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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之京剧文化教学
口赵亮

(郑州工业贸易学校河南郑州450007)

摘要：中国京剧艺术是我们的国粹，怎样将这样一种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介绍给外国学生，需要对外汉语教师通过帮助外国学生对比和联结中国
京剧和西方歌剧这两种不同的中西文化艺术形式，使他们真正懂得中国京剧艺术的内涵，然后在理解的基础上让外国学生创作京剧脸谱，由此领
悟京剧艺术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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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文化介绍课是在学生学完有关颜色的名词之后进行的。

这样安排一是可以在京剧脸谱介绍中复习颜色的名称，二是可以向学

生介绍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向西方人介绍纯粹的中国戏曲似乎是

一件让人无从说起事情，可是只要我们找到中西文化的共同点，把握住

人类的共性，则一切困难即可化解。在京剧文化介绍课上，老师不妨首

先通过东西方歌剧的影音录像对比，让学生感性地知道京剧其实就是

中国的歌舞剧，让学生们明白京剧就像西方的歌剧一样也是通过歌唱、

对白和动作等表演形式来演绎故事，只不过京剧中的舞蹈表演是具有

民族特色的武打表演罢了。通过观看东方京剧和西方歌剧的录像，在

老师的帮助下对比分析，外国学生自然会马上明白中国京剧是什么了。

所以再陌生的事物，只要我们能找到它和我们所熟悉事物的共同点，我

们就找到了探索发现之门。

京剧中有四大人物角色：生、旦、净、丑。老师可用色彩鲜明的图片

先教会外国学生说这四个字，然后再解释这四个角色的含义。接着老

师便可拿出更多京剧人物图片请学生们根据人物的装束去猜猜谁是那”

生””旦⋯’净””丑”。学生大多很容易猜到”旦”、”丑”的身份，而”生”、”净”

则会令学生感到很困惑。老师这时可以让学生们通过阅读有关京剧人

物角色的文章自己找到答案。学生通过人物的妆容去判断角色身份的

练习，其实就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审美观和世界观去判断和分析事物的

过程。学生们对于”旦”和”丑”的正确分析判断能让他们懂得：人类对于

善恶美丑的认识是共通的，即使是远在太平洋彼岸遥远的中国文明也

是一样易于理解的；对于”生”和”净”的疑惑也会使他们明白：每个民族

的文化又是独特的，探索和发现是理解人类奥秘的唯一途径。

’但是京剧艺术不仅止于此，老师还要通过给学生们播放带有英文

字幕的京剧艺术介绍片来进一步展示中华京剧文化的艺术魅力。因为

我们国人眼里精彩的京剧艺术在外国孩子眼里可就是喧闹噪杂的滑稽

表演，他们对京剧艺术真是摸不着头脑，更不用说理解和欣赏了。所以

老师的循循善诱是非常必要的，老师可以结合录像片的介绍的问问学

生：中国京剧里最具有民族特色的特征是什么?京剧脸谱的作用是什

么?京剧中的武打表演是真正的武术打斗吗?京剧表演中甩头发、摆
弄手帕和甩袖子等动作有什么含义?京剧脸谱的各种颜色分别代表什

么样的人物性格?然后在和学生们的探讨中一一揭示谜底，。在争论中

逐渐帮学生认识京剧艺术：原来京剧脸谱和武打表演使京剧艺术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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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传输课件，讨论内容，公告”言说”活动的进展。英语课堂教学时间

很有限，欲求将学生语言输出落实到日常的教学中，使之不流于形式，

那课前师生共同的备课工作要做到细致，这个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师

生之间的”言说”活动。

2)课堂上”言说”活动的调控问题。教师要注意课堂教学时间内每

个时间段的内容排序和节奏的控制，不任意发挥，不开无轨电车。教师

根据经验，从学生”言说”活动的准备工作预知可能的问题，在课堂上与

做presentation的同学做一定的互动，以保证授课内容按质完成。

3)课后对”言说”活动的补充问题。”言说”活动每次涉及面只是班

级的三分之一左右。准备得再充分的学生课堂”言说”活动，都需要教

师及时的辅助教学来补充。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影响下，学生习惯依

赖于教师给标准答案。对于高职生有限的学习主动性和自学能力来说，

教师也需要在课堂的”言说”活动之后，给予系统地提纲挈领，归纳总结。

所以，教师可以按课时进度，把有关内容的教案，练习答案解析，译文等

发在QQ群中，以便学生复习，这对于学生也是个常态化的促动。

4)书面”言说“活动。书面”言说”活动指学生在写作实践中相互批

改和自我修改的过程，比较费时，活动效果的检查有一定的难度。笔者

在教学中没有成功的体验，可以作为”言说”活动下个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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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奸；京剧中的武打不是真正的打斗：它只是一种艺术化的表演；京剧

表演中的甩发、甩袖和摆弄手帕都是用来表达某种心情等等。这些问

题就像一盏盏航标灯一样使学生绕过重重文化迷雾驶入中国京剧艺术

的殿堂。在这堂文化课里，学生们在对比(Comparison)中或多或少地

认识了中国京剧艺术文化(Culture)，在世界观审美观的经验联结(Con-

nection)里各有见地地理解了京剧中的”生旦净丑”。这样教学，也完全

符合美国外语教学的5C标准。

然而，认识和理解永远不是学习的最终目标，运用和创造才是教育

的终极追求。文化课的最终意义是它带给学生多少启发，它是否能促

使学生去创造。我想德国作曲家贡德曼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通过京剧的

艺术形式表演安徒生的童话《夜莺》，一定缘于他勇于尝试敢于创造的

意识。这种意识，正是西方教育极力推崇和努力培养的。所以，文化课

最后一步也是关乎登顶成败的最关键一步，那就是设计一个有文化延

展和创造意义的活动。在京剧这节文化课里，老师设计了一个”京剧脸

谱填色创意”的活动。学生从电影、小说或现实生活中挑选一个自己喜

欢的人物，然后根据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性格理解，用代表一定含义的

色彩填涂空白的京剧脸谱图，如果学生觉得这样还不够的话，他们可以

再添加些图案，甚至干脆自己创作一幅脸谱图。当然，最后学生们还要

给大家说说自己的创作构思。实践证明学生们感觉这个活动很好玩，

他们听说自己可创作京剧脸谱都迫不及待地想在脸谱中表达自己对于

某个人物的看法。最终，学生们的作品可谓是万紫千红异彩纷呈，学生

们的解说也是五花八门生动有趣。当看到一位学生们创作的哈里·波

特的京剧面孔时，大家瞬时明白了：文化是相通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一张脸谱的固有色彩和图案就这么被打破了，呈现出千奇百怪的有趣

面孔。学生们也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领悟了那起初看起来滑稽而费

解的京剧脸谱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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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被动”记忆型“教育和纯理论学习模式不利于高职生职业英

语应用能力的培养。教师一言堂的课堂教学方式在实质上和高职高专

英语职业性，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教学目标相背离。高职英语课堂教学

应促使学生在最大程度上参与教学过程；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角。实

践证明，”言说”理论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具有可实践性，它的应用可以促

进学生语言输出，改善学生外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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