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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京剧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北京101中学在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的德育模式；

学习基础与能力并重，科技创新与体育艺术教育并重的人才培养体系；高质量、辐射广的优质教育信息资源共享”的办学理念指导下，整

合学校优质资源，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的引领下，以“构建学校文化为核心，以国家级三级课程整合课题为依

托，以学校硬件及教师资源为基础，以学生的健康发展为宗旨，构建‘课程整合开展京剧教育”’的校本课程实践探索。通过三级课程(语

文、英语、美术、体育、历史、音乐)的整合开展京剧教育校本课程研究，在培养学生对京剧艺术的关注和热爱，自觉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满

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以及提升教师的课程意识、课程建设能力和提升教师人文素养、丰厚教师文化底蕴的目标指导下，丰富校园文

化内容、创新校本课程的内涵、创造教育特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普及京剧艺术、传承民族文化、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师生健康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I关键词l体育京剧 学校体育文化

京剧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是中华民族的国

粹。2008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的试点

工作的通知>，决定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并确定了15

首经典唱段为教学内容。北京市确定了10个区22所学校进行试点，并规

定在音乐课程中增加京剧内容。虽然北京101中学未被列为试点校。但郭

涵校长带领教师团队。整合学校优质资源，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通过三级课程(语文、英语、美术、体育、历史、音乐)

的整合开展京剧教育校本课程的研究，为普及京剧艺术、传承民族文化、丰

富校园生活、促进师生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的德育模式；学习基础与能力并重。科技

创新与体育艺术教育并重的人才培养体系；高质量、辐射广的优质教育信

息资源共享”的办学理念指导下．课题组“以构建学校文化为核心，以国家

级三级课程整合课题为依托，以学校硬件及教师资源为基础，以学生的健

康发展为宗旨。构建‘课程整合开展京剧教育”的校本课程的实践研究。

在培养学生对京剧艺术的关注和热爱，自觉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满足学生

多样化发展的需要，以及提升教师的课程意识、课程建设能力和提升教师

人文素养、丰厚教师文化底蕴的目标指导下，丰富校园文化内容、创新校本

课程的内涵、创造教育特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一、“体育与京剧”课题研究的价值及内容的构建

作为三级课题的子课题之一的“京剧与体育的研究”，在总目标指导下

进行了“<京剧之韵>广播体操”及。京剧瑜伽”、京剧健美操的研究，将课程

拓展与活动相结合，学习京剧艺术精髓与激发兴趣相结合。参与专题演出

与京剧艺术欣赏相结合。推广和普及京剧文化艺术、创新体育与健康课程

内容、丰富校园体育文化，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及教师的专业创新．促进师

生身心健康发展，构建学校体育艺术教育文化群。

(一)“京剧与体育”的研究价值

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段。也是京剧表演四项基本功。

唱——表演中的歌唱；念——表演中的音乐性唱白；做——表演中的舞蹈

化的形体动作；打——武术、翻滚跃扑技艺。京剧的做。是歌、舞、表演相结

合，它不同于话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的表演。它的表演动作，是富有节奏感、

艺术性的舞蹈化动作。另外京剧舞台艺术无论在唱腔、身段、表演等各个

方面都有着格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最大限度地超脱了舞台空间和时间的

限制。以达到“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对学生练就良好的身体形

象、体态有积极的作用。打是武工。在舞台上，打是一种表演厮杀、打斗的

艺术形式，俗称“武打“，戏班里又称为“把子”。京剧中的武打，是将武术

中的散手。长兵器、短兵器以及拳术、刀、枪、剑、棍等对抗套路，对发展学生

的身体素质有积极的作用。《京剧之韵>广播体操、“京韵瑜伽”校本特色

课程教学内容、竞技健美操动作内容，充分挖掘京剧艺术的内涵，并与体育

动作相融合，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塑造学生健美形体。并根据学校资源构建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与京剧”的校园文化体系，创新校本课程、丰富

．j交园文化内容，其教育价值是深远的、可持续发展的。

【二)“京剧与体育“的研究内容

1．<京剧之韵>广播体操音乐及动作内容的选择

(1)《京剧之韵>广播体操音乐的选择

‘京剧之韵)广播体操的音乐。选择了由阎肃作词，姚明作曲的歌曲<唱

脸谱>。这首歌曲既有京腔京韵，又有流行音乐的元素，既传统又时尚，且

动感十足。它的体裁是京戏歌。将京剧曲调跟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称为“京

味歌曲”。学生通过学唱歌曲《唱脸谱>。通过形体动作练习发展协调性、节

奏感及身体素质，感悟京剧文化魅力。通过“《京剧之韵>广播体操”，既提

高做操的兴趣，体验京剧艺术的魅力，又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2)<京剧之韵>广播体操动作的创编

<京剧之韵)广播体操动作根据<唱脸谱)歌曲的特点．结合唱词及京剧

基本动作的特点将京剧“起霸”中的“云手”。朝天蹬，飞脚、亮相等动作。结

合歌词、唱腔的特点。形象生动的编入广播体操中。同时将京剧艺术的五法

口、手、眼、身、步融入其中．使学生在进行《京剧之韵>广播体操的练习过程

中，真正体验到京剧艺术的动作美、韵昧美、艺术美，同时丰富和创新课问

广播体操的内容，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

2．。京韵瑜伽”校本特色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创编

(1)“京韵瑜伽”校本特色课程音乐的选择

瑜珈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一种健身方式。瑜伽音乐选择身心放松，激发

内在潜能，闭目养神，使人舒心、强身、养生，仿佛回归大自然中的美妙境

界。学生在音乐的引导下．会身心轻松、愉悦，有助于内心的平和与安静，

对减缓学习压力有积极的作用。在“京韵瑜伽”校本特色课程的研究中，课

题组老师们对京剧音乐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各界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

定了可选择的音乐。如剧目<嫦娥奔月>中的唱段“白云飘碧水流青山葱

翠”；剧目<梅花三弄>中的唱段“梅花三弄”；剧目<梦北京>中的唱段“云海

迢迢月儿明”；剧目<梨花颂>中的唱段“梨花颂”，等等．使学生通过“京韵

瑜伽”校本课程的学习，慢慢调息身心、品味京剧、回归自然、缓僻压力。

(2)。京韵瑜伽”校本特色课程动作内容的选择

京剧与瑜珈的结合作为校本课程是一种尝试、一种创新、一种拓展与

延伸．它根据学生的需求．精心选择如：亮相、起霸、半月式、弓步式、探海、

岔功、卧鱼、朝天蹬、跷功、骆驼式、桥功、古树缠藤、鼎功等京剧动作，并通

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领略京剧音乐之美、京剧与瑜珈动作结合之美、形体

动作与表演展示欣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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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京剧健美操”学校竞技健美操队表演与比赛

“京剧健美操。是将京剧的毯子功的相关动作及亮相、起霸、半月式、弓

步式、桥功、古树缠藤、鼎功等京剧动作．经过艺术加工融入竞技健美操中，

既丰富了健美操动作内容。又拓展了健美操的理念；同时健美操队的具有

京剧艺术风格的表演与比赛为101中学校园文化增添了丰采，并为健美操

运动融入民族文化的普及和推广起到积极的作用。

北京10l中学健美操队是全国健美操联赛中当之无愧的领跑者。2009

年6月1日北青网曾评论“101中学健美操队为北京竞技健美操的霸王

花”。近几年，lOl中学健美操队不仅取得的骄人的成绩．同时向重点院校

输送了大批优秀品学兼优的学生，受到全国各重点高校的青睐。

二、学校体育文化氛围及教师专业发展

尼克·阿莱克塞博士将体育文化界定为：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综合各种利用身体锻炼来提高人的生物学和精神潜力的范畴、规律、制

度和物质设施。校园体育文化是指在校园环境中。以学生、教师及教职员

工为主体，以体育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群体文化。有三个层面的内涵：

物质文化(体育场馆、器材、设施等)。为师生的体育锻炼提供条件和场所；

行为文化(体育制度、体育竞赛、体育运动会、体育活动等)；意识文化(体育

精神、体育观念、体育宣传等)。“《京剧之韵>广播体操～京韵瑜伽”校本

特色课程、“京剧健美操”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与校园德育、智育、美

育文化等一起构成校园文化群，对学校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促进师生物质

和精神财富有重要作用，对形成正确的体育文化观念和体育文化意识有积

极的影响。

(一)学校体育文化氛围的构建

校园体育文化具有多功能指向的特征，在培养学生体育观念，提高审

美情趣，发展身体机能，培养体育态度、兴趣、培养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促进人际交往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它通过有计划、有

组织、有目的的教学、训练、竞赛以及课外娱乐活动等内容而形成一种有意

义的校园氛围。

北京101中学是现代都市中最为独特的花园式学校，学校静谧、厚重、

古朴，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对文化传承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学校有着良好软、

硬件资源和研究氛围。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方面，通过标语、黑板、报刊、

广播、宣传栏以及文化周、戏剧节、各种文化论坛等做宣传阵地，学生通过

<京剧之韵)广播体操、“京韵瑜伽”校本特色课程、。京剧健美操”的学习，

师生们自觉传承民族文化．融“艺术教育、体育教育、审美教育、音乐教育”

为一体，构建了体育文化氛围、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创新了“体育与京剧”

结合的实践。

(二)教师专业发展的环境

体育教师在课题研究的团队中。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研

究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团队文化氛围。首先是教师素质过硬、基本功扎

实；在体育教研组全体教师共同参与研究、研讨、实践、创编过程中，形成不

同层次、特色鲜明的。京剧与体育”教学内容，健美操教练赵海波老师根据

京剧服饰、化装、唱腔等方面的特点，在“京剧与体育”研究中。在创编动作、

形体造型的基础上，设计了具有京剧艺术特色健美操服装和服饰，并在保

持京剧音乐特点的基础上改变合成具有健美操风格的京剧音乐，在表演中

还请学校乐队为。京韵瑜伽”校本特色课程、“京剧健美操”队配乐，将多元

素的美学特征延伸、整合．为推进优秀民族文化在校园的传播和传承，丰富

体育课程内容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创新、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赵老师的

专业技能也更上一层楼。

在学校浓郁的研究氛围中，激发了教师团队的创造性。提升了教师的

研究能力：同时在学校大课题研究环境中，体育教师与语文、英语、美术、体

育、历史、音乐等其他各学科教师边学习、边研究，教师们不仅有了归属感．

对自己的研究能力也有了信心；同时提高了教师的文化品位，提高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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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教师的个人能力，提高了教师的研究意识和研究

水平。

三、学校体育文化构建的思考

校园体育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以师生为主体．以体育运动

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群体文化，师生既是文化的受益者又是创造者；校园文

化应该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有教育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课程整合

开展京剧教育”校本课程的实践研究，丰富了学校文化的内涵，拓展了课程

创新的思路，促进了师生的发展。

北京1叭中学子课题研究“京剧与体育”，是校园体育文化的创新。是

传统与现代的创新结合，是艺术教育、情感教育与体育教育的结合。是民族

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它寄托着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寄托着体育

与艺术在课程中的创新。以课题为依托学校研究团队的构建及在实践与

研究的过程中．有以下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关键点：

1．学校文化氛围是基础

北京10l中学的文化氛围浓厚，学校有施光南艺术节、京剧表演艺术展

示、体育节等，各种文化活动主要是学生组织、教师引领，并形成了一定的

规模；因此，体育“《京剧之韵》广播体操”汇演、“京韵瑜伽”校本特色课程

展示、“京剧健美操”表演与展示很快融入了学校文化群中，形成了校园文

化体系的一部分。

2．学校领导重视是保障

学校为教师们搭建了发展平台。学校领导重视、资源保障以及学校浓

郁的文化研究氛围，使每位老师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的方向。在这样

的团体中教师有了归属感、职业方向和发展目标。

北京10l中学根据学校的资源。为开设。京韵瑜伽”校本特色课程、“京

剧健美操”学校竞技健美操队训练。提供了场地、经费以及教师资源的保

障；在推广《京剧之韵》广播体操的过程中，学校在宣传、指导、课外体育活

动的安排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使《京剧之韵>广播体操很快得到普及和学

生们的认可、喜爱。

3．学校课题的给力

“国家级三级课程整合课题”研究，为教师们提供了发展空间，在传统

与现代交融中巧妙的与相关学科相联系，形成了学校文化团队的建设群及

学科课程体系。在学校教研组共同努力下。通过有价值、有意义的课题研

究促使教师们成熟、成长、发展、创新。

4．教师给力、学生给力

北京101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成功。应归结于学校的文化传统及办学

理念。归结于学校对教师的尊重，归结于教师的文化底蕴及专业基本功，归

结于学生的高素质。相信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丰富的校园文化会继

续丰富、拓展、延伸。

5．专家与社会团体给力

“国家级三级课程整合”课题组在教育部国家级课题专家组以及北京

京剧院的领导和老师们、教育界及体育界专家、舞蹈界专家指导和咨询中。

顺利而有序的进行，在专家指导的过程中。教师们的视野得到拓展、能力得

到提升、情感得到升华。

在专家及社会团体的帮助下。课题组会分阶段、有层次地逐步推进，既

走出去(学生到剧场欣赏京剧艺术)，又请进来(邀请京剧团结合学校教育

内容及课程要求，进学校演出经典剧目)，同时学校的“国家级三级课程整

合”体系逐步建立，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主题活动及文化交流展示。使京剧

艺术在校园文化群中逐渐延伸、拓展，既弘扬民族文化、拓宽师生视野，又

促进师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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