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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京剧艺术已经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
多年，如何在中小学生中让京剧艺术更好的生
根发芽，是老师们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们应该
正确认识京剧走进音乐课堂的积极意义，认真
学习、不断充实对京剧艺术的理论研究水平和
实践演唱水平，认真研究教法，使学生在京剧
艺术学习中提高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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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是中国艺术的国粹，它综合了“唱、念、做、打”
等多元表演艺术，蕴涵着丰富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
历史以及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并把它们融合成美妙的艺术
体系。15 首京剧教学曲目根据不同年级确定不同的教学唱
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智斗》
等经典“样板戏”京剧唱段都已入选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一
部分。我想，作为一线的音乐教师 , 现在已经无需再为京
剧是否进入音乐课堂进行研究、讨论 , 而要面对最直接的
话题 , 那就是 ：如何让京剧走好音乐课堂。

一、及时充电，补充教师专业知识的缺陷，为京
剧走好音乐课堂打下坚实的基础。

“京剧走进校园”，大家担心是现有的师资不足以担
任京剧教唱的任务，笔者调查，在我所在的县城的中小学
音乐教师中，有能力现场演唱教育部规定的 15 首经典京
剧曲目完整片段的聊聊无几，能够按照乐谱短时间内顺利
演唱的也为数不多，要达到京剧的京腔、京韵更是难上加
难，全国各地大多数地区情况也应相当。所以，教师培训
迫在眉及。教育部已经认识到这一严重问题，并开始实施
培训，笔者拍手称好并提出如下建议 ：

1、培训应该是长期的，不能是一时解决问题。按照
以往新课程培训惯例，培训时间一般是三天左右，主要以
分析理论知识为主，教师参与讨论、实践、研究的机会较少。
笔者认为京剧培训不能如此的简单，因为它毕竟是一门以
技能为主的学科，仅仅停留在对曲目的分析上起不到提升
教师专业素质提高的目的，更何况，我们在以前的学习期
间都没有积累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演唱经验。所
以我认为，每次培训时间可以短一些，但培训的次数要多
一些，每次解决少几个经典曲目，要从基础的唱腔、唱法
开始教授，并要给受培训的音乐教师任务，下次培训时要
检查、演唱，促进教师学习的积极性和动力。

2、可以委托当地著名的京剧团着手将 15 首歌曲编排
成一台晚会，让受培训的音乐教师参与观看演出，以受到
更好的京剧艺术的熏陶，提高自身的京剧艺术修养。甚至
可以让培训的音乐教师参与演出，提高自己的表演能力，
所谓实践出真知，让我们的音乐教师在实践参与中不断探
索京剧艺术的魅力，唱的差一些，比不上专业的京剧演员
演唱没有关系，只要认真准备了，表演投入了，我们的目
的就达到了。

3、加快专业师资培养解决师资问题，各地和各学校
可以聘请退休的京剧演员或地方上专业演唱京剧的艺术家
做顾问，邀请他们到地方多搞几个京剧培训班，以加快教
师培养的速度。在没有开始试点的地区，笔者认为各地可
以先行一步，现在就开始对教师进行培训，到真正试点或

全面铺开实施时就不会仓促、紧张了。教师经过较长时间
的接触、培训，再加上观看先行试点地区的教学，也会显
得更加胸有成竹。

二、寻找突破点，让京剧走好音乐课堂。
1、正确认识京剧走进音乐课堂的积极意义

“对于大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京剧进校园，只是打
的先锋”。“京剧进校园根本目的不是要让学生学到多高的
水平，达到专业水准，而是在于一种普及和启蒙”，“首先
能吸引孩子，其次通过京剧这一国粹，能够让孩子去了解
我国的历史文化。”一些京剧界的专业人士都是持这样的
观点来看待这次教育部提出京剧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的观
点。而不是如很多的音乐老师误认为，要让学生学习多少
的京剧唱段，学习多少的专业京剧知识，更不是在中小学
增设京剧课。京剧在义务教育音乐课中本身就一直存在着，
而不是这次增设的，只是过去所占份额小，缺少连贯性和
系统性，这次是在“我们的音乐课程中加入京剧的曲目”。

2、认真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对京剧艺术的理论研究

水平和实践演唱水平

作为音乐教师，我们应该从自身条件出发，积极培训，
努力使自己在原有的水平上有较大的、较快的提高。对京
剧艺术的陌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更应该迫切找到自
身学习的突破点，从最基础的唱腔开始，学习京剧的各种
行当，学习经典曲目的唱段，实践京剧艺术的演唱，研究
京剧艺术的历史和发展。自己首先感受京剧名曲的魅力，
自己被京剧的故事情节所感动，才能在今后的教学中有争
对性的言传身教，让学生感受、感动。

3、认真研究教法，使学生乐在京剧艺术中提高审美

能力

学生会不会喜欢京剧进课堂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现
在的中小学生，由于过早的受网络、影视等媒体的影响，
对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比较排斥，对于传统的京剧唱段
更是知之甚少，现代京剧有些学生受祖辈和父母影响，能
有所接受。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寻找学生接受京剧的突破
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愿意学习、敢于学习、
乐于学习，不断体验京剧艺术的魅力，从而增强审美能力。
如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我们应该灌输学习京剧知识的
重要性，但不需要讲解专业的京剧理论知识、唱腔给他们
听，否则会让他们感到京剧很难接近，很难学习，打击他
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欣赏同龄学生的演唱京剧的片段，
使他们树立信心——我也能唱好京剧。对于年龄大些的初
中生，我们可以从他们赶感兴趣的流行歌曲着手，让他们
从《折子戏》中讲述戏曲艺术的重要性，从《唱脸谱》中
体验京剧艺术的无穷魅力，从《门前情思大碗茶》感知京
剧艺术对其他艺术表演形式的巨大贡献。

京剧进音乐课堂的春风已经吹响，让我们乘者京剧艺
术的翅膀，为普及京剧艺术的传播，继承、保护我们的国粹，
提高共同的审美能力而为之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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