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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流行音乐，而对家乡

的地方戏曲音乐比较冷漠。戏曲现在处于人才较缺乏、市场范围小、观众老年化、传承步履难的

现状。自2008年教育部在全国十省市中小学试点开设京剧课以来， “戏曲进课堂”的讨论一直

持续至今。建议戏曲以活泼轻松的形式进入校园，建立以戏曲为主题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学生

缓解课堂压力的选择，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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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

保护，是对人类历史生存经验的尊重，是对人类未来生活远

景的备份。作为世界演剧体系的一大分支，中国戏曲以其独

特的面貌吸引世界的注意。迄今为止，中国戏曲已有昆曲和

京剧位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我们江浙沪一带至今

甚为流行的越剧尚没有这个荣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越剧

这一戏曲形式无需保护，正好相反，只有更有力地采取措施

将越剧普及，越剧才有可能拥有更为灿烂的远景。

中国戏曲是一种内蕴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将世

间的诸多事物纳入一个普遍联系的信息系统，是一个具有隐

性多层次、多结构的整体。戏曲以歌舞演故事作为其基本特

征，而综合性、节奏性、虚拟性、程式性等为其深层结构特征。

正由于戏曲的广泛涉入，多少年来中国戏曲得以经久不衰。

“作为一名原嘉兴市越剧团演员，现工作在嘉兴市文

化馆艺术培训中心从事少儿戏曲培训的一线工作人员，我深

深感受到，在当代社会生产和生活形态极大变迁的背景下，

戏曲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还存在着种种令人焦虑的复杂形

势。”“尤其是地方戏曲剧种，剧团大量衰减、体制混乱，

优秀剧目和优秀演出渐少，人才流失严重等现状普遍存在。”

一位人大代表忧心地表达了心声。在她看来。提高戏曲工作

者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是中国戏曲复兴的根本任务。短时

间看来，中国戏曲人才培养和建设戏曲队伍的对象是戏曲从

业者和戏曲专业学生；长时间来看，只要全国人民充分地认识、

了解并对其产生感情，才能真正提高中国戏曲从业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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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化解戏曲的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通过戏曲得到

弘扬和传播。

她建议，通过法律的形式把普及戏曲教育正式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并且通过对相关教育法律和政策的修订，明确国

民教育体系中戏曲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制定一整套的

戏曲教育计划：幼儿园开设戏曲审美课；小学开设戏曲必修

课，占音乐教学课程总量的30％；中学在开设戏曲必修课的

同时，考虑增设戏曲实践课；非艺术类普通大学开设戏曲选

修课，并适当增加该课程的学分。在师范院校或戏曲院校增

加戏曲教育专业，开设戏曲教育课堂，为幼儿园、中小学、

大学有针对性地培养戏曲教育的人才，不仅能从事校园的戏

曲教育。也能胜任普通的音乐舞蹈教育的工作，将会受到各

级学校的欢迎。

在现实中，学校教育体制中关于戏曲教育的推行，除却

观念因素是一障碍。从教学实践上，师资问题是最大的障碍。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戏曲教育的缺失，使得戏曲的传承一直在

较小的圈子里流传，现在扩展开来，师资缺少的问题就呈现

出来。近年以来，在国学教育、书院教育中，鱼目混珠的弊

病很大部分即是肇因于此。如果老师对中国戏曲及其历史文

化没有足够的了解，那就很难将发扬传统文化的任务传承下

去。

以“越剧进课堂”为例，江浙沪不少学校将此作为课程

试点。确实也培养了一批小观众。因为“越剧进课堂”的政

策涉及范围比较广泛，所以现有教育体制就意味着会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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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变化。戏曲传统剧目与现时代的间离，学生与戏曲舞

台形式的间离，使得戏曲教育的成果并非诚如课程试点的原

初设计。在“越剧进课堂”的实施过程中，可以教授越剧的

教师和基层越剧普及者成为最需要的资源。虽然教育部门对

教师们进行集中培训，但是越剧的学习并不是短时间可以奏

效的。由于师资缺乏的原因， “越剧进课堂”实际上很难全

面开展，以至于在很多方面呈现出难以为继的表象。

然而事实上，戏曲进入校园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从教育培养人才的方面出发，了解并学习传统戏曲教育、接

受民族艺术的熏陶，是非常必要的。戏曲作为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

基础。我国文化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戏曲教育，

包括戏曲艺术的振兴和传承，戏曲审美风范的彰显和弘扬。

令人痛心的是，戏曲人才的储备出现塌方式的断层。基层戏

迷的流失更是造成戏曲几乎无人喝彩的尴尬局面。马斯洛需

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它将人类需求象阶梯一

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种需求像金字塔

般由下而上地分布。作为一个类比，戏迷到演员的过渡也应

呈现金字塔般地排列。金字塔的底层厚度将直接影响金字塔

所能达到的高度，换句话说，就是戏迷的数量实际上决定了

演员高光表现的频度。在这个意义上说，观众的培养和演员

的培养同等重要。

戏曲生存和延续的必备土壤是戏曲观众，它的改革和发

展离不开观众，尤其是比较年轻的观众，所以现阶段戏曲舞

台的重要使命是培养观众、宣传戏曲教育，在该过程中。要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并且内容丰富的戏曲教育活动。

戏曲的教育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便是培养观众的一

条捷径。戏曲进入校园的形式必须多样，单一的课堂教育只

会大量暴露戏曲自身的缺陷，而将使戏曲的自身优势难以显

现，也必然导致戏曲教育的中断。戏曲教育活动比较容易进行，

效果也很可观，就是以讲座的形式开展；在校园开展普及戏

曲知识类的讲座相对更集中、更有效。可操作性也更强。目前，

在许多艺术类专业院校，大部分都增加了戏曲教育专业。开

设了戏曲教育课堂，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只有少数学生会

受到较系统的培养。开展普及戏曲知识类的讲座和开设戏曲

教育课堂，是推行学习戏曲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年龄的大小和接受程度的不同开展相对应的戏曲活动，把戏

曲自身的优势展现给观众，以便解决大家“看不懂，听不懂”

的问题，配合具体的剧目演出或现场表演，效果会更加突出。

福建京剧院院长刘作玉，将“京剧艺术进校园”活动与戏曲

讲座相结合，效果非常明显，在培养观众的目标上向前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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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步。当然，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深入发掘系统的戏曲教育

活动，扩展戏曲教育对象，加深了解戏曲艺术，以推动民族

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戏曲教育的自身功能相应于西方教育中的戏剧教育，着

重培养学生的情感、思想和实践等诸多能力。戏曲教育为综

合性教育，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音乐、舞台表演、

美术、思想等诸多方面，因此，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很多成分，

实行时都可以借助于戏曲教育的方式。从青年成长角度上讲，

戏曲教育作为基本的素质教育，所以传统文化教育、美感教育、

音乐教育、戏剧教育的实施都可以顺利进行。在青年成长过

程中，戏曲教育发展成为他们的一种爱好，不管以后，是作

为课外活动或是消遣娱乐，还是经由戏曲而认识中国传统文

化的核心或较高级的部分，都可以提升青年以后的人生目标

和境界。

格洛托夫斯基在《迈向质朴戏剧》一书中找到了完成一

部戏或者说构成戏剧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和根本的组成部分：

演员和观众。也就是说演员和观众是戏剧存在的唯一基础，

如果取消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戏剧就消失了。可是一旦戏

曲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演员便会从中脱颖而出。完全可以

说，在培养大量戏迷的基础上，大量优秀演员的诞生是一件

水到渠成的事。戏曲的校园教育可以为中国的戏曲发展夯下

“金字塔”的庞大底座，那么届时“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也将成为戏曲攀达高峰后无需矫饰的风景。

参考文献：

[1]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郑航．论德育与非德育、反德育[J]．中国德育，2009(5)．

[3]彭娌娌，宗道一．重唤越剧艺术的春天[J]．今日浙江，2009(3)．

作者简介：高红荚(1968-)。女，戏曲干部。研究方向：少儿戏凿

培训方面的实践与探索。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