程式、脸谱、唱腔、伴奏乐器，教学的区别只是有的讲得较全，有的只

重点选其中几个内容进行教学，或所选的欣赏剧目有些不同。本人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京

剧内容教学的方式，给了学生最基本的京剧欣赏相关常识，对于学生今后欣赏京剧是一个入门教

学，应该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这种京剧欣赏的入门知识学习，放在哪个学段比较好，是小

学、初中，还是高中?各版本教材上，对于戏曲内容的教学也没有明显的一个目标要求，甚至在

教材呈现的相关内容上也区别不大，没有给一线的老师一个明确的目标指导。这也导致了现在的

在京剧内容教学上学段目标体现不明，甚至三个学段相关教学的教学内容擂同的现象。戏曲内容

教学到底如何体现各学段的学习特点，使之在教学目标的设定和教学内容的组织上体现出学习梯

度，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

戏曲离学生的生活较遥远，尽管我国的戏曲艺术丰富多彩，但都难以引起学生对中国戏曲

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兴趣，应该是此类教学中较为重要的一方面。小学生的兴趣点在哪里?一般

来讲，小学生理性不够，感性有余，他们不会因为知道戏曲的相关知识，就会去欣赏戏曲，而只

有当他们对某种戏有一点兴趣，可能才能引起他们一些关注，才有可能走近这种戏曲。如何激发

学生对戏曲的兴趣?小学生对故事很感兴趣，而中国戏曲主要是以戏曲表演的形式讲述故事，且

有些故事是学生非常熟悉的，如《三国演义》《杨家将》等。让学生知道用戏曲讲故事的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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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引发其对戏曲的兴趣，我想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即先讲某唱段所表现的故事情节，再让学

生欣赏，所欣赏的片断中涉及到了相关常识，再顺带给学生介绍，不求全，不强调，但求有用，

必须采取“有意无意”的方式，不要冲淡了学生听戏的雅兴。

到了初中学段，学生的思维特点不一样了，这时的戏曲内容教学，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一些

相关欣赏常识，让学生对戏曲有理性的认识，也更利于他们积累相关欣赏经验。

高中的音乐学习又不同于初中的音乐学习了，如果在初中是让学生知道点什么，那么在高中

应该让学生思考为什么?高中戏曲内容的教学，不仅是戏曲相关常识的又一次学习，更应该将教

学的重点转向对某戏曲更深层次的了解，以某一方面为切入点，以点带面了解一种戏曲的艺术特

点，以及对这种戏曲发展现状和方向的思考。如果是京剧的欣赏，可从唱腔切入，探讨京剧表现

的艺术特色，欣赏各流派的代表作品，以比较欣赏的方式，引导学生对各流派京剧艺术的表演进

行评价，同时也可师生一起探讨京剧发展的相关问题，等等。应该给学生一些可能思考的空间，

让他们能对这门艺术形式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当然，课的前部，以活动的形式对京剧相关常识

进行复习回顾，也是很有必要的，且也能活跃课堂气氛，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

借郑老师的课，谈了本人于戏曲内容教学如何体现三个学段层次的粗浅想法，供同行探讨。

f上柳页，
新课标下的音乐教学目标设计不是静止的蓝图、僵死的教条，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体现的

是发展的观点。所以，我们在预设三维教学目标的同时，必须留有生成的空间。预设只是一个基

于学生最近发展区和学科内容的框架构建，最终实现的课堂教学目标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师生

的互动交流生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学习主体，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人，

他们原有的经验结构使课堂教学呈现出丰富性、多变性和复杂性，导致教学“意外事件”的时常

发生。这时教师不能主观武断地批评或无视学生的体验，而应发挥自己作为教学组织者、引导者

和促进者的作用，及时调整预设的教学三维目标，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形

成积极的学习氛围。这些即时生成的问题虽然表面上影响了课堂的预设内容，但经过教师的灵活

处理却变成了课堂教学的新资源，彰显了教学生成的动态美。因而，在制订三维教学目标时，在

注重预设的同时，一定要留有生成的空间。

美国教育学家布卢姆认为：有效的教学始于知道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课堂三维教学目标

规定了教学内容的设计，影响着教学策略的选择，是实现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前提基础。所以，对

课堂三维教学目标制定策略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研究的问题。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2011年度单位资助教育部规划课题批准号FHBll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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