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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京剧以它独特的魅力享誉全
世界，被世人称为中国的国粹。在全社会倡导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的今天，京剧艺术走进了我们小学音乐课堂。近日，“全国第
二届音乐艺术课改观摩活动”在园区星海学校隆重举行，共有
400多名教师前来参加了此次观摩活动，本次活动意在推动和
探讨艺术课的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 我有幸成为此次活动的
上课老师，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我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以“京
剧”作为次活动的课题。

一、京剧艺术走进小学课堂的重要意义
虽然京剧自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完全脱离徽调而独立

在戏坛上只有二百多年，但它形成的历史悠久，生活的土壤深
厚。从京剧的形成、发展来看其特征：京剧集百家之长，纳百家
之川。 譬如，京剧的身段表演各式主要出于昆曲，京剧的服装
是参考了唐、元、宋、明、清几个朝代的服饰而制定的；京剧的
行当吸收了昆曲、汉调的分行等。 从艺术角度来解释，京剧是
一种舞台表演形式，由演员表演故事，集舞蹈、歌唱、说白、音
乐、武术，甚至杂技于一体的综合艺术。 它集视觉艺术和听觉
艺术于一身，是土生土长的神州沃土的奇葩，是炎黄子孙劳动
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京剧不仅深受广
大观众的喜爱，在国外影响也很大。 当年，梅兰芳先生将京剧
传入美国时， 美国某大学曾把是否欣赏过中国京剧作为考察
学生文化知识程度的标准之一， 可见京剧在外国人心目中的
地位。我们在沉醉于京剧艺术的辉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京剧
艺术可持续发展所存在的危机，现代生活的冲击、听众的音乐
审美水平及倾向、观众面的狭隘，尤其是孩子对京剧不感兴趣
等，都直接影响到京剧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如果京剧不作为一
门艺术而存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那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今
天，即使是国粹也同样会受到自下而上的威胁。许多音乐教育
者正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在小学阶段就在新的课改
课堂中引进京剧艺术的欣赏， 其目的不仅在于弘扬民族传统
文化，更是为中国京剧的继承与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二、京剧艺术教学牵手信息技术走进小学音乐课堂
在选取本次活动的课题时，我一开始并没有选择“京剧”

这一课题，主要考虑京剧对于三年级的小学生是否太深刻。因
为京剧欣赏教学的要求与一般民歌欣赏、 器乐欣赏的目标差
异不大，只是曲调不同，学生没有从欣赏京剧的角度欣赏；学
生不了解京剧的形成与发展，没有基本的京剧知识，所以他们
看不懂也听不懂京剧，无形中就远离了京剧，无法和老师形成
共鸣；儿童的精力旺盛，喜欢活动而且形象思维占优势，所以
让学生静下心来欣赏冗长的唱腔和难懂的唱词并理解其人物
形象有一定难度。但是最后让我决定以“京剧”为课题，是我想
尝试借助信息技术这一手段， 用一种专业和游戏娱乐的混合
式让京剧艺术走进低年级学生， 让他们感受和体会我们祖国

的国粹。
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 由于自己对京剧的了解不是很透

彻，因此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上网查阅资料，走访京剧、戏剧
老师并欣赏京剧影音资料。 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艰苦并丰
富多彩的，通过这段时间，我增长了很多知识并拓宽了思维和
视野， 最重要的是让我真实和深刻地体会到做一位音乐老师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需要广博的知识、灵活的思维和高度的
艺术修养。正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充分准备，使我对这节课充满
了自信。但是上课需要的是互动，光老师讲京剧不能达到上课
的要求和效果。 因此在课前我除了请学生先自己查找一些关
于京剧方面的知识作为一个初步的了解和铺垫外， 我还借助
了信息技术手段，力求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京剧走进音
乐课堂，深入学生的心灵。

三、通过信息技术，让京剧艺术根植音乐课堂
有研究表明： 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

觉，这两个加起来就有94%。 还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
觉，1%来自味觉。 还有一项是关于知识保持即记忆持久性的
实验：人们一般能记住自己阅读内容的10%，自己听到内容的
20%，自己看到内容的30%，自己听到和看到内容的50%，在交
流过程中自己所说内容的70%。 这就是说，如果既能听到又能
看到，再通过讨论、交流，知识的保持率将大大提高。多媒体技
术正是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技术及多维动画技术于一体
的多源信息载体，因而对于音乐教学的适应性非常强。通过多
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声与画在课堂上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增强
了教学的趣味性，又拓展了教学空间，其对学习积极性、拓展
知识面等都可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我在上这节课的过程中，
单纯地用语言和板书的形式来授课，效果可想而知，既不能激
发学生的兴趣，又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最后京剧这一艺术
形式根本无法让小学生接受。相反，我借助了信息技术这一载
体，通过声、画、音、动的结合，不仅让学生了解了京剧，知道了
京剧的一些基础知识，更紧密结合“做”、“打”两种行当并借助
信息技术的手段予以呈现， 因此， 整节课给学生的感受是好
玩、有趣、生动、灵活。 因为我不仅让学生感受了京剧，体验了
京剧，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技术这一载体让学生走进了京剧。

此外， 北京师范大学的杨立梅教授对于这节课作了详尽
的点评。除了高度的肯定以外，也对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
议，总体来说，这节课内容很丰富，但是给学生的东西太多，应
该再往深度挖一挖，从点上下工夫。 对此我深表感谢，这是我
本次活动的又一大收获。

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殿里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
珠，为了这颗明珠的色彩永远亮丽，我们每一位音乐教育工作
者都有责任为京剧艺术进入课堂， 为京剧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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