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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熟悉戏曲艺术教育的人士都非常清楚，传统戏曲艺术教育最主要的教学方 

I、I． 法就是 “口传心授”。许多前辈戏曲艺术教育者正是基于此种教学方法而 
／ g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戏曲艺人，也使得戏曲这种古老的艺术得vY,延续至 

今，多少业内人士为此而感到骄傲、自豪。但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随着中国加入 

WTO，随着 “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生物工程”为标志的第四次新科技革命风 

暴的到来，戏曲艺术教育如果还是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沾沾 

自喜，固步自封，不思发展，不知进取，那势必会违背与时俱进的原则，阻碍戏曲 

艺术教育的发展与进步。为了戏曲这个传统的艺术瑰宝能够在新世纪继续繁荣发 

展，作为戏曲艺术传承者，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这历史的责任，更新教育观念，树立 

科技创新意识，抢占艺术教育制高点，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改进、完善、丰富戏曲 

艺术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本文试图通过戏曲艺术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的剖析，尝试在多媒体与传统戏曲艺术教学的结合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与各 

位同仁共同探讨，以求抛砖引玉，促进戏曲艺术教育的发展。 
一

、 传统戏曲艺术教学方法的剖析 

众所周知，传统的戏曲艺术教学一直沿用 “口传心授”式的教学方法，教师一 

句一句地教，一字一字地抠，一招一式地示范；学生则亦步亦趋，一字一句、一招 
一 式地进行模仿。教师评判学习标准是学习模仿得像与不像，至于具体为什么要如 

此唱念、表演，教师则很少能说得清楚，使得不少学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当教师的学习又成为教师进行教学时，也只能怎么学的怎么教，一代又一代，周而 

复始，循环往复。靠此种教学方法虽然也能培养出戏曲艺术人才 (因为这种方法有 

利于传统戏曲艺术的继承)，但这种 “模仿复模仿”的 “口传心授”法，却极大地 

束缚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而客观上也就自然会阻碍戏曲艺 

术的进步与发展。长此以往，弊莫大焉。世人皆知，戏曲艺术只讲发展不讲继承不 

行，因为戏曲艺术需要有民族特点，而只讲继承不讲发展更不行，因为它关系到戏 

曲艺术的生死存亡，此话绝非危言耸听。纵观整个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从元杂剧 

到明清传奇，再到近代昆曲艺术的兴衰，莫不如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 

继承和发展二者并重。具体到当代戏曲艺术教学上，就是在继承传统的、为实践所 

证明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再为之插上一双翅膀，即利用现代科技的多媒 

体技术来改进、完善、丰富传统的教学方法，使之更易于、更乐于为学生所接受， 

从源头上来改变学生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现状，从而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大胆 

实践、勇于创新的能力，这是戏曲艺术发展的需要 ，也是时代所赋予我们当代戏曲 

教育工程者的历史使命。 

二、多媒体技术在戏曲艺术教学中实际应用的设想 

在校园嗣的基础上建立戏曲知识网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 

能力 

以京剧专业为例，网页内容可分为京剧的历史、京剧的行当、京剧的表演、京 

剧的化装，京剧的音乐、京剧的舞台调度、京剧的流派、京剧的剧 目、京剧艺术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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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优秀京剧演员的艺术经验等等。每 
一 大项可分为若干子项，如 “京剧的行 

当”项 下 可 分 为 “生、旦、净、末、 

丑”；“旦”项下可分为青衣、花旦、武 

旦、刀马旦等。每一项下除文字说明 

外，需要图示、图片及音乐节奏说明的 

还需附以剧照图片及音乐演奏等，教师 

可根据教学计划与安排，循序渐进地布 

置学生学习相关内容；学生也可根据 自 

己的需要，随时点击该网页进行查阅、 

学．---j。如此，既丰富了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且缩短了教学时间，又培养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还使得 “以 

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原则落到了实处。 

2、利用CAI(计算机辅助教学系 

统)等制作教学课件，以丰富教师的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戏曲共同课的 

教学质量 

关于舞台的方位调度，龙套、上下 

手的队列变换，演员的形体训练，戏曲 

的把子套路，软、硬毯功的练习等等均 

可制成教学课件。如舞台的方位和演员 

的调度，可采用图示的方法并辅以必须 

的文字说明，再加上教师的示范、讲 

解，学生学习起来线路清楚，掌握起来 

简单容易，再如把子的学．---j，教师可先 

用摄像机摄下各种把子套路的打法，组 

织学生观看，然后利用非线性视频编辑 

系统和视频编辑软件对每套把子的各个 

动作进行分析、剪辑，再辅以必要的技 

巧要领说明和教师的示范，即 “口传心 

授”，学生接受起来要相对容 易得多； 

再譬如高难度跟斗的练习，传统戏曲基 

本功教学中，教师示范这类高难度动作 

只能望洋兴叹，力不从心，从而倍感 困 

难，颇觉不便。利用 CAI综合处理 系 

统就能使这些非常复杂、困难的技术要 

领示范，变得异常容易简单，像跟斗的 

运行轨迹、跟斗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哪块 

肌肉用力以及各肌 肉群之间怎样协调、 

配合等一系列运动生物力学的复杂原理 

厦技巧要领，在计算机里通过位于一时 

问轴区间内的一组连续画面，即序列图 

像，再辅以必要的技 术要 领讲解与 图 

示，即可清晰、完善地展示出来，学生 

学．--j起来一目了然，轻松有趣，掌握起 

来简单容易，水到来成，即使因为时问 

关系，学生对动作的套路、要领记忆不 

清，甚至遗忘，也能随时点击、翻查， 

进行复习；另外，教师还可鼓励学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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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舞 台 

可铹失的 

／、住力量 
●金志新 

-_- 观当今戏剧(这里主要指戏 纵 
得上优秀之作的恐怕寥寥。戏剧的人气 

大大滑坡已成了如今中国戏剧舞台不争 

之事实。究其原由，应该说一方面是社 

会大环境使然，二是戏剧作品本曙的魅 

力缺失 记得前几年兴起的大制作热， 

动辄上千万投入的作品仅仅参加了一场 

所谓的评奖演出便束之高阁，而一旦进 

行营业性演出不得不摘除包装时，底气 

的不足马上显露出来。观众自然不会买 

帐。因为说白了他们进剧场的目的主要 

是欣赏戏剧内容，而不是来看你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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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用了这么大力气的戏，难道搞得不经典吗?也不!这可不能一概而论讲 

绝对了。我认为有些戏内容本身不错，如再加上好的外在包装形式，应该还是能起 

到锦上添花的效果的。这关键是看作品本身的内涵。我们的老百姓如今早已厌倦了 

那些胡弄人的花架子。像古装戏那种重复演绎 “千金小姐恋书生，落难公子中状 

元!’’的戏剧路数，是注定没有生命力的。虽说戏剧是门综合艺术。但功夫仅花在 

外在的形式方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矣。戏剧如果不能从内 

容上跟观众产生共鸣，当然就谈不上市场效应 要想跟观众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我 

们的作品就必须触及人的本质，写出人性的力量。 

与许多文艺作品一样，戏剧同样离不开对人性的关注。试想，能真正称得上优 

秀戏剧作品的，哪一部不与人性有关?偏离了这个宗旨，即使你再怎么包装炒作， 

作品的艺术效应注定是短命的。 

当今的舞台戏剧再不是上世纪8O年代的那种宠儿娇儿。曾经万人空巷的景况， 

也许永远只能作为一代人望洋兴叹的回忆。有人说这都是因为电视及高科技的现代 

文明给舞台戏剧带来的冲击。这确实是客观现实。但就戏剧本身的创作而言，我以 

为血确实到了不得不正确面对的时候了。虽说许多戏剧人现在已经在做或者说也迈 

出了一大步。但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戏剧舞台所呈现的作品，主题大都缺乏新意， 

或者至多不过是用旧瓶装成的新酒。我们的舞台戏剧跟文学相比，距离渐渐远了。 

而舞台戏剧创作步伐滞后带给观众的厌旧心理，反过来又影响了戏剧的发展，造成 

了致命的恶性循环。因此，这不能不说是舞台戏剧至今难以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 

要使戏剧能引起观众共鸣，真正走出困境，我这里概括为三个字：“人性美”! 

我认为只有真正写出了 “人性美”的作品，才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记得前几年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与江苏省文化厅、省剧协，常州市政府联合举办的 “中国戏 

曲现代戏优秀保留剧目展演活动”在常州开幕时，山东吕剧院的吕剧 《李二嫂改 

嫁》和 《补天》二出戏演得十分成功。《李二嫂改嫁》主要反映李二嫂追求婚姻 自 

由、妇女解放以及她善良忠诚的人性之美。虽说这本戏带着 5O年代的烙印，对于 

编自创动作套路，在计算机上进行演 让学生对他 (她)所要扮演的人物，依据其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生活环境，地位 

示．与他们共同探讨、研究此套动作在 以及人物之问的相互关系等，写出自己对人物及其性格特点的理解、认识以及优秀 

创意及技术技巧上的可行性．肯定成 演员的演唱特点、表演风格等，教师据此有针对性地进行点拨、指导、示范，如此 

绩，指出不足。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 这般，既向学生传授了学习方法，培养了他们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又加深了他们 

动手动脑能力，从而体现 “以学习为主 对其所要扮演人物的理解，使他们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有助于他们塑造 

体。以教师为主导”的现代教育理念， 出更加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 

又培养了他们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勇 在教授唱念、表演时，几乎所有剧目课教师都有相同体会，即学生对演唱时的 

力。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掌握是学习演唱时的一大难点，突破该难点时，教师仅仅依 

3、利用多媒体技术，改进、完善、 靠传统的 “口传心授”，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大精力。鉴于此，教师可先用豪 

充实戏曲剧目课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 杰、超级解霸 (多媒体播放软件)和会声会影 (视频、音频加工制作软件)截取视 

方法 频、音频片段，让学生反复听、仔细看，深入体会，进行模仿；同时，教师可利用 

在学习新剧 目前，教师可先组织学 CAI综合信息处理 系统或 Adobe Pholoshop(图片制作 、编辑软件)、3Dmax(三维 

生观看该剧目的光盘或录像，使学生对 动画设计软件)制作发音部位课件，这样，腹腔、胸腔、鼻腔、头腔等共鸣体的发 

所学居I】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再布 音原理，用气方法等即可清晰、完整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不但形象、直观，而且便 

置学生在互联网上查阅、搜集该剧目的 于理解、掌握，现代科技在戏曲艺术教学中的作用与效果由此可见一斑。需要一提 

相关资料，如该剧目所处的时代背景、 的是，笔者对传统戏曲艺术教学方法—— “口传心授”的剖析以及强调多媒体技术 

历踅条件，作者的生活经历、创作 目的 在当代戏曲艺术教学中的效果与作用，不是要全盘否定 “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 

等；再在戏曲知识网页上查阅该剧 目的 而是要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充实、完善传统的戏曲艺术教学，在戏曲艺术教学中引进 

故事梗概、人物的身份、人物间的相互 多媒体技术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绝不是目的。因为戏曲艺术中的许多技巧， 

关系、演员演唱的风格、特点以压人物 诸如唱念中的 “字儿、气儿、味儿、劲儿”等等，不是单靠多媒体技术就能解决 

的穿戴等。在 了解上述 内容的基础上， 的，它还是要通过传统的 “口传心授”方能达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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