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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京剧艺术 提高语文素养
王培红

（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镇九年制学校二道村小学，吉林 蛟河 132513）

[摘 要] 践行新课程，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借鉴京剧这一国粹艺术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从京剧的唱词中

学习丰富的文学知识，加强古典文学修养。在语文教学中借鉴京剧艺术，具有多重意义。它可以拓展课堂的容量，使

学生深入理解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特征；可以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文化背景，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可以强化学生的

记忆，加强对古典诗词的积累，丰富古典文学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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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剧进课堂”的文化意义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提倡素质教育这一点已毋庸

置疑。2007年5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艺

术教育活动的意见》，进一步对学校艺术活动加以规范和引导，

体现了对学生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密切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京剧进课堂”的提出的确有着多重意

义，众所周知，京剧被称为“国粹”，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的瑰宝。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传承文明，时刻不忘自己是炎黄子

孙，让民族的文化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这对

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每个中国人的文化素质都是大

有裨益的。

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在韩剧和欧美大片的影响下，我们

这一代的中学生常常以为外国的文化才是最先进的文化，这里

面固然有着时尚的潮流在起作用，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不够，宣

传不够，恐怕也应是一项重要原因，学生不知何为传统文化，一

提京剧，常常觉得它高深莫测，晦涩难懂。实际上，我们只要善

于引导，学生是会逐渐了解并喜爱我们本民族的文化艺术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弘扬京剧艺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此外，在新课程标准中，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笔者认为，适当地借鉴京剧这一国粹艺术可以提高学生的古典

文学修养，从而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高

水平的语文能力。

2、从京剧的唱词中学习丰富的文学知识，加强古典文学

修养

从京剧的传承来看，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清戏曲。我国

古典名剧如《桃花扇》、《牡丹亭》等，其诗歌一般的语言，令一代

又一代的读者痴迷其中，爱不释手。从这一角度来看，学习京

剧，可以增强对古典诗歌的领悟力。我们新课程长春版的初中

语言教材选用了大量古代诗歌，从这一意义上说，“京剧进课

堂”必将激发同学们学好古典诗词的热情，而学好古典诗词则

是提高学生语言素养的重要表现之一。

如京剧《甘露寺》中，孙尚香在与刘备成亲时的著名唱段

“龙凤呈祥”中的唱词：“昔日梁鸿配孟光，今朝仙女会襄王。”头

一句就充满了浓厚的古典文学情韵。想当年，西汉梁鸿与孟光

举案齐眉，传为佳话；想当年，王勃在他的名篇《滕王阁序》中挥

笔写一了“窜梁鸿于海曲，非无圣主”的千古名句……随着旋律

的响起，萦绕耳边的仿佛已不仅仅是“龙凤呈祥”，它带给我们

的是古代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

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当然，它的唱词的典雅和丰富的文学

性只是京剧艺术的冰山一角，但是，这就足以使我们在语文教

学中加以借鉴了，我们从中学到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手法，并把

它有意识地用到阅读和欣赏中去，从而丰富自己，增强每一位

学生的文化底蕴。

3、京剧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3.1借鉴京剧艺术，可以拓展课堂的容量，使学生深入理解

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特征。结合初中语文教材对学生学

习《水浒传》的要求，我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购买并阅读了古

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在赏析《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精彩章

节时，我让学生看了京剧《野猪林》中的林冲的著名唱段《大雪

飘扑人面》，唱词的不段展开，林冲的形象更加丰富具体了。而

且，这段唱词有着鲜明的艺术艺境，把风雪和人物的悲凉的心

情完美的结合起来。这，对于听惯了流行歌曲的同学来说，感

到新鲜而有趣，同时，对林冲的理解更加深入了。学生们懂得

了林冲的处境，从而深刻地理解了小说“官逼民反”的主题。

3.2借鉴京剧艺术，可以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文化背景，加深

对作品的理解。在学习曹操的《短歌行》这首诗中，我让学生看

了京剧《横槊赋诗》，其中的唱段《自起义兵把贼来讨》一段让学

生充分地感受到了曹操的不朽功绩，曹操平定的北方，他的不

可一世，他的狂妄的心理，都通过这一段唱词鲜明地表现了出

来，这一段是对诗歌创作背景的一个有力的补充，看过以后，学

生都说，看来，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形象刻画是有着作者个人

的色彩，曹操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3.3借鉴京剧艺术，可以强化学生的记忆，加强对古典诗词

的积累，丰富古典文学的文化底蕴。著名作家迟子建在散文

《看花的姿态》中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传统文化的根基

浅，缺乏琴棋书画的浸染，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刻。为

什么我们可以写出好看的作品，却难写出有大品格的作品？我

想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底蕴还不足，境界还不够深远所致的。”那

么，我想，要丰富文化底蕴，渠道固然很多，而学习我们的古典

京剧则是很好的一个途径，他把古典诗词和音乐紧密地结合起

来，学生在欣赏的同时，就在心灵中浸润了古典文化的营养，这

真是一举多得的事。

在学习李清照的词《声声慢》时，有的学生对这首词的领悟

不够深刻，在背诵时怎么也背不好，为此，我给学生播放了京剧

《李清照》中的《声声慢》一段，学生被那优美的旋律深深的打动

了，不少学生在听了几遍之后，竟然也能记住曲调，会唱这段京

剧了，那么，背诵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这一事例足以说明，京

剧的内容，只要选择得当，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从而

让学生在欣赏和快乐中学习，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新课程背景下，在中小学语文教学

中，京剧宝库中可以借鉴的资源是很多的，只要善于发现，做有

心人，树立大语文观念，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既

弘扬了国粹艺术，又加强了语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接

受传统文化，从而真正地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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