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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京剧走近我们的孩子
黑龙江省黑河市天骄幼儿园徐丽娟

【摘要】京剧被称为“国剧”，是中国的国粹，更是我国传统戏剧文化的代表，京剧包含了很多历史文化和民

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接触、感受京剧的魅力，培养他们接受传统文化的思想，提高幼儿对

音乐欣赏、理解及感受和表达能力，同时也是为了给京剧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其能够更广泛更有效地传承

和健康发展。增强孩子们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使命感，提升国学气质和文化修养。将祖国的京剧艺术给幼儿

园的孩子们以启蒙，是幼儿园教师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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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戏曲艺术宝库中，京剧艺术独领风骚，一直受到人们喜爱，是我国300多个剧种中最具影响力

的大剧种，被称为“国粹”，是对外介绍、传播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媒介。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接触京
剧，感受京剧的魅力，能有效提高幼儿对音乐欣赏、理解及感受表达的能力。

一、京剧进校园的意义
2008年3月，在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等全国10个省市开展了“京剧进课堂”的试点工作。在不断

的争议和实践中，2010年l 1月16日，京剧成功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大事件，让人

们认清了保护京剧的重要性和进入校园的意义。

1．京剧进校园，为的是更好地保护和宣传、传承和弘扬
京剧申遗，是挽救国粹的办法之一。戏曲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表演者基本没有什么外在的手段

可依傍，只有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功全在身上。当今多元文化兴盛，戏曲艺术夹缝中求生存，这是严峻的
现实。京剧进校园，特别是从幼儿园抓起，是为了给京剧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其能够更广泛更有效地传

承和健康发展。从娃娃抓起，打的是先锋战，增强孩子们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使命感。

2．京剧进校园，有利于挖掘天赋，发现优秀人才

有些学生可能本身具有戏曲演唱和表演天赋，可是没有戏曲氛围供他们营养。家长平时注重的是琴棋

书画的培养，忽略或者没有意识到孩子这一天份。京剧课，可以发现这样的人才，同时也能为孩子拓宽艺术
领域，吸引他们去发现更广阔的艺术天地。

3．京剧进校园，有利于国学气质的培养和文化修养的提升。

京剧凝聚了儒家精华思想，如忠孝仁义、爱国主义、家庭伦理等。我们在大兴国学文化、孔孟之道的同

时，不能忽视京剧也是一种传统文化。幼儿在接触、了解和学习的同时，能提升自身的文化气质修养，潜移
默化地继承优秀的中华文明礼仪，养成谦谦君子之风范。京剧进课堂的同时，其他优秀的剧种也可以因地

域习惯、人们的性格爱好等进入到课堂中，丰富我们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综合审美能力。
二、教学目标设立要明确

关于教学目标的设立，可以结合自身教学特点，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接受能力人手。京剧系统知识厚

重，作为老师，要拎得清“戏曲进校园”的目的是什么：从娃娃抓起，培养一批校园戏曲艺术爱好者，让孩子
从“初步了解”到“产生兴趣”，再到“乐学乐唱”，提高幼儿综合素质，丰富校园文化。对于初入门的幼儿来
说，要有一个阶段性的培养和指导。

首先，调动兴趣，通过轻松愉悦的辅导方式普及京剧基本常识，可以观看同年龄段孩童的戏曲表演视
频，且要有音画美要活泼动感，幼儿的兴趣被激发，教学效果会事半功倍。

其次，了解并尽量掌握京剧艺术独特的唱腔技巧(也就是京腔京韵)。可以通过模仿、找窍门来摸索并

找到演唱的技巧，这需要教师很好地鼓励和引导。除了演唱的韵昧，切记还要引导孩子唱准旋律。音准更是

京剧韵味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用更直观更容易被他们接受的手段帮助其掌握音
准，我一般采用“画音高”的方式。

三是能够表演一些简单的唱段，让孩子们感受到京剧的美。戏曲程式化动作，是无数位大师戏曲前辈

精雕细琢后沿习到今天的。我们传承文化，也要遵循经典，尊重戏曲艺术家们的呕心沥血，唱演结合，达到
令人满意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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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式要行之有效

要想让戏曲走近孩子，我们这些非专业的指导者，自身必须具备能够完成戏曲教学的能力。首先是专

业能力，唱功和身段表演可以就近学习，拜会专业教师或资深京剧票友，也可以借鉴网络京剧教学视频学

习。其次是教学能力，让孩子多看多听是一方面，教学方式要适合幼儿实际，采用故事理解法、游戏法、角色
表演法、评价与鼓励法、请教与展示法。耐心细致的引导，不厌其烦的教学，戏曲的韵味就在老师的字字斟
酌里，就在老师的口传身授中。

京剧教学还应有机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中，为幼儿创造可学习、可表演的机会和舞台。特定的时期创

设特定的戏曲环境氛围，如版块区间的戏曲类文化布置、轻快的京剧音乐上下课铃声、适时播放戏曲动画

片、幼儿戏曲表演视频、编排戏曲舞蹈等，通过一些综合活动，对幼儿渗透戏曲学习。只要我们用心动脑，挖
掘幼儿学习兴趣，引导他们乐于学习，孩子们就是别具一格、具有京剧气质美的娃娃。

四、京剧进校园的策略

让孩子热爱京剧，最好先把他培养成一个戏迷。可能只是看到一个美好的画面，听到几句上口的京腔，

就喜欢上这个剧种，大多戏迷就是这样产生的。
1．有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努力的方向，首先是想方设法让孩子不排斥，去接受，然后喜欢。京剧和其

它剧种正所谓是“唐三千，宋八百”，大多都是根据名篇名作创编的，带有丰富多彩、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

孩子喜欢听故事，那么围绕教学目标，利用一定的音画时尚感官刺激，让他们在了解剧情的基础上去学习，
就抓住了他们的兴趣点。

2．选经典

唱段选择上，我们要让孩子接触经典。经典是“历经岁月洗礼而留陈，纵数百年而流传”。一般来说，一

出经典剧目，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创编才传至现今，是智慧的凝结和精华，经得住推敲。以京剧梅派

为例，集京剧旦角艺术的大成，音色纯净饱满，适合幼儿学习。曲目选择上，可以降低难度，选择一些流传广
泛、曲调优美的京歌，如《梨花颂》《说唱脸谱》等；经典唱段可选择《穆桂英挂帅》《贵妃醉酒》《包龙图打坐开

封府》和现代样板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打虎上山》等。

3．三结合

(1)欣赏与剧情介绍相结合
我国戏曲剧种繁多，流派纷呈，除京剧、昆曲属全国性剧种外，其他都属地方戏。我采用欣赏与剧情介

绍同步进行，先把故事讲给幼儿听，再把整段唱分几小段让学生来欣赏。讲一段故事，听一段唱腔，同时可

以穿插一些表演或演唱，这样，幼儿就不会觉得沉闷、枯燥，相反会觉得戏曲学习也很有意思。
(2)学唱与表演相结合

戏曲中拖腔演唱是最大的难题，一字多音，幼儿会觉得枯燥。因此要特别注重学法指导，把学唱与动作

表演相结合。如有两个拖腔的地方，指导学生在演唱时加上画圈圈动作，左一个圈圈配一个拖腔，右一个圈

圈配另一个拖腔，最后双手用手指点一下。这样，孩子能很快掌握方法，并能完整地唱好它。幼儿本身就爱

动，这种边唱边表演的学唱形式，他们感兴趣，学唱积极性就提高了。
(3)范唱与视频相结合

在戏陷教唱中，教师要敢于给孩子示范表演，更容易吸引幼儿，觉得自己的老师很神奇，起到激励的作

用。戏曲是视听完美结合的艺术，唱腔、服饰、脸谱、道具，无不体现出戏曲艺术的魅力。因此，在教学中，我

常采用教师范唱与视频视听相结合的方法，让幼儿身临其境，融人其中。我们也许无法带学生真正走进戏

院，但能充分运用现代媒体创设舞台效果，让他们真真切切地观看，明明白白地欣赏。
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给孩子传授到什么程度的戏曲知识和能力，作为教师，一定要有戏曲

的积累和底蕴，至少应该掌握一两段耳熟能详的戏曲唱段及表演，教学中才不致于无从下手，底气不足。希
望我们这些最基层的幼儿教师们，能成为传统戏曲文化的启蒙者，让祖国的戏曲文化艺术陪伴孩子一路走

下去，一路传承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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