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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京剧普及教育的思路创新 从引领留学生入门谈起
李楠

北京城市学院，中国·北京 101309

从新时期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突飞猛进，教育事业与艺术事业蒸蒸日上，不仅在全国艺术类院校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局面，也在普通高校也掀起一股高雅艺术进校园的热潮。笔者身为高校京剧专业教师，也承担着对留学生普及
京剧文化的教学任务。论文以笔者所在的北京城市学院为例，讨论如何引领他们欣赏国粹艺术，使他们对中国国剧从一无
所知到逐渐入门的教学创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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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从事戏曲表导演研究。

1 引言

笔者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两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

因此有意识地调整教学侧重点，尽量保证留学生在短短的课

堂时间内吸收更多的京剧知识。因为笔者通过自身阅历深刻

体会到，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大京剧院团为了弘扬国粹，开拓

市场，千方百计想让传统古老的小众艺术走进大众，故而迈

向高校传播星星之火，举办各种普及讲座，面对本科生、硕

士生、博士生展示京剧艺术之美。遗憾的是，这些公益性质

的艺术讲座往往收效甚微。说直白些，便是讲座过后，台下

那些莘莘学子对京剧艺术的热情迅速降温，并没有产生太大

的课后效应，演讲者的良苦用心随着学生兴趣的衰减而付之

东流，普及工作淡化成徒劳。笔者正是基于所见所闻，才萌

生想法，要创新京剧普及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2 创新的目标与动力

众所周知，京剧艺术作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最灿烂的

奇葩，其精致典雅、雍容华贵的本体特征在客观上造成了欣

赏门槛高，难于被人理解的障碍，因此欲使年轻人看懂京剧

并且爱上京剧，固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容易事。何况相比不了

解京剧的中国大学生而言，留学生对于京剧的认知更像一张

白纸，因为他们有着地域、语言、文化、历史等诸多隔阂，

对京剧艺术所涉及的古典文学、历史人物、民间传说等相关

背景知识一片茫然。笔者认为，向留学生介绍京剧艺术本体

时，必须改变思路，不能将之与中国本土学生视如等同。

3 创新的内容与方法

在以往高校京剧欣赏选修课或者普及性讲座中，一般

教师会选择《闹天宫》《三岔口》等打斗场面精彩的戏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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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实例在课堂播放，有的直接把京剧院团的年轻演员请到

课堂现场表演，以期达到激发学生兴趣的目的。《闹天宫》

一剧主要展现的是孙悟空使出浑身解数，与玉皇大帝派遣的

天兵天将奋力厮杀，直至最后孙悟空横扫群敌，以少胜多。

《三岔口》一剧主要展现的是一个武生和一个武丑在三更半

夜于旅店之中摸黑打斗，直至五更天明，难分胜负，最后彼

此相认，冰释误会，亲如兄弟。在笔者看来，将这种通俗易

懂的武打短剧搬到课堂，做法虽然可取，但不宜推广到每次

京剧普及课程之中，原因是长此以往，会给初涉京剧的学生

造成感性认识上的误会，即京剧的代表性剧目就是打打杀

杀，如同武术杂技，缺乏深层次的内涵 [1]。

毋庸置疑，京剧艺术的本质精华体现在美轮美奂的程

式化表演，而绝非单一的卖弄武功技巧。按照梨园行的传统

说法，京剧的程式，即唱、念、做、打四门功课是分排名先

后的，即唱腔、念白、身段、武打的重要性依次减低。那么，

只向外行人介绍京剧艺术的武打，则不免陷入舍本逐末的误

区。事实上，判定一个人是否彻底爱上京剧的标准在于看他

是否迷恋京剧的唱腔，毕竟只有唱腔才是持续性抓住京剧观

众的要素。因此，笔者在课堂教学时，会返本溯源，着重讲

解京剧唱腔，而不以武戏先行。

然而京剧唱腔是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体系，如何介绍其

博大精深是摆在教师面前的难题。笔者在给留学生介绍京剧

唱腔时又采取与向中国大学生介绍时不同的办法。面对后

者，一般来说是将京剧的唱腔分为西皮、反西皮、二黄、反

二黄四大类，介绍完这四类唱腔，再进一步介绍四平调、南

梆子、高拨子、吹腔、昆腔等杂七杂八的唱腔。在介绍前四

大类唱腔时，通常又将慢三眼、快三眼、原板、二六、流水、

快板、散板、摇板逐一介绍，依次说明 4/4拍、4/2拍、4/1

拍、自由节拍的区别。这是戏曲学中一种较为普遍的归纳法

则，但笔者却没有用这种总结方式。笔者考虑到留学生具有

接触过西洋歌剧、音乐剧的知识背景，所以先将京剧唱腔分

为 4/4拍、4/2拍、4/1拍、自由节拍四大类，再从这四大分

类中区分细节，同样取得纲举目张的效果，与上一种方法殊

途同归。此处用图 1、图 2的形式直观表达两种分类方法的

异同。

除了唱腔，京剧的念白、身段、武打仍是必须向留学

生介绍的程式，不可或缺。在此三种程式的教学过程中，笔

者各有不同于他人教学方案的侧重点，具体阐述如下。

以往针对中国大学生介绍京剧念白时，会重点强调韵

白与京白两种形式，即以湖广音（湖北官话）与京音（老北

京方言）为代表的两种念白。而留学生对中国的方言土语不

甚了了，他们学习的汉语都是以普通话的音调为标准，所以

对其谈及湖广音，不啻对牛弹琴，白费功夫。笔者对于这一

问题宁可避而不谈，转而介绍京剧念白与唱腔的相似性、一

体性，使其认识到唱腔是念白的夸张与放大，而念白也不是

日常生活中或者话剧舞台上那样的对话，而是一种不带胡琴

伴奏的演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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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针对中国学生的教学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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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针对留学生的教学设计示意图

以往针对大学生介绍京剧身段时会将一些虚拟化的程

式表演举为实例，指出京剧舞台上的大写意特征，即有桨

无船，以桨代船；无门故掩，以掩代门；一个圆场跑过千

山万水，几声梆鼓度过漫漫长夜，等等。笔者在教学过程

中，也不刻意强调京剧大写意特征的虚拟性与夸张性，考

虑到留学生看过的哑剧表演与无实物的小品表演，对他们

的心理预期设置在可以对京剧舞台上的简单程式动作心领

神会。质言之，肢体语言都是相通的，没有国界之分。那

么笔者把介绍身段的重点放在讲解“四功”与“五法”的

对应关系上。四功，即是前文提到的唱念做打四门功课，

五法是京剧程式表演所用到的身体部位，即手眼身法步。

其中，手上动作又有拳、掌、指的不同，眼神又有各种神

态的区别，身、法、步的具体细节以此类推，论文不作赘

述。笔者想告诉留学生的是手、眼、身、法、步全部对应

四功中的做与打。

正如前文所言，以往无论向中国大学生还是留学生介

绍京剧的武打，都从《闹天宫》《三岔口》之类的精彩激烈

的短打戏入手，笔者并不全盘推翻这种选材，而是刻意强调

京剧武打的艺术特色。比如京剧的武打不同于纯粹的武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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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策略的教学过程。需要学生不断的尝试、不断设计、不断

测试、不断验证，最终形成解决方案。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每

个环节都是一个开放而灵活的学习体验，没有最优方案，没

有标准答案，持续的对拟解决问题的方案策略进行优化，在

实践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解决新的问题，在解决新问题的

过程中再一次强化学习各学科技能的融合。

在《自制净水器》一课中，在设计学生活动评价表时，

要根据学生设计净水器初稿、选择材料、净水器外观、净

水器功能、净水能力、材料成本等情况计分，明确自制净水

器中各个体验活动所要达成的目标与效果，最终根据得分情

况评选最优方案 [5]。这样量化的评分标准可以更加直观地了

解学生本节课的学习情况，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使得学生在活动中不断学习、合作、创新，不断提升解

决问题的能力。

6 结语

在这一系列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在用 STEM教学模

式进行科学教学时，需要正确认识 STEM理念，对设备能

够熟练地操作，这样才能够将技术和教学完美融合，并及时

对学生进行指导。数字化资源的利用，对小学科学课程的实

验部分有很大的辅助作用，但是硬件资源有限，不能完全满

足学生的需求。小学科学课包含了很多实验内容，对学生

的动手实践能力有一定的要求，教师需要对实验部分不断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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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它需要紧密配合打击乐伴奏，正是锣鼓交错产生的强弱

音效烘托出京剧武打的韵律性。武打动作的快慢张弛，与锣

鼓伴奏的轻重疾徐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再比如介绍《闹天

宫》时，会提醒学生注意观察“人学猴”与“猴学人”的辩

证关系，介绍《三岔口》时，会告诉学生京剧舞台“以明写暗”

的独特手法，即舞台上华灯璀璨，两个人故意装作彼此看不

见，从而映衬出情节发生在黑夜 [3]。凡此种种，都是笔者在

教学实践中取得的点滴经验。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文化自信的指示精神，是高

校艺术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针，向今天的年轻学子普及民族艺

术，甚至向其他国家学子推广传统国粹，更是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如果高校教师能够在教学内容与教

学方法做进一步深入探索，便有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笔者有理由相信，前车之鉴即为后事之师，加强高校之间教

学经验的交流互动，今后的教学成果必定与京剧艺术一起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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