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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ugust 8,2017,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ssued the Opin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ra into the Campus, pointing out that opera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expression and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o guide and support the work of opera into the 
campus. However, due to the problems of long practice time, learning difficulties, obscure singing and language, its development is in 
a dilemma and has become a key rescue and protection project in China.”Opera into the campu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nherit 
and develop opera. Chinese excellent opera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he ideological value and humanistic feelings contained 
in it are worth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by every Chinese person. The introduction of opera into the campu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opera culture, but also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opera culture, and enhance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However, at present, the “opera into the campus” activity is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se problems and propose solutions to help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opera 
cultur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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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发布《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指出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引导和支持各地戏曲进校园的工作。但是，由于戏曲自身存在练习时间长、学习困难、
唱腔及语言晦涩难懂等问题，其发展陷入困境，成为我国重点抢救和保护项目。“戏曲进校园”是传承发展戏曲的重要
举措。中华优秀戏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人文情怀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了解和学习。戏曲走进校园，
不仅有利于普及中华戏曲文化，而且有利于提升中学生对戏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然而，目前“戏曲进校
园”活动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旨在分析这些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助力戏曲文化在中学生中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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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思想理论政治课教师座谈

会上，习近平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

增强文化自信[2] 。戏曲自古以来便有着“高台育人”的功能，

学习戏曲文化对当代中学生文化自信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于 2017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将文化自信列为“四个自信”之一，也在“两个结合”

中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戏

曲文化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 。中共中央也发布了多项政

策，为戏曲文化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年发布了《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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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基本普及。

2 “戏曲进校园”的必要性

2.1 增进对中华优秀戏曲文化的理解
   戏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

年间演绎出了许多剧种。剧种的唱腔、服饰、语言等各具特

色且内涵丰富。戏曲的语言基本以文言文为主，并冠以各地

的腔调，这是戏曲中最令人费解的部分，必须要加以学习。

当前，戏曲走入校园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课堂——课堂上老师

对戏曲的语言加以分析，对道具加以讲解，使学生了解戏曲

的基本知识。此外，戏曲在课堂中传唱，学生耳濡目染，对

一些经典戏曲的基本内容便会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当对戏曲内容有一个较为感性的认识以后，随着观

看剧目的增多，以及教师讲解的深入，学生对戏曲的认识将

不仅仅局限于内容之中，其间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会逐渐植入学生的大脑。内容和思想交织在一起，将会大大

加深学生对戏曲的理解。

2.2 提升对中华优秀戏曲文化的认同
     随着新媒体的高速发展，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

对青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代大部

分青少年对于西方的爵士、芭蕾等如数家珍，但是对中国戏

曲一知半解；对西方的“英雄文化”满腔热忱，但对中国的“和

而不同”嗤之以鼻。

    

    中华优秀戏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演绎的

故事是一代代艺人筛选出来的精华，演绎方法也是经过代代

的改进和完善，体系完整且意义深厚。中学引入戏曲教育，

可以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优秀传统文化，理解经典剧目，从而

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让他们在一个个剧目中，

把握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感受戏曲文化在历史积淀

中产生出的魅力，从而打破对戏曲文化“过时”的误解，增

强对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提升对中华优秀戏曲文化的文

戏曲进入校园，让中学生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中

华优秀戏曲文化，增加对其认同感。戏曲文化内涵丰富，包

含着历史文化、音乐舞蹈、艺术表演等 [3]，形式多样，剧

本繁多。戏曲中所蕴含的内容，与我国目前所倡导的主流价

值观相适应[4]。“戏曲进校园”让学生穿梭千年感受古人

协和万邦的价值追求，理解古人的仁义礼智信，从而更好地

理解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中华优秀戏曲文化、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2.3 提高对中华优秀戏曲文化的文化自信

化自信。

3 “戏曲进校园”的困境

3.1 学校重视不够
     一方面，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学校把学生的成

绩放在第一位，对学生其他隐性能力的培育不够重视，许多

学校的音乐课摇身一变，成了语数英等能在考试中展现分数

的课程，戏曲教育被搁置。另一方面，学校对政策的理解

不够，对“戏曲进校园”政策的落实，仅仅当作一项任务，

并不会专门的设立戏曲课，也不会专门聘请专业人士进行讲

解，仅仅以播放视频为主。另外，若要形成系统的戏曲教育，

戏曲的服饰、乐器等必不可少，但学校常常将这些需求搁置，

转而先去建设可以提升学生考试成绩的设备。

3.2 教师戏曲知识储备不足
   

    

“戏曲进校园”政策落实到各地学校，大多是落实在

音乐课堂之中。而如今，高校对于音乐教师的培养主要是偏

向于乐器和歌唱等方面，很少有涉及戏曲的。另外，戏曲的

学习过程十分漫长，大多需要“童子功”，很多人不愿意去

学习，再加上当前戏曲行业的衰落，不少人考虑到就业问题

，就更不会将戏曲作为自己的专业第一志愿。介于这两方面

的原因，如今的音乐课教师对于戏曲的了解也仅仅只限于表

面，无法对戏曲文化进行深入的讲解，使学生无法接触到戏

曲文化的真正内核。

3.3 学生群体热度不高

4 “戏曲进校园”对中学生文化自信的影响

由于教师群体对于戏曲知识的储备不足，课堂上也

仅仅只是以播放视频的形式草草了事，致使学生群体对戏曲

的了解不够，就无法对戏曲形成可持续的兴趣，对于戏曲的

观看也只是凑热闹。此外，传统戏曲的语言以文言文为主再

加上带有口音的腔调，致使学生很难理解，认同感不高；再

加上戏曲的学习需要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积淀，但随着网

络的发展，学生对于“快文化”的兴趣浓厚，更偏向于速成

性学习，更倾向于如今的“快餐文化”[5]。

4.1 增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
     

借助戏曲表演，开展以传统儒家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

为指导的戏曲文化教育，引导青少年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

价值。儒家传统观念中的仁义、忠孝等精神对培养民族文化

的认同感有重要意义。儒家思想也是戏曲文化的指导思想，

所以当戏曲走进校园，儒家文化也在变相地进入，这有利于

增强中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此外，戏曲中所蕴含

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有利于唤醒青少年内心最深沉的爱国

情怀，而且有利于帮助青少年树立民族自信，激励其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戏曲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具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这种文化基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千百年

来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面对危机的乐观态度，

第二，民族面对危机和侵害时所展现的爱国情怀和英雄主

义[6]。    

4.2 增强对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

上的文化自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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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文化往往展现的是人民在封建社会下的悲惨

生活，随着历史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

产党人追求民主和解放为主题的戏曲，因此，戏曲内容的发

展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

当戏曲在课堂上展现时，党和人民的紧密联系也生动地展现

在我们眼前，那一句“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将不再是一句单薄的书本知识，而会变为学生心中最真实的

感受，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同感。此外，当戏曲走入

校园，戏曲中新中国的生活画卷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对比，更

加直观地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继而增强

中学生对于这条道路的认可感。

4.3 增强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

当代，中华文化正在以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各种

矛盾、解决各种问题。当戏曲进入中学校园，中学生能够更

深刻地感受到中华优秀戏曲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而不同”“道

法自然”的精神，会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新的认识，对

如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找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在世界上，

所有的文化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可以求同存异的；发展也

不一定会给自然带来灾难，要讲求“道法自然”的精神。中

学生们通过观看戏曲、学习戏曲，最后读懂戏曲，理解其中

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了解其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产生

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从自己的文化中了解过去，把握现

在，前瞻未来[8] 。中学生是推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增

强中学生对中华文化未来和中国未来发展的自信，对实现中

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华文化、中国文明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自信。

5 “戏曲进校园”的实践路径探究

5.1 加强校园戏曲文化建设
加强相关设施的建设。如今，不少学校配有音乐教室，

但是音乐教室中仅具有乐器一类的设施，缺少相关戏曲设

施。学校可以集中采买戏曲相关的服饰、道具等，为“戏曲

进校园”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

开展相关活动，形成戏曲文化氛围。学校可以鼓励学

生创办戏曲社团，也可以多多开展有关戏曲的文化活动，开

展到曲目的发源地研学，到大剧院听戏的活动，营造良好的

氛围，从而激发学生对于戏曲学习的热情。

开设专门的戏曲课程，让学生系统地学习戏曲文化。

如今的戏曲教育隐没在音乐课的教育之中，不少学校对于戏

曲教育不以为意，仅仅靠放视频草草了事，让学生有效了解

戏曲文化，开设专门课程，系统学习戏曲文化，已迫在眉睫。

5.2 提升教师群体的戏曲传授能力
     教师是连接学生与戏曲知识的重要一环，加强教师

群体的戏曲传授能力，对学生学习戏曲具有重要作用。首先，

学校可以加强对音乐教师的聘任和考核要求，把戏曲的专业

知识融合到招聘要求中，使音乐教师能真正兼任戏曲教师，

做好戏曲的教育工作。其次，可以加大对在校音乐教师的培

训力度。定期对教师开展培训，加强老师自身技能，建立相

关的考核标准和考核体系，让教师向考核标准靠拢，真正将

戏曲教育教学落到实处。最后，教师群体要创新课堂的教学

模式，采取“翻转课堂”，转变教学主体，将学生与教师地

位互换，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在教中自学，深刻体悟戏曲

文化的巨大魅力。

5.3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相关实践
学生作为戏曲进校园的主体，让学生乐于学戏曲、爱

于学戏曲，是“戏曲进校园”的关键。

首先，邀请著名剧团来校演出，引导学生观看。相较

于课堂理论知识的讲述，观看演出的真实体验更立体，更令

人印象深刻。如三门峡蒲剧团表演时与学生互动，反响良好。

其次，开展戏曲演绎活动，让学生成为表演的主角。

有些学校开展戏曲表演活动，让学生对课本经典剧目进行改

编展示，既展现了学生的创造力，也对提升学生文化自信有

重要意义。

最后，开办相关社团，打造课内外相结合的学习模式。

学生社团是学生课外活动的重大阵地，将戏曲文化加入到课

外社团之中，对戏曲文化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6 结语

“戏曲进校园”是中华优秀戏曲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

该实践的深入开展，为传统戏曲文化发展注入活力，是培育

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不断探索新时代“戏曲进校园”

政策的有效路径，让戏曲文化真正走入校园，对传承戏曲文

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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