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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素养下中小学京剧课程建设的范式探索 

江  峰 

 

[内容摘要]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核心素养的出台，促推了中小学京剧课程建

设的步伐。为了更好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北京市对京剧课程建

设的逻辑起点、建设范式和开发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京剧课程

建设的艺术范式。 

[关键词]艺术素养  京剧课程  建设范式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没有哪个部分会像京剧艺术这样让我们华夏子孙魂牵梦

绕，让我们民族觉得我们的文化所带着的贵族气了。21 世纪，适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

的世纪，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有理由、有能力将传承千百年的京剧国粹，在中小学教育中

生根、发芽，传承、光大。本文从艺术素养的角度切入，用艺术素养的教育意蕴、京剧教育

的发展逻辑及京剧课程的基本范式三个部分，来探索京剧课程建设的基本范式。这里，所谓

范式是指从事同一特殊领域研究的学者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传统、理论和方法。 

一、艺术素养的教育意蕴 

（一）艺术的教育内涵 

艺术，像科学一样，摆脱了一切独断的和人的成见所产生的东西。唯有这样，我们的人

格才能逐渐高尚起来。正如德国哲学家兼诗人席勒所言：人的性格怎么能够高尚化呢？为此

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国家没有为我们提供的工具，去打开不受一切政治腐化的污染而保持着纯

洁的源泉。正如高贵的艺术比高贵的自然活得更久长，艺术比自然更能鼓舞人心，它起着教

育和警醒的作用。
①
 

艺术，自然涵括着培育、锻炼、提高人的审美能力，陶冶、塑造、提升人的人生境界，

使人们感受和体验审美快乐，并走向自由的审美境界，从而完善人性和文化心理结构，使学

生得到自由而和谐的全面发展，进而导致身体、心性走向健康、自由、创造发展之路。伟大

的教育家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艺术教育不但是

人格修养的入门途径，而且能使它达到综合成熟、高级的境界。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艺术

教育能够浸润、滋养、美化人的性格和心灵，而且这种浸润的力量能够达到心灵的最深处，

能够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培养起对美的事物的识别能力，对美的热爱和对丑的厌

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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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探讨民族艺术中的精粹——京剧，是因为它具有了艺术的基本品质：首先，京剧艺

术像所有艺术一样都具有民族性、国际性和共同性的品质，“似乎是文化通衢中最闭塞，而

同时又是最具有国际性和种族共同性的一种。”
②
其次，艺术的各部分都是直接依赖感观作用

的。因为在音乐，舞蹈，装饰，雕刻，建筑，诗歌，与戏剧之间，都存在着依赖感觉和感官

的共同特点。可见，艺术一方面是直接由于人类在生理上需要一种情感的经验——即声、色、

形并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有一种重要的完整化的功能，驱使着人们在手艺上推进到完美之

境。从教育意义上讲，艺术教育尤其是京剧艺术教育更是手、口、眼、脸、形体的综合产物，

是声音、形体、服饰、颜色、审美的完整化表达。 

（二）艺术素养的文化分析 

     学校教育承载着人的品格培养的重大责任。学校所有科目当中，人文学科教育几乎承

担着所有品格培养的全部任务。正如《品格的力量》一书中的科尔伯特所说：“一个国家是

否伟大，并不取决于它的疆域大小，而是取决于它的人民的品格”，“因为人文学科的贡献

主要在于‘以独特的方式提高人的价值判断意识’，在于‘以一种知识和教育领域所没有的

真诚态度’来接纳价值观念。”
③
相比较而言，科学学科从整体上很少谈论人生的目的、情

感、意义等与人之品格紧密相关的东西。而以审美为基础的艺术教育学科应该成为人文教育

之中坚，为中小学学生品格的培养发挥自己独有之功效。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使人之为人的正是人不停留在单纯由自然界所造成的样子。他有

能力通过艺术教育来塑造理性，通过品格培养来完成人格。人格是在变化中不变的东西，所

以那种抵御变化的功能的完善性必然具有最大的变化性和宽泛性。借用美国学校艺术教育的

纲领性文件——《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的论述，即可知道：“艺术教育是一个有序的包括

音乐、视觉艺术、舞蹈、戏剧四门艺术学科的教育”，
④
由此，我们不仅可以清楚的看到艺

术教育之概念内涵，还能深切地认识到：教育离不开艺术，艺术渗透着教育。这也同时意味

着：一个完美的教育离不开艺术教育的奠基，一个完美的人格必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人、游于艺”。 

二、京剧教育的发展逻辑 

京剧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艺术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严结合在一起。因为他

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文化思考，又能创作艺术，即把想象活力和理性魅

力结合在了一起。从文化角度讲，京剧需要传承文化基因；从教育角度讲，京剧需要创新艺

术传统。如是，京剧教育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就势在必行。 

（一）戏剧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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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从词源意义上讲，希腊文里是由动词 DRAN派生出来的，而 DRAN 的意思是“去

干”、“去行动”。是指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

术的总称。文学上的戏剧概念是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脚本，即剧本。常见的戏剧表演形式

有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戏剧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的

一种综合艺术。 

关于戏剧的起源，目前有两种对立的学说：一派认为，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巫术仪式，比

如上古中文，"巫"、"舞"、"武"三字同源，可能是对一种乞求战斗胜利的巫术活动的合称，

即戏剧的原始形态。表演是从歌唱和舞蹈中产生或分离出来的。另一为劳动或庆祝丰收时的

即兴歌舞表演，因为真正的戏剧不过是一种详细叙述，要求说得通俗易懂，让没有文化的人

也听得懂。
⑤
戏剧尤其是京剧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它是由演员将某个故事或情境，以对话、

歌唱或动作等方式表演出来的艺术。戏剧有四个元素，包括了“演员”、“故事(情境)”、舞

台(表演场地)和“观众”。“演员”是四者当中最重要的元素，他是角色的代言人，必须具备

扮演的能力，戏剧与其它艺术类最大的不同之处便在于扮演了，通过演员的扮演，剧本中的

角色才能得以伸张。 

（二）京剧教育的哲学内涵 

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重大区别在于，古代人所获得的教养形式来自把一切联合起来的

自然本性，而现代人所获得的教养形式来自把一切分离开来的知性。因为就整个历史进程而

论，要发展人的多种素质，除了使它们相互对立之外，别无他法。各种能力的分割和对立是

文化教养的重要手段，但也仅仅只是手段，因为只要存在这种对立，人就只是处于通向文化

教养的途中。不论这种片面的分割式能力培养给整个世界带来多大好处，但对个人来说却要

蒙受痛苦，因为只有精神能力的协调发展才能造就幸福和完美的人生。 

为了弥合古代教育自然本性和现代教育学科知性之间的鸿沟，京剧教育展现出了自己的

独特魅力。它将诗、乐、舞等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这里，诗指文学，乐

指音乐伴奏，舞指表演，并且还包括舞台美术、服装、化妆等方面。同时，京剧以唱、念、

做、打为基本手段，几乎将各类表演艺术成分集于一台。京剧演员必须掌握“四功五法”，

“四功”即“唱、念、做、打”，“五法”即口、手、眼、身、步。其本质上是一门以戏曲为

载体的综合性、实践性、活动性课程，是通过歌舞达到表演故事的目的。 

（三）京剧教育的发展历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反映近现代和当代现实生活的民族音乐作品同样纳

入音乐课程中。同时，音乐是人类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人类文化遗产和智慧的

https://baike.so.com/doc/6728791-69430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9292-7345283.html
https://baike.so.com/doc/7063598-72865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4103-5760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823481-19285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12886-592561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2694-56086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31433-13024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73153-26139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2694-56086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6969-5613096.html
https://baike.so.com/doc/285566-3023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36812-5157362.html
https://baike.so.com/doc/4145600-4345350.html
https://baike.so.com/doc/1535227-16230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9192-5636678.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31433-13024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31433-13024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40522-105460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31433-13024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67166-56029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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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将会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中国民族音乐将会产生强大的

凝聚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小学课程标准里对整个民族文

化的传承提出明确要求，即在中小学试行“京剧进课程”。其实，京剧教育的发展主要经历

了三个阶段：首先，京剧艺术进课程试点阶段。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2008 年 2 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工作

的通知》，决定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之中。作为国粹的京剧，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遂之，全国部分省市开展了京剧进中小学课堂的试点工作。在已修订的《义

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增加了有关京剧教学的内容，确定了 15 首京剧经典唱段作为中小

学音乐课的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具体情况，将 15 首京剧唱段安排在一至九各年

级。京剧进中小学课堂各年级教学曲目安排一览表年级曲目： 

序号 年级 曲目 说明 

1 一年级 《报灯名》 念白·数板丑 

2 二年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老生 

3 三年级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甘洒热血写春秋》 

花旦 

老生 

4 四年级 《接过红旗肩上扛》 

《万紫千红分外娇》 

青衣转合唱 

老生 

5 五年级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猛听得》 

老生转合唱 

青衣 

6 六年级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花脸净 

老旦老生 

7 七年级 《儿行千里母担忧》 

《猛志在胸催解缆》 

老生 

青衣 

8 八年级 《趁夜晚》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花脸净 

老生 

9 九年级 《智斗》 花脸青衣老生 

其次，中华传统文化复兴阶段。2014年 3月 26日，教育部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教育需要积极而有效的文化，学校教育价值最值得品味的东西就是

学校所拥有的文化，以强化超功利的人文教育思想，给学生一个东方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人格

http://www.zhlzw.com/Special/ctwha/Index.html
http://www.zhlzw.com/Special/ctwha/Index.html
http://www.zhlzw.com/lz/List_1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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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精神支撑是我校教育模式特色化创建的主导思想。这为京剧艺术进课程、进教材提供

了一个有力的支撑载体。最后，2016年 9月 13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发布，标志着

以京剧艺术为主的学生戏剧艺术素养培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 、京剧课程的基本范式 

为了更好地传播京剧艺术，提升中小学生的艺术素养，以北京为首的全国京剧教育试点

省份对京剧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进行了有效探索，基本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建

设基本范式：师资培养上的“融合化”、课程建设上的“特色化”、课堂教学上的“整合化”、

课程评价上的“多元研发了原创曲目《诫子书》并成为学校的保留曲目，目前正在

排练另一部原创曲目《东坡睿智》。《诫子书》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

葛亮写给自己儿子诸葛瞻的一篇短文，以极凝练的文字从修身、处世、治学等方

面对后辈进行教诲和指引，体现了诸葛亮本人高尚的品格和爱子之情，不仅被后

世众多学子奉为格言，对今日的青少年们也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化”。 

（一）师资培养上的“融合化” 

作为国粹的京剧艺术，虽然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其教育传统历来是以“梨园收徒”

的师徒制为主。但 2008 年教育部京剧进校园的试点工作的推行，标志着京剧教育由戏曲院

校（学校）等专业教育走向了由所有中小学负责的大众教育。由于京剧进课程，进入的是音

乐课程，这就为我们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培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有的师资条件下，

京剧进课堂给基础教育带来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在职音乐教师的京剧艺术水平，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因此，在原有音乐教师的师资培养上存在着两种“融合化”的途径：一是请进来。

聘请戏曲学院或者京剧团的专业艺术家作为学校的特聘京剧艺术教师，专门教授学生唱京剧；

如门头沟区黑山小学聘请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余派女老生王文端，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

花旦青衣李妍霏，老旦教师周美娟，净行演员段龙梦等几十名京剧专业教师分别对学生进行

针对性授课，特邀京剧名家朱宝光艺术指导顾问。二是走出去。学校将本校的音乐教师送出

去经过一定时间的京剧艺术培训，培养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基本功，而且还要掌握系统的戏

曲文化知识和专业的表演技能。 

（二）课程建设上的“特色化” 

京剧课程建设上，北京各学校在 1-9年级开设教育部指定 15 首京剧唱段的基础上，走

出了富有北京地域文化、学校个性特色的课程建设之路：一是审定出版了特色的京剧地方课

程。由北京国粹艺术促进会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4 月出版了《看得见的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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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得懂的京剧》和《学得会的京剧》，主要供初中三个年级进行京剧课程选修，本课程在

参照教育部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兼顾了历史、语文和体育等关联课程的课

程标准，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京剧地方课程。二是开发了学校特色的京剧校本课程。比如

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就开发出了“京韵养性”的特色校本课程。具体内容如下表： 

三年级 

基本功训练 训练身体柔韧性学会踢正腿、十字腿、骗腿、盖

腿、旁腿。 

4课时 

京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京剧《苏三起解》 

学会唱段并能进行表演 各 2课时 

京剧《三家店》 学会唱段并能进行表演 4课时 

京剧《打龙袍》 掌握其上口字，能够进行表演唱 4课时 

四年级 

基本功训练 训练身体柔韧性学会踢正腿、十字腿、骗腿、盖

腿、旁腿，能够下腰。 

4课时 

京剧《铡美案》 掌握其上口字和快板的板式特点，能够进行表演

唱。 

4课时 

京剧《智斗》 能够进行分角色演唱 4课时 

京剧《卖水》 掌握其上口字和数板的板式特点，能够进行表演

唱。 

4课时 

五年级 

基本功训练 训练身体柔韧性学会踢正腿、十字腿、骗腿、盖

腿、旁腿，学会拉山膀、左右云手。 

4课时 

京剧《甘露寺》 掌握其上口字、西皮流水的唱腔及板式特点，能

够进行表演唱。 

4课时 

京剧《锁麟囊》 掌握其上口字及行当功，能够进行表演唱。 4课时 

京剧《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能够进行对唱表演。 4课时 

六年级 

基本功训练 训练身体柔韧性学会踢正腿、十字腿、骗腿、盖

腿、旁腿，走台步，左右顺风旗。 

4课时 

京剧的形成与发展 

京剧名家流派唱段赏析 

了解京剧基础知识。 2课时 

京剧的声韵及服装 

京剧的伴奏乐器 

了解京剧基础知识。 2课时 

京剧《坐宫》 能够进行分角色演唱。 4课时 

京剧《珠帘寨》 掌握其上口字及，能够进行表演唱。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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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还研发了具有学校特色的京剧原创曲目《诫子书》，《诫子书》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

家、军事家诸葛亮写给自己儿子诸葛瞻的一篇短文，以极凝练的文字从修身、处世、治学等

方面对后辈进行教诲和指引，体现了诸葛亮本人高尚的品格和爱子之情，不仅被后世众多学

子奉为格言，对今日的青少年们也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三）课堂教学上的“整合化” 

京剧课堂教学上，教师们很好地实现课堂教学上的三个整合：一是曲目内容选择上，实

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比如门头沟区黑山小学的京剧课除教授教育部规定的京剧进校园剧

目外，还拓展了其他有教育意义的传统戏。一二年级老生唱段：现代戏：《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浑身是胆雄赳赳》，传统戏《三家店》，在教唱这段唱腔的同时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

唱腔的吐字发声，唱腔板式。三至五年级老生课加大难度，从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中学习

了杨子荣这个英雄的唱段《共产党员》及《红灯记——党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通过歌颂抗

日英雄、歌唱共产党员让学生了解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用许多流血牺牲的共产党员生命换来的，

使得学生在传承革命传统的基础上，能够坚定地继承革命先烈意志，并熔铸到学习当中。二

是课程实施方式上，在以京剧演唱为主的基础上，教师们开发出了京剧脸谱、京剧行当、京

剧服饰、京剧欣赏等四位一体的京剧教学方式，并将音乐、美术、语文、体育等学科的大量

内容熔铸于京剧艺术教育教学当中。三是学生学习方式上，真正实施“四功五法”，即“唱、

念、做、打”与口、手、眼、身、步相结合，真正让学生的口、眼、手、身、脚的统一协调，

实现了音乐、审美、技术与身心的和谐。 

（四）课程评价上的“多元化” 

京剧艺术作为一门融综合性、实践性与知识性为一体的艺术课程，自然不能实施以考试

为主的单一性课程评价。在具体实践中，京剧课程在评价上，坚持了“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一是以综合能力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主的方式。很多小学实施的“说、画、演、奏、看”

等多元能力为主的评价方式，以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如门头沟区黑山小学就利用这五步走

的方式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一是说。即将京剧中的典故，用学生的语言说出来，以提升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认同感；二是画。即利用学校课外活动的绘画课，挖掘京剧脸谱、京

剧瓶子、京剧盘子等生活中的京剧元素。要求老师带领学生从京剧脸谱说起，了解不同的色

彩、图案对人物性格的不同作用。三是演。即从欣赏到亲自上台唱京剧，学校积极为孩子们

搭建平台，让学生登台，展现自己。四是奏。即开发学生智力。让学生接触京剧乐器。五是

看。即开阔学生眼界。通过观看京剧、参与演出等，积极组织开展与京剧相关的各种社会实

践活动，如参观京剧团、走访名角。二是分级分类地制定了京剧特色课程质性评价标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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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就制定出“弘扬国粹艺术”的评价标准。具

体如下表：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2-3个唱段表演唱 √ √ √ √ 

上口字的掌握 √ √ √ √ 

唱腔及版式特点 √ √ √ √ 

伴奏乐器  √ √ √ 

京剧服饰  √ √ √ 

名家流派及赏析   √ √ 

京剧的声韵    √ 

京剧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大宝贵财富，是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京剧艺术是我国非物

质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是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京剧艺术是一门综合音乐、

故事、美术、化妆、服装、表演、器乐等多种门类的复杂艺术，所以要求我们从多种渠道培

养中小学生的京剧艺术技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下，

我们应以“文化立心”和“京剧铸魂”为主导，加强京剧艺术教育，着力提升中小学生的京

剧艺术素养，以保障京剧文化有创新，京剧艺术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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