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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艺术让“琼剧”走进音乐课堂

◎陈立 
摘要：琼剧是起源于海南的地方戏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琼剧已经发展了 300 多年，历经

了兴盛的发展时期，至今仍然受到当地的重视和保护。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得不面临着观众流失、优秀人才的缺失

等多项问题。如何实现在学校教育当中，对琼剧的传承和保护，真正让琼剧走入音乐课堂，成为了当前传承琼剧艺术重点

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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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所使用的是海南方言，琼剧音乐

唱腔，集中了板腔体和部分曲牌综合的运

用，也吸收了一些民间的民谣、杂调等等，

整体唱腔用海南话演唱，有着质朴且兼具

婉转清新的戏曲风格，同时也有着较为鲜

明的个性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琼剧的唱腔

主要包括中板类、专腔杂调和苦叹类以及

曲牌等四大类。如今的琼剧这一称谓最早

见于 1936 年，在 2008 年，琼剧入选了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

如今，琼剧艺术也面临着人才缺失和观众

流失等问题，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通过音乐教学，对琼剧艺术的引

入能够对其进行良好的传承和保护。

一、琼剧的起源与发展

琼剧也被称为琼州戏、海南戏，其实

属于南戏的分支，是与潮剧、汉剧和粤剧

并称为岭南四大剧种的传统曲艺艺术。琼

剧的历史较为悠久，是属于海南的地方戏，

其兴起于海南、流行于海南、广东、广州、

广西等国内地区，同时在泰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琼籍华裔居住地

区也较为流行。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琼剧的产生最

早可以追溯于清康熙、乾隆年间，距今约

有 300 年的历史。民国时期的陈宁舒总撰

的《海南岛志》当中明确记载：“清康、

乾年间，土剧班盛行，浸淫全岛，妇孺老

幼少儿几无不识唱土剧。”琼剧发展到清

末民初，虽然在不断的社会动荡下受到一

些打击，但在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影

响下，不断进行自我变革和调整，并逐渐

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社会较为动乱，

但琼剧艺术在不断进步的琼剧艺人努力

下，持续进行顽强的探索，在艰难困苦的

环境当中继续成长。

解放后，琼剧界将旧戏进行了改造，

将传统剧目和现代剧目以及移植剧目作出

了调整。虽然琼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改革开放后琼剧

终于迎来了发展的新篇章，产生了很多新

的琼剧剧目，整体上琼剧发展的艺术观念

也得到了更新。

二、让琼剧走进音乐课堂

任何曲艺的发展都需要借助大量的受

众，只有存在观众，才有延续下去的动力。

但现代海南地区对海南话的熟悉程度已经

不比从前，这也造成了琼剧的观众群体日

益减少。如今，大部分琼剧已经无法在城

市剧场中存在，受众面越来越窄，而借助

学校音乐课堂则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接触

琼剧，学习琼剧，为琼剧的传承和保护寻

找到新的“血液”。

结合初中音乐教材内容进行琼剧渗

透。对于海南地区的中小学来讲，在使用

统一音乐教材的同时，将琼剧列入课程教

学内容是每个中小学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

义务，所以，要想真正让琼剧走入音乐课

堂，就必须要能够结合当前音乐课程教材

内容、明确教学目标，普及琼剧。尤其在

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目标、内容、方法等

多方面来提高学生对琼剧的兴趣。一方面，

对于相关的音乐教师，要进行琼剧基础知

识以及教材教法的培训，音乐教师要能够

掌握琼剧的理论。另一方面，在音乐课堂

教学当中，对于琼剧的引入也可以聘请琼

剧表演艺术家走入课堂进行指导。

例如在人音版初中八年级下册教材

《京腔昆韵》一课的设计过程中，京腔昆

韵同属于戏曲曲艺范畴，其教学设计本身

与琼剧有着一定的契合之处，而教师可以

专门设计以“琼剧特色”为主题的课程活

动，并结合琼剧技巧和特色进行一些剧本

的改编创造，将其作为课程的展示部分，

让学生能够跟着专业的琼剧艺术家模仿学

习用琼剧的方式将剧本演绎出来，同时也

可以让专业的琼剧表演艺术家教学生辨认

和使用琼剧当中的一些道具，配合一些简

单的动作让学生能够现场进行一些自编剧

本的演绎，以此来激发学生对琼剧学习的

兴趣，增强其对琼剧的了解。

三、结合初中学生生活传遍新的琼剧曲目

要想真正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将琼剧

引入音乐课堂，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为学生

量身定制符合其实际发展和贴近其生活的

琼剧剧目，内容可以是学生所感兴趣的时

事或者所熟悉的一些民间故事，或是学生

们之间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只有贴近学生

的生活，让其在熟悉的背景和场景下，才

能够真正引起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四、结语

琼剧进入音乐课堂，不但有助于琼剧

的传承与保护，同时也能够让学生了解中

华传统文化艺术，让其了解中华传统艺术

历史的同时，也让其懂得弘扬中华传统艺

术文化精髓的重要性。因此，教师要重视

琼剧与现代音乐教学教材内容的融合，积

极邀请琼剧表演艺术家走进课堂，自身也

要不断学习关于琼剧的相关理论知识，而

且也要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进行琼剧课堂

剧本的创编，激发学生学习琼剧的兴趣，

以此来实现琼剧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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