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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课堂中京剧教学的创新措施

陈荣辉

(浙江省海宁中学，浙江嘉兴314400)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丰富多彩，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颗璀璨明珠，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值得我们去传承与发

展。虽然传统音乐在如今的高中音乐教材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但尚未被学生很好地接受。高中音乐课堂中，要开展好京剧教学。需要创

设情境，营造氛围，可以尝试以流行音乐为桥梁，激发学生对京剧的兴趣；可以利用新媒体开展教学；注重学生京剧表演实践。通过一

系列创新教学措施．让京剧艺术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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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艺术宝

库中熠熠生辉。尤其是中国的戏曲，对我国传统艺术的

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作为中国“国粹”的京剧，不

仅在我国享有极高的艺术地位，也深受外国友人喜

爱。

笔者从高中音乐课融入京剧教学的必要性着手分

析，再从现实出发，分析京剧教学的现状，结合笔者在

课堂教学中的创新措施和相关教学案例，探讨如何提

高学生对京剧等中国传统音乐的接受度和喜爱度。从

高中音乐课堂的点滴转变做起，最终激发孩子们对民

族传统音乐的热爱之情，并主动将传统音乐传承发扬

下去。

一、高中音乐课融入京剧教学的必要性

f一1是传承与发展传统音乐的需要

纵观历史长河，京剧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

形成，要从清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开始说起。道光

二十年至咸丰十年间(1840～1860)，徽戏与秦腔、汉调、

昆曲、京腔合流，还借鉴了一些地方民间俗曲，经过不

断的交融、创新，最终形成京剧。1917年后，随着时间

的沉淀，京剧这一“国之瑰宝”由成熟期走向鼎盛期。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京剧旦角名伶评选，经

由读者投票，选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苟慧生为

“四大名旦”，该事件也是京剧走向鼎盛的重要标志。

2010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在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京剧

这门艺术的、保护更加迫在眉睫。虽然党和政府加大了

扶持力度，切实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

不少问题。首先，京剧本身的新剧目创作还不够活跃和

多样，缺乏能反映这个时代且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其

次，京剧创作人才严重匮乏，观众也比较少；此外，很多

地方的京剧演出团体缺乏固定的演出场所，市场营销

能力差。而在快节奏、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若不能很好

地解决以上问题，不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不能满足大众

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等待京剧的，恐怕就是成为

曲高和寡的空中楼阁。

因此，传承传统文化、发展传统音乐需要从孩子抓

起。如今，“京剧进校园”已在不少地方实现了，教育界

也做着诸多努力，将民族音乐的精髓点滴渗透在教材

中，希望孩子们从小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继而为传

统音乐、传统经典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二)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需要

新《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要弘扬

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要求普通高中音乐课程的教

学内容应以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和反映近现代

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优秀音乐作品为重点，增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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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感。在高中音乐课堂中开

展京剧教学，能让学生在走进“国粹”殿堂，在感受京剧

艺术魅力的过程中，更加热爱民族音乐，从而培养起他

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感。

(三)是提高学生音乐素养的需要

京剧集音乐、舞蹈、文学、美术、服饰、脸谱等众多

艺术元素于一身，表演形神兼备、声情并茂，拥有丰富

的审美内涵。在高中音乐课堂中开展京剧教学，能提高

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平，增加他们的艺术修养，从而迸一

步提高其音乐素养。此外，高中生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

力，音乐能陶冶他们的情操，释放他们的压力，而聆听、

学习京剧也能使他们的视野得到开阔，心灵得到浸润，

心情得到放松。

二、京剧教学的现状

(一)学生对传统音乐缺乏兴趣

尽管“京剧进校园”已在不少地方推开，但教学现

状并不令人满意。在高中音乐课堂教学中不难发现，学

生们热爱音乐但并不怎么热爱音乐课，尤其对京剧等

传统艺术缺乏兴趣。在他们看来，京剧是尘封在旧时光

里的老一代人的记忆，过于复杂多变的表现方法、晦涩

难懂的曲调和台词等让他们望而却步。而且现在的高

中生大多是“00后”，受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大环境影

响，他们的思想观念跟老一辈人截然不同，他们对京剧

这门雍容华美的传统艺术缺乏兴趣。因此在实际的京

剧教学中，许多学生心不在焉，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只

有极少数能认真听讲。

(二)高中生整体音乐素养不够

许多高中生对京剧知之甚少，当前高中生整体音

乐素养不够，艺术欣赏视野狭窄的问题凸显。主要有如

下原因。首先，学生的音乐基础较差。受应试教育等现

实因素影响，音乐课长期以来难以得到真正的普及与

重视，特别是农村学校音乐师资更为缺乏，教学水平较

低，相当数量的学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造成

学生音乐素养不够。其次，音乐课课时较少，高中生课

业负担重。目前，高中音乐课为每周一节，但实际教学

中仍无法保证开足课时，甚至存在高考科目抢占音乐

课的现象。音乐教学被忽视，使学生的音乐素养无法得

到充分的培养和提高。此外，学校还存在和音乐相关的

教学设施不足的问题。因音乐课不受重视，有些学校没

有独立的音乐教室，多媒体、乐器、音响等硬件设施得

不到保障，更加不利于音乐教学的开展以及学生音乐

素养的提高。

(三)传统教学方法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

在京剧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求具有深厚的传统音

乐素养，能旁征博引，将学生带入京剧艺术的海洋，还

要求能创新教学方法，满足当前学生的需要。京剧作为

一门博大精深的戏曲艺术，要在几节课中把它的方方

面面全部呈现给学生是不可能的，而且一味照本宣科，

过多普及枯燥的知识点，只会让学生感到乏味。但如今

的高中音乐教育环境相对封闭，教师提升自我的动力

比较缺乏，这也导致京剧教学内容缺乏新意和活力，教

学方法陈旧、形式单一、教学手段落后，使得学生严重

缺乏学习京剧的兴趣。

三、高中音乐课堂中京剧教学的创新措施

为改变现状，通过多年教学反思和总结，笔者在高

中音乐课堂中运用了一系列创新措施，如将流行音乐、

新兴媒介等引入课堂，增强学生创新意识；重视学生音

乐实践，提高他们的课堂参与度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一)以流行音乐为桥梁

虽然音乐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但是音乐

课本上的知识和流行音乐其实是一脉相传、并行不悖

且息息相关的。流行音乐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旋律生

动明快，歌词琅琅上口，容易引发学生的关注和共鸣。

因此，可以尝试以流行音乐为桥梁，使学生自然而然地

对京剧产生兴趣。

场景一：

在《京剧大师梅兰芳》一课的教学中，笔者发现，学

生们对课本上京剧《贵妃醉酒》选段“海岛冰轮初转腾”

并未表现出很大兴趣。但笔者一点开李玉刚的流行音

乐京剧《新贵妃醉酒》表演视频，同学们的注意力瞬间

就被吸引。李玉刚的唱腔高亢嘹亮、甜美悠扬，特别是

配上华美的反串扮相，大气的场景，古典的舞蹈，给学

生以强烈的听觉、视觉冲击，让他们不知不觉对京剧这

门艺术产生了好奇，也渐渐领略到京剧艺术的魅力。

因此，借助流行音乐开展京剧教学，创设教学情

境，渲染氛围，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

(二)重视学生音乐实践

教师、学生、教材是课堂教学的三要素，教师应创

新、合理地使用教材，围绕学生这一主体开展教学，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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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充满活力的音乐课堂。为充分发挥学生的音乐课堂

和课外实践主体作用，笔者决定从基础知识的掌握开

始抓起，引导学生从倾听者变为讲解者。

场景二：

同样是在《京剧大师梅兰芳》一课的教学中，有·

位调皮的男孩子一直无精打采。为了让学生集中注意

力，笔者没有直奔主题进行讲解，而是提问：“谁能跟老

师和同学们交流下自己对京剧和梅兰芳的认识?”在听

完几位同学角度不同但各具新意的发言后，笔者请这

位男孩子作答。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起课本照本宣科，

笔者笑着说：“我们想听听你个人的观点，没关系，言之

有理即可。”这位男同学一脸不屑地说：“在我的印象

里，只有我爷爷奶奶喜欢看中央11台戏曲频道，跟着

咿咿呀呀。我们都管京剧叫‘老戏’，觉得它很老土，除

此以外没有什么了解。”笔者对他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作了肯定，并对同学们说：“对一样事物有更多了解才

有更多的发言权，同学们课后有空时多去搜集一些京

剧的相关资料，下节课我希望听到更精彩的发言，可以

吗?”在后来的课上，这位男同学主动举手和我们分享

他的最新收获。他声情并茂地介绍了梅兰芳的生平和

代表作品，并为自己之前由于对京剧了解不足而对京

剧持否定态度感到羞愧，他说：“我回去也听了一些京

剧的著名唱段，我觉得还是挺有味道的。”听着他们真

切的话语，笔者发现同学们参与实践后，观念已经开始

改变，从最初的不想了解到现在的颇感兴趣，他们的心

灵离中国传统音乐近了许多。

由此可见，高中音乐课堂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

模式，让学生自主搜集相关资料，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

见解，从而真正遨游在音乐海洋，师生均能获益良多。

(三)让学生亲身实践感受京剧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后，同学们加深了对戏曲的

了解，在此前提下，笔者决定让学生亲身实践感受京

剧，让他们参与到京剧的传承与创新中来。

场景三：

在京剧教学的收尾阶段，笔者将学生分为几个五

人小组，将他们带到室外，给他们一节课的时间，要求

组员分工合作，最终创作出一个与戏曲相关、时长为四

五分钟的表演。笔者为他们录下演出小视频。在该活动

中，学生们的表现力和创新能力让人惊喜，有学生在短

短几十分钟内排出了新编京剧小品，例如将京剧“四郎

探母”结合现代元素进行叙述，台词让人忍俊不禁，但

其中蕴含的骨肉亲情、国仇家恨等情感依旧得到了很

好地表达。有的虽然曲调不够标准，但他们对传统音乐

的热情和创新意识值得肯定。

此外，可将流行音乐、新兴媒介等引入高中课堂进

行京剧教学，本质上并不是脱离教材，而是借助外物，对

教材内容进行合理利用和创新，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这种创新的观念不仅应该是教师所要坚持的，更应

该灌输到学生的思维模式中，因此要重视学生在音乐课

堂里的创新实践，并通过实践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四)收获的成效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笔者发现学生们对京

剧越来越着迷，不但在课堂上能聚精会神地听讲，而且

在课外也时不时会哼唱几句京剧，甚至主动要求笔者

在课堂上播放一些经典的传统京剧剧目。而且他们从

中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如《颓贵妃醉酒》这

首流行音乐京剧的歌词不仅浅显易懂，而且有很深的

文化内涵，如“金雀钗玉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出自

《长恨歌》中的“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而

这又能帮助学生理解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相关内容，实

现学科间的共通。

通过上述措施，学生从不了解京剧，不愿了解京

剧，到对京剧产生兴趣，再到努力学习京剧，一点一滴

地进步，效果越来越显著。在高中音乐课堂上，他们热

衷于交流音乐知识，在倾听他人见解的同时开阔自身

视野，也观看了自己的京剧演出小视频，发出阵阵欢

笑。在参与创新音乐实践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对中国传

统音乐有了更多了解，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还有效

释放了内心压力。

《乐记》里面说：“乐者，德之华也。”在教师的正确

引导下，传统音乐定能重新绽放光彩，激发学生们对音

乐和生活的热爱，促进他们的个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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