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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探讨
2012.5课外阅读

活动要求：学生自行组合。围绕“逆反心理”“追逐流行

风”“追星”等心理现象，设计情景，表演。

设计意图：实现“知行一致”。通过自导自演的活动，让学生

在活动中明理，明理中亲行。深化课堂教学，完成教学目标，达到

学以致用的目的。
5.活动五

青春畅想

活动要求：每组同学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诗词、名言、漫画、

诗歌、谚语）等畅想青春。

设计意图：升华感情，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

七、说版面设计

 青春故事—正常的心理

现象 
 

逆反心理—正确对待 
 

追逐流行风—正确追风 偶像崇拜—不能盲目 
 

2008年2月2日，教育部办公厅通知要求，在北京、天津、黑龙

江、上海等十省市的20所中小学校，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工

作。由此引发公众对京剧进入中小学课堂后的讨论和质疑。

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的总和，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物质成就和深厚的思想内蕴，渗透着

中国人的哲理和智慧，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断缺失的今天，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

京剧，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有

好必有坏，有喜必有忧，有得必有失，有因必有果。京剧进入中小

学课堂也有自身的缺憾，文学中讲悲剧永远比喜剧更耐人寻味，所

以京剧艺术自身的缺憾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首先，小众化的京剧在文化传播中的很难得到群体的

广泛接受

用京剧（甚至是样板戏）这种在当今已经小众化的国粹去承担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方式、方法值得商榷不谈，即便在可行

性和科学性上能够得到家长、老师以及专家的接受和认可，但这

种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学生群体欣然接受，并真正起到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的目的呢？实在难以预料。原因很简单，用一种小众化的

文化传播和表达方式强加到所有孩子身上试图潜移默化他们，本身

就是牵强和欠思量的。对大多数孩子而言，周杰伦的《听妈妈的

话》似乎更能起到教育他们伦理观的目的，《青花瓷》里对传统文

化的描绘也许更能引起他们学习和探究的兴趣……京剧是一门综合

艺术，夹叙夹议，如诗如歌，也是很好的文学范本。哪怕仅仅是读

读这些经典唱段，也能学到很多历史知识、生活常识；还能学到比

喻、排比等许多修辞方法，至少对写作文是一种帮助吧。但是从目

前我们中国大众的文化上看，京剧好像似乎还是没有自己的一席之

地，取而代之的是流行歌曲，甚至就连民俗歌曲都要比京剧更有市

场。我们必须清楚，京剧进课堂，未必非得培养出一批名角或者一

批票友。说到底，京剧注定不会像流行歌曲一样遍地传唱，更不可

能迎来遍地戏迷，我们可以不喜欢，甚至可以讨厌，但我们不能对

它一无所知——如果因为无知而远离它，那不仅是京剧的悲哀，也

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了解它，毕竟小众化的文化

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有一天国粹京剧能够像流行歌曲那样成为

大众化的娱乐文化，我想那时我们的民族将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佼

佼者。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二、其次，京剧进人中小学课堂后不能有效尊重学生的各

种爱好，有单一方面的限制

京剧是我国的国粹，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需要传承，

但教育部采取在中小学开设京剧课的方式来强力推广，让学生了解

京剧知识确有必要，但学不学要尊重学生的爱好，不应该动用行政

命令强行推广，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去学，不感兴趣的没必要强求。

我们当然承认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戏曲，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

但一个硬性推行的政策，闪现着的必然是一种大包大揽的教育思

维，无数的事实证明，强制推行从来就不是让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

去的正确办法。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教育管

理部门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上，应该慎之又慎地考虑和选

择：要考虑到选取的内容和教育的方式，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

和接受程度，要考虑结合现实、与时俱进的意义，如此等等。而

且，传统文化的教育非一日之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调整。

再者，通过教学，课程的功能绝不仅是传授知识，而应当在课堂教

学中潜心挖掘和探索课程中的道德教育因素，文化教育因素以及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因素，寓以上因素于实际教学之中，将学科的

价值定位在完整的人的发展上来，京剧进入中小学课堂更是应该定

位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如果只是强制行的把京剧作为一门必须学会

的课程的话，那么最后发展的也只是一个票友罢了。

三、最后，京剧进入中小学课堂需要的是社会各界的重

视，而不仅仅是教育部

让京剧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体现了国家对发扬传统文化的重

视，对京剧的保护、传承与普及都是极好的机会。其目的要为了把

京剧作为一种文化来感染孩子，使国粹艺术长盛不衰。根据我对京

剧的认识，我以为京剧有别于其他剧种的地方在于它承载着厚重的

传统文化的遗产，应该让中小学生懂得和了解在国破家亡的年代，

京剧成为人们寄托希望的精神的家园，远远超出了戏剧的范畴，而

具有多重的社会价值。但事实上，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多重社

会价值的重任，又远远不止是一个剧种或是几堂课、几个试点学校

所能够担负的，它需要社会各界的重视，更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

出更好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自觉接受。

京剧是我国的国粹，是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我们应该把各种文

化融合，让传统时尚相交，我们应该看到流行音乐于传统京剧的并存，

拉丁舞于《拾玉镯》的共处，迪斯科玉《红娘》的交错，这在说明了时

尚与传统是对立统一的，也是可以完美结合的。从传统和时尚的交相

辉映中更加活泼，更加充实。谁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那是在

过去，现在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人们的欣赏水平提高了，生活节奏加快

了，我们的文化艺术应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跟上现代化的节奏。虽然京

剧进入中小学课堂有许多缺陷，但是我想只要我们教育部，包括社会各

界人士不断的努力，京剧终有一天能够真正的进入中小学课堂的。

京剧进入我国中小学课堂的缺陷
程晓甫

（盘锦市第二完全中学语文教师，辽宁  盘锦  12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