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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剧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将语言、歌唱、音乐、舞蹈、美术、文

学、雕塑和武打技艺融汇在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流传至今己有200多年的历史。京剧作

为中国的国粹，以它独有的魅力享誉海内外。通过京剧教学、表演等活动，让学员感受京

剧之美、体验戏曲之神韵，从而使学员更多地了解音乐、喜欢音乐。本文从情境交触、京

韵激趣、博学进取、课堂灵动、以仁施教等方面进行阐述如何感受京剧之美，最终完成

了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将“仁、博、灵、实”的核心价值得以完美展现。

【关键词憾受体验弘扬京剧之美

在大力提倡构建高效课堂的今天，在“本真教育”、“生态课堂”的前提下，逐步改进辅导方法、辅导行为

和辅导手段，促进了教学辅导的内涵发展。在教学中，通过教学方案的实施，引领学员提高课堂教学和学习

的效益，从而实现教学目的。借此谈谈在京剧教学的中实施的方法和途径。

一、情境交触、京韵激趣

京剧虽然是我国的艺术瑰宝，但受流行音乐的影响，对京剧了解的人少之又少，更谈不上喜欢。所以，精

心创设京剧教育情境，通过京剧自身的魅力取得学员的情感和共鸣，使之在愉快的气氛中接受京剧美的陶
冶非常重要。

1、在教室里布置一些与京剧相关的装饰，挂一些京剧的图片，让学员走进教室就有一种京剧的氛围，使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走人了京剧世界。

2、走进音乐室时，让他们踩着京剧锣鼓的鼓点，走着京剧台步，做着京剧身段动作，感觉自己走在了舞

台上，心情也随之激动起来，注意力自然就集中了。

3、播放京剧视频，创设一个看得见、听得到、感觉得到的平台，学员跟着视频示范念一念有音调的京剧

念白，看一看京剧的武打动作，做一做京剧的的表演程式，唱一唱京腔的韵味，从感观上直接溶入到即将接

受的知识中来。让学员感到京剧就在我们身边，

二、博学进取，感受京剧之美

俗话说：要看新书、听旧戏。京剧演唱的内容大都是经过老百姓口口相传了千百年的历史故事。欣赏者

只有了解它，才能更喜欢它。一出京戏《四郎探母》为什么演了两百年，还让人百看不厌，乐此不疲?当然不是

为了看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京剧作为国粹艺术，它到底美在哪里?它不仅在旋律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而且具有表演、唱腔、音乐、服饰、造型、流派等综合之美，才使其魅力无穷，回味无穷。因此，有选择性地让学

员欣赏一些名唱段，如：《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白蛇传》、《苏三起解》、《红娘》、《李逵探母》、《四郎探

母》、《霸王别姬》、《红灯记》等是很必要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哼”，学习京剧何尝不是这样道

理呢?让学员多接触些京剧名唱段，其目的不仅是让他们感觉京剧在听觉上有别于歌曲，在视觉上也不同于

平时所看到的歌舞剧、歌舞晚会，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感受京剧的韵味、京剧的美。

1、行当之美

京剧的角色是根据男女老少、俊丑正邪分成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每个行当所表现的是不同类型

和性格的人物，每一个行当都分得很细。

2、艺术手法之美

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法，也是京剧表演四项基本功。京剧的“四功五法”即“唱、念、做、

打”和“手、眼、身、步、法”都有严格的规范。不同行当不同人物的登场，也有各具特性的程式化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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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脸谱之美

京剧脸谱有色彩浓烈，线条夸张，布局对称之美，是显示人物性格、辨认善恶忠奸的象征，用白色、黑色、

蓝色、黄色、红色等这些最基本的色彩，在人的脸上涂上某种颜色以象征这个人的性格和特质，角色和命运，

是京剧的一大特点．

4、服。饰之美

中国京剧服饰，在京剧这门综合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辉煌灿烂、绚丽多采，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艺

术感染力。人们在欣赏京剧优美的唱腔、富于音乐性的念白和精彩的舞蹈艺术时，无不为珠光闪闪、丝帛纷

呈，令满台生辉的京剧服饰所吸引，沉醉在它给人的审美愉悦之中。京剧服装还显示了中国刺绣的魅力，它

以光彩夺目的平金绣，平银绣，富堂皇的金绒绣和清雅秀丽的绒绣，构成了高工艺的美感。每一件京剧服装

都是精工细做，真才实料的艺术品，需要技术工人手工制作，完成一件复杂的蟒袍常常历月经年，一套完美

的剧装可以价值连城。

5、声腔之美

京剧声腔是以一种有别于其他戏曲的声腔旋律构成的，有着一种特定、独具的声腔韵味。京剧的声腔包

括唱腔和念白，唱腔上老生嘹亮洒脱，青衣清新甜美。京剧的味儿，更多还是在托腔，有时一个字高低起伏，

抑扬顿挫，拉得很长。虽然只是一个字，但每一个音符都可能对应着剧中人物不同的感受和心境。小时候，总

见到一些老人听到京剧就跟着哼唱起来，如痴如醉，也时常见到电视中那些票友对京剧的热捧，更想不通的

是中学时有位戏迷的同学，成天带着“随身听”陶醉在京剧之中，还时常跟着“咿咿呀呀”的摇头晃脑，当时我

们同学都觉得她不可思议，那么慢节奏的京剧，怎么让一个这么小的中学生如此般的痴迷?现在我深感京剧

的非凡魅力。一句《海岛冰轮初转腾》的旋律都让我不知学了多少遍、唱了多少遍，它那种婉转如流是与其它

歌曲和戏曲无法可比的。每一个音所表达的感情都是非常细腻。京剧的念白很有特色，它不同于Et常生活语

言，是一种经过艺术提炼、具有节奏感的音乐性的语言。

三、课堂灵动。体验京剧唱腔之美

京剧是我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表演手法丰富，剧目繁多、行当齐全，直至今日已经逐渐形成

了自己完整的艺术风格及表演体系，成为中国的“国粹”。京剧都是口传心授，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在学习

过程中要让学员大胆去唱，我会告诉学员，老师也不会唱，也是边唱边学，让学员找到信心。教师也不是专业

的京剧老师，在示范过程中也不一定唱得很到位，只要学生敢开口唱就是好的。让学员在体验的教程中怎样

才能做到这种声音，与平时唱歌有什么不同。在教唱《苏三起解》时，我先让他们感受青衣的唱腔，这种唱腔

与我们平时听到的唱歌的声音有什么不同，这种声音是怎么发出的?有的同学说是从鼻子里唱出来的，有的

说是嘴巴没张大，小小的，有的学员说象是猫的声音，所以就让学员学着猫叫的感觉去唱，于是他们觉得有

那种感觉了，同时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觉得学唱京剧也很味。有的学员如果用唱歌的感觉去唱音不够

高，如果用猫叫的感觉去唱音也能唱准了，克服了畏难情绪，激发了他们学习的兴趣。虽然把京剧唱成了“京

歌”，也别有一番风味。另外配上京戏中的“花指”，踏着小碎步，走着圆场，声情并茂。

京剧声腔是以一种有别于其他戏曲的声腔旋律构成的，有着一种特定的独具的声腔韵味。京剧是由声

母缓慢地转到韵母，而把字交代清楚，才能清楚地交代剧情；不能“嚼字，”另外有些字要用北京方言的读法，

这才有“京味”，如《苏三起解》的“街”字唱成了“该(gai)”音，“洞”字唱成了“同(tong)”音，对于南方口音的人

似乎有些困难。

京剧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要素，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的“京剧文化”，从布景到服饰，从道具到

脸谱，从声腔到艺术手法，每一个元素都有着十分鲜明的色彩，或庄重典雅，或活泼生动，或简朴实用，或华

美夸张，通过不同形式的艺术组合，在灯光的映照下都在给人传递着简单而稳重、传统而又高雅的美感。遍

及全国，远及国外，不但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也深受外国友人的欢迎，他们称京剧为“北京歌剧”。弘扬民族

文化，使我国的传统戏曲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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