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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把地方戏曲进校园活动开展得更具特色

◎黄梅
摘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经历了千余年的传承与积淀之后，为当代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中地方戏曲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充分彰显出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且能够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美感，让听众收获良好

的审美体验。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地方戏曲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境，要想对其进行良好的弘扬与传承，就必须从娃

娃抓起让地方戏曲走进校园，真正被学生接受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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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学生而言地方戏曲显得较为

陌生，在他们看来地方戏曲是上一个时代

的产物，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为了让学生

认可地方戏曲，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

一、重视课堂教学这一主阵地

在地方戏曲进校园这一活动之中，课

堂教学无疑是最为基础的形式，同时也是

推动戏曲文化广泛传播的主阵地。学校相

关人员应当重视课堂教学，采取合理的措

施来引导学生积极学习传统戏曲艺术，为

其设定一个特殊的教育时间与空间，让其

了解熟练掌握传统戏曲的相关知识、技能、

方法以及技巧。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全面调研力度，确保地方戏曲

教学能够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产生紧密的

联系，特别是应当对地方戏曲课堂教学的

作用进行明确，为课程的实施做出方向以

及目标上的保障。第二，在选择地方戏曲

课堂教学内容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学生的

实际学习情况，设置出地方剧种的特色，

和学生密切相关的小剧目，例如黄梅戏经

典传统小戏《打猪草》通过一对十二三岁

的少年儿童因打猪草、拔竹笋引发的一场

小误会，双方通过男女主角的唱腔、念白

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最终化解了矛盾，

成为好朋友，并一起结伴而行，载歌载舞

地唱着动听的旋律，跳着优美的程式化的

身段，把一段脍炙人口的“对花”精彩地

呈现在观众的面前。作为特色教育，地方

剧中唱腔、身段等一系列的戏曲课程这类

丰富多彩的内容，以此来有效迎合学生多

元化的戏曲学习需求。第三，在进行地方

戏曲课堂教学时，教师应当采取合理的教

学方式，不单单要讲授、教唱以及示范指

导，还应当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自主实践时

间与空间，以便在师生的双向互动之下提

高地方戏曲课程的学习效果。

二、活用课外实践这一拓展平台

一般而言地方戏曲课外实践有着繁多

的形式，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学校应当积极组织校园内部地方戏曲剧社

的实践活动，选拔一些对戏曲有着浓厚兴

趣，并且自身有着一定戏曲基础的学生来

建设一个地方戏曲剧社，利用课余时间来

排练与演出和青少年息息相关的地方戏曲

作品，并邀请专业戏曲演员到校为这类学

生进行表演技术方面的传授，这样一来不

但能够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还有利于地

方戏曲在校园中的普及与推广。第二，学

校应当积极组织社会实践活动，与地方戏

曲剧团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构建一个相

应的实践基地，并将地方戏曲的课堂拓展

到剧团乃至于剧场之中，让学生能够在真

实的戏曲环境之下充分感受到戏曲的艺术

氛围，加强其对地方戏曲文化的认识，这

样一来学生的戏曲理论知识以及综合实践

水平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第三，学校应

当积极组织戏曲文化采风活动，让学生能

够在这一活动之中充分感受到地方戏曲的

基本内涵，感知到当地乡民的戏曲情结。

三、营造良好的地方戏曲文化氛围

在地方戏曲进校园的过程之中，学

校应当为学生积极营造出一种良好的地方

戏曲文化氛围，让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之

中受到戏曲文化的熏陶，进而由对地方戏

曲的抗拒态度逐步演变为接受与认可。具

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

邀请地方戏曲文化方面的专家到校园为学

生进行专题讲座，让学生能够认识到地方

戏曲文化的基本内涵，丰富学生的知识积

累，让学生能够站在不同的视角充分感受

到来自地方戏曲文化的魅力。第二，学校

应当切实运用校园广播、每天清晨在校园

里都能听到耳熟能详的经典黄梅戏唱段的

旋律，让孩子们从小就能享受到黄梅戏美

妙旋律的熏陶，让戏曲的种子在校园的这

片净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时

以黑板报等传统形式来传播和宣传地方戏

曲文化，进一步扩大地方戏曲文化影响力，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第三，学校应

当积极利用校园局域网、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平台，拓展传统戏曲文化的宣传阵地，

让学生通过不同的形式享受到地方戏曲文

化的魅力。

综上所述，地方戏曲是我国艺术长廊

中的瑰宝，蕴含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作为

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学生，对其进行弘扬与

传承义不容辞。高校应当结合实际情况来

对地方戏曲进校园的形式进行创新，让学

生能够真正认识到地方戏曲的深刻内涵，

从而主动地对其进行宣传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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