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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Art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Opera in 
Modern Network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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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 of Henan opera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has forme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or hundreds of years. I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making full use of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o carry out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opera art is of positive practical sig-
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 education and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oper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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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网络传播中传统戏曲艺术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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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豫剧艺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播特征。在现代化、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中，
充分利用网络传播平台，进行戏曲艺术传承、发展和创新，对于促进现代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保护及传承中华民族戏曲文
化的精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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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时代的媒介环境以其多元性、复合性、

娱乐性、互动性和虚拟性吸引着大学生，迅速成为他们了解外

部世界的重要渠道，并对他们的行为习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大学教育中导入媒体戏曲文化教育课程，开展相关实践，逐

步丰富我们媒体素养教育的资源和经验，建立成熟的大众媒体

素养教育框架体系，不仅有利于大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亦将

利于推动媒体戏曲文化教育在全社会的开展。笔者近年来深入

到全省多个高校，致力于传统艺术教育资源遗产在高校现代网

络教育传播的实地考察工作，研究了中国河南传统艺术文化教

育资源遗产的音响、乐谱、文字、图片、采访录音等相关资料，

这些资料大多是三百年戏曲艺术教育文化的说唱艺术和流传广

泛的豫剧戏曲艺术，仍然保留着传统艺术教育特性，笔者试图

借助传播学理论，从戏曲学和扩散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提高

大学生媒体素养的策略，丰富媒体素养教育理论的内容。胡锦

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

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

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1]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充分利

用网络促进传统戏曲艺术文化资源，对于传承、创新艺术教育，

将对扩大艺术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保护利用豫剧戏曲艺术教

育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艺术教育的文化环境，同

时将有助于人们精神文明的提高和身心健康发展。

1 戏曲艺术传播教育的形成

戏曲艺术媒体教育是以艺术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与

艺术境界的自然有序的系统活动。学者尤.鲍列夫指出：“如

果说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的教育具有局部性质的话，那么艺术

则对智慧和心灵产生综合性的影响，艺术的影响可以触及人的

精神的任何一个角落，艺术造就完整的个性。”[2] 中国自 1999

年通过一项关于推进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决定 , 其中第六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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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谈到艺术教育的重要地位：“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

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3]”传统戏曲艺术教育是承担起一种责任与义务来

改善人们身心世界 , 实施着真正意义上的“启发式教育”。

戏曲艺术教育伴随着传统艺术教育文化悠久的历史而得

到传播和发展，并在几百年的艺术教育文化传承与传播发展

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教育文化特征，尤其是在豫剧戏曲

艺术教育方面有着深厚的艺术文化教育的基础，2006 年豫剧

被列为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4]。在现代高校远程

教育中利用网络自身的豫剧戏曲艺术教育文化资源进行广泛的

传播，以艺术求发展的创造探索和艺术教育实践过程，扩大了

豫剧戏曲艺术教育文化发展，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民间豫剧戏曲

艺术教育文化，对于高校豫剧戏曲艺术教育建设的体现，有着

一定的戏曲艺术教育作用。

2 现代网络传播扩散的特征

2.1 创建立体化的戏曲传播网络

对于传统戏曲行业而言，其主要是围绕着生产艺术产品

作为核心，主要可以划分成两个组成部分：一是行政管理。其

主要是负责完成对于资金、人员以及演出管理等活动；二是业

务生产。其主要包括业务戏演出以及创作戏两个组成部分，其

中创作戏主要是以舞台排演以及剧本创作作为核心，其是大兵

团的作战活动，会在资金创作以及导演资源等方面进行全面的

投入，开展的是大集体会展活动。业务演出相对较为灵活多变，

既可以是繁琐的也可以是简单的，参加演出的人数数量可多可

少，能够与服化道以及乐队等各个部门进行有机的配合，主要

是以舞台常规演出为主。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媒体的发展变化，

那么在新媒体的背景下，戏曲行业必须要实现经营管理理念的

更新，要建立新媒体部，实现对艺术品的数字化生产以及经营。

要建立相关的网站，在网络平台中加入戏曲的生产项目等，其

中包括音像产品、剧目创作、服装设计以及舞台表演等。要能

够从各方面加强与观众的互动与交流，其中包括舞台表演与数

字产品的研发等，从而创建完善的立体化戏曲艺术传播网络，

要实现对多种不同载体的兼容。要借助于文本的作用实现对获

取资料的阅读以及深入研究，并且参与其中。要充分发挥视频

引擎的作用，实现对各种幕后台前的资源、舞台戏曲与电视戏

曲的有机整合，借助于微博、微信等平台实现对各种新消息资

料的发布，完成各种活动的组织开展。要加强与广大戏迷互动，

促进艺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等。要充分发挥计算机具有的强大

的检索引擎功能以及完善的数据库，构建科学、健全的戏曲综

合信息库，从而真正地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更好地提升戏曲的

传播效果。

2.2 积极生产“短”“微”产品

对于传统的中国戏曲而言，其演出时间相对较为自由，

短的为 30 至 50 分钟，长的能够超过两个小时，这是由于中国

的信息最早是产生于农耕的时期。当时在农闲时，人们的时间

较多，因此也就导致中国戏曲得到大时段的传播。然而，当今

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因此也就难以承受传统戏曲的慢、

散、悠，但是中国的传统戏曲比较优美，而且拥有着浓厚中国

色彩的化妆与服饰，中国的演剧方式也非常经典，这是现代人

需要学习与传承的精髓，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所以，为了能

够有效地满足人们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追求，而且能够充分适应

人们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在新媒体背景下，传统的戏剧行业

也要加强对产业模式的调整与优化，碎片化是新媒体传播的主

要特点之一，对此，戏曲行业就能够将常规的两个小时大戏逐

渐改变“短”“微”的形式。采用此形式逐渐进行传播，戏曲

行业要创造更多的“微折子”“折子戏”等，从而使得一些表

演以及唱段的精华片段能够得到碎片化的上传，如此一来，就

可以有效地改变传统的特点，从而更加“短”“微”。这样在

短短的 3-5 分钟之内，广大的人民群众就能够借助于各种新

媒体媒介了解与接触中国的戏曲，有效扩大戏曲的传播范围，

有助于中国戏曲的更好生存与发展。

2.3 创设虚拟的戏曲舞台

中国戏曲主要是通过唱、念、做、打、舞等综合的方式

对故事进行演绎，其有着较强的程式性、综合性与虚拟性特

点。通过传统剧场的传播方式使得这些艺术元素得到了有机组

合。在电视以及广播的时代背景下，采用声画分离技术实现了

艺术的一次性合成。当前，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有效激活了

传统戏曲原来所拥有的多种基因。中国戏曲是一种高度融合的

艺术，其中包括多种元素，例如音乐、滑稽表演、杂技与美术

等，诸多的戏曲原来被合成在戏剧舞台的歌舞表演中，通过新

媒体的先进方法与技术能够实现对诸多元素的单独剥离，而且

也可以将其进行逐一的合成。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动传统

戏曲行业的发展，那么就要创设虚拟的戏曲舞台，因为戏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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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具有特定的程式，因此就能够采用一些虚拟的演员按照戏曲

的程式规范，借助于 3D 技术的作用将表演进行合成。如同德

国电影 3D 动画的著名作品《丁丁历险记》一样。可以充分发

挥 3D 真人动作捕捉技术的作用，基于真实演员的表演，利用

3D 技术进行建模。在演唱方面，能够参照一些流派名家的唱腔，

借助于电脑程序的操控，从而创作出电子的唱腔，如此一来，

可以有效解决唱腔以及表演等诸多问题，创作出虚拟的道具以

及舞台。目前，在北京的新媒体艺术工作室已经开始采用此类

的虚拟戏曲表演，尽管当前还不够成熟，然而也得到了许多年

轻人的认可与喜爱，而且也开始逐渐加强对有关艺术产品的研

究与开发。通过对虚拟戏曲舞台的创设能够使得戏曲表演获得

更加广阔的空间。另外，也可以获得更多年轻人的喜爱，而且

也能够永久保存一些规范化的戏曲表演程式以及唱腔，因此具

有较大的艺术价值。总之，新媒体能够有效推动传统戏曲的传

播与发展，能够突破传播空间的限制、加强戏曲艺术和观众的

粘性。因此，为了有效推动传统戏曲的传播，那么就要采取有

效措施，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例如，要创建立体化的戏曲

传播网络、积极生产“短”“微”产品与创设虚拟的戏曲舞台

等，进而有效推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戏曲的良好传播。

3 传统戏曲在现代网络发展现状分析

艺术教育在高校发展，不仅是大学生自娱自乐的活动，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大学生利用传统艺术教育

资源传播求发展的一种创造活动，正确引导弘扬优秀文化，吸

纳人类先进文化成果，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

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

    河南地处中原大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和多民

族艺术教育文化交流的腹地。豫剧戏曲艺术教育是中原农村与

城市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传统艺术教育的文化基础和

基本精神，艺术教育构成中原农村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豫剧

戏曲艺术教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构建了中原农村与城市学校教

育文化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民族特性。现存豫剧戏曲传统

艺术教育主要分布于中国河南的豫西、豫中、豫北、豫东地区，

以洛阳—郑州—开封走向，由西向东沿黄河两岸为轴线，辐射

周边地区，地势以平原为主，及少量的丘陵地区，这些地区自

古以来也是农业、经济、文化教育较发达的地区。[5]

从高校现代网络媒体传播看传统艺术教育发展。豫剧已

成为河南戏曲文化的著名品牌和形象标识，豫剧在三百年的发

展历程中，豫剧流布广泛，长江以北的多数省区有着专业表演

团体，其演出活动遍布全中国，且已多次走出国门。豫剧风格

独特、个性鲜明，彰显了河南人的人文精神和品格情操，蘸满

了中原黄土地的泥土芳香，是河南人民心中的歌。豫剧积淀丰

厚，它聚集了河南人民智慧和创造的结晶，造就了豫剧艺术的

博大精深和历史辉煌，积淀了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浩翰

的剧目遗产，创造了个性鲜明、独特成熟的艺术表演体系。在

声腔上，伴随着由本梆向河南梆子—豫剧的发展历程，既承袭

了北曲、南曲，昆腔、弋阳、吹腔、皮黄等早期戏曲的艺术成

就、兼融并蓄，又在其声腔的母体——祥符调的基础上，繁衍

出早期的平调和清道光以后的豫东调、沙河调、高调等多个地

域唱调，又与豫西调交流融合，形成了表现力丰富、多姿多彩，

具有河南特色的豫剧声腔体系，有四大声腔板类，数十个唱腔

板式，数十种调门唱法，六百多支鲜活实用的曲牌音乐，凸显

了豫剧音乐的丰富多彩和无穷魅力。特殊的生成基因和发展环

境，使它具有了许多独特的个性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近

代社会新的戏曲剧种生成的鲜活例证，在剧目和舞台艺术方面

借鉴了早期戏曲的艺术成就，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教育价值。

4 豫剧传播扩散的思考

思考之一：普通高校大学生需要传统豫剧戏曲艺术媒体

教育。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普通高校校园的舞台上，不仅要

有流行的“庞龙”、高雅的“郑小瑛”，也要有国粹的“于魁智”

和“常香玉”。在大众文化抢足风头、流行主导高校大学生的

同时，更要继承和弘扬高雅的传统艺术。高雅艺术进高校校园

活动可以给高校学生一个更好地亲近艺术、提升艺术素养、感

受艺术魅力的平台，这也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首先，高雅艺术可以提升文化品位。高雅艺术是先进文化的组

成部分，蕴含深厚文化思想内涵，蕴藏其创作时代社会、自然、

以及人际交流所必需的各种形象化感性知识，能够陶冶人、教

育人、培养人、传承世界各民族文化精髓，更能给大学生以震

撼和鼓舞。《梨园春》走进普通高校，让大学生们欣赏到了广

为传唱的戏曲名段，领略到了艺术家们做念唱打、一招一式的

优雅与考究，使大学生不仅感受到了民族传统艺术的无穷魅力。

通过观看艺术家们精彩的演出，国粹和民族传统戏曲文化成为

高校大学生精英意识和高雅的文化品位。其次，艺术教育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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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功能。艺术教育家蔡元培认为：“若要把感性的人变为理

性的人，唯一的路径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 [6]” 。高校豫剧

戏曲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艺术的手段，让学生充分感受、

理解、评价各种美的情感，培养美的情操和文明行为。中国传

统教育思想把艺术的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所谓“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是指吟诵诗歌可以

启兴人心，感奋情志；欣赏音乐，可以调和情感，修养性情，

以养成美好高雅的性情。再次，“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是弘

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人才、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思考之二：艺术教育传播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在普通高

校开展豫剧戏曲艺术教育备受欢迎，但提高艺术修养，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因此，要建立长效机制，努力推动艺术

教育长期深入开展下去。中国制定相应的规划，建立健全机制，

加大资金投入和推广力度，在高校建设青年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基地，为青年学生创造学习、欣赏和参与高雅艺术的条件，从

而达到培养全面高素质人才的目的，要进一步把豫剧戏曲艺术

教育纳入规范化的教学轨道。因此，普通高校在教学体制改革

和课程建设时，通过远程豫剧戏曲艺术教育活动和经常性地组

织艺术家进校园和学生开展面对面的研讨、交流活动，进行更

多的现场讲解和欣赏辅导，使学生的艺术素养从兴趣、娱乐的

层面提升到鉴赏与认知层面。

思考之三：豫剧戏曲艺术教育传播需要媒介。豫剧戏曲

艺术教育传播需要载体。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电影、网络

等，应承担艺术教育传承的责任和使命，利用现代的传媒工具

和手段激活传统艺术教育，用全新的方式宣传和推广传统豫剧

戏曲艺术教育，让更多的高校学生接触并了解豫剧戏曲传统艺

术教育。京剧、戏曲、《梨园春》走进普通高校，不仅让青年

学生亲身感受到传统豫剧戏曲艺术教育震撼力和艺术家个人的

魅力，同时通过远程教育网络中河南电视台、地方电视台的多

次转播、介绍，以及网络、报纸等媒体对活动的报道，让高校

学生对自己学校更加热爱，对艺术更加喜爱；豫剧戏曲艺术教

育在深入校园、远程教育网络与青年学生的思想碰撞中得以充

分展现，并在媒体的影响下得以推广并吸引更多的普通高校学

生观众。传统豫剧戏曲艺术教育经历各个时代流传沉淀至今，

本身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能积极融合传播媒介因素，展现

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吸引更多普通高校学生去了解、欣赏和

接受，这样才能真正地使艺术教育从“走进剧场”、“走进校

园”演化为“扎根校园”，使豫剧戏曲艺术教育在新农村得以

传承和弘扬，广大青年学生也一定会成为传统艺术教育的热爱

者和传播者。在经济不太发达的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情况下，需

进一步传承、发展和创新发展本地域的传统戏曲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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