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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广播剧创作教学探究
米砚田 

（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8）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人民的智慧结晶，将其融入

到广播剧创作中能够增强广播剧的影响力，同时，也能逐渐拓展

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传承传统文化，进一步丰富传统文化的艺术

表现形式，创作脍炙人口的广播剧。目前来看，广播剧创作教学

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模式单一、未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等，

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播剧的传播效果。基于此，本文以传统文

化为落脚点，阐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广播剧创作教

学，以期能为更多教育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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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央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弘扬中华时代新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精神食粮，能够进一步丰富广播

剧创作内容，同时也能为受众提供多元化的文化资源，使受众从

多个角度感知传统文化，充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将其根植于内

心深处。本文着重论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广播

剧创作教学，具体如下：

一、广播剧创作教学中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具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从

一定程度上来看，传统文化凝聚了老一辈人的智慧，是他们的呕

心沥血之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也逐渐更新，其渗透到

多个领域。以教育领域为例，传统文化的渗透有利于深耕教育田，

同时也能使学生从多个角度了解传统文化，逐步增强学生的文化

体验。以广播剧创作教学为例，借助传统文化能够丰富广播剧内容，

同时，也能增强广播剧的育人效果，引导学生在广播剧鉴赏过程

中努力挖掘广播剧中的文化内涵，了解鲜明的人物形象，引导学

生求真、求善、求美，给予学生思想上的启迪，使学生深入了解

丰富而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文化的传承者，将传统文化

植入广播剧创作中，提升作品的影响力。

二、广播剧创作教学中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

（一）以传统文化为教育载体，做好思想宣传工作

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将其融入广播剧创作过程中能够

进一步丰富课程体系，同时也能彰显广播剧的育人功能，做好对

学生思想的指导工作。当今教育背景下，我们要充分发挥传统文

化的优势，挖掘广播剧中的传统文化因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

化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现阶段，中宣部公布了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评选结果名单，继《草原童谣》《山湾小站》《野鸭岛》《宝贝

回家》之后，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创作的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

连续五届斩获殊荣。以《大国工匠》为例，其是对传统文化的真

实写照，发挥了工匠的引领作用，塑造了新时代的先锋人物群像。

该部广播剧中选取 2018 年度人物李万君，塑造了新时代的先锋。

这些工匠在自己的岗位中默默耕耘，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断奋斗，

他们是新时代的工匠，同时也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了

新时代的道德坐标。与此同时，这些工匠不断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

勇于追逐自己的梦想，精益求精，这些品质也引领着学生进行广

播剧的创作。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广播剧创作能力，我们可鼓励

学生挖掘广播剧中的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体验，进而彰显

广播剧的教育功能。

（二）改变广播剧创办思路，彰显广播剧的教育功能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广播剧创作水平，我们可以改变教学思

路，挖掘广播剧中的传统文化因子，将其源源不断地渗透到广播

剧创作中。可以说，传统文化优化了广播剧创作理念，同时也丰

富了广播剧的内容，将传统文化这一有力武器根植于广播剧创作

中，也能使广播剧更具鉴赏价值。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可鼓励学

生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

价值观，逐步突破创作困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弥补广播剧的

精神之钙，强化自身的理想信念，涵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为进一步提升广播剧的创作水平，彰显广播剧

的教育功能，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1. 做好广播剧的宣传工作

宣传是基础，能够使学生从多个角度认识广播剧，理解和接

受广播剧的内容。教学过程中，我们可将广播剧内容编成一个小

故事，使学生在听故事、看故事中得到良好的启迪。宣传过程中，

也可鼓励学生借助互联网查阅广播剧创作的相关资料，了解不同

种类的广播剧，从典故传说、历史人物故事中获得良好的启示，

这种情况下也能更好地明辨是非，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

化的熏陶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 将广播剧生活建立融合

广播剧选材于生活，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广播剧创作过程中，

要融入生活化元素，如引导学生鉴赏喜闻乐见的广播剧节目。在

此过程中，也可以让学生鉴赏基层广播电视社教节目内容，使学

生了解本土文化，立足本土文化的挖掘与开发，通过这种方式也

能深化对广播剧内容的了解。通过上述节目的引入，也能逐步规

范学生的行为，有利于达到社教节目的根本目的，进一步强化广

播剧的宣传效果。

3. 了解广播剧传达的知识

从一定程度上看，广播剧的播出在于引导更多的学生解析广

播剧内容，从广播剧的故事中感知核心情感。广播剧教学过程中，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可引入广播剧的相关知识，激发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探究意识，从而获得思想的启迪。在此过程中，

我们也要设置多个模块，挖掘广播剧中的传统文化因子，如诗词

鉴赏、古文今译等，使学生从多个角度感知传统文化。与此同时，

广播剧筛选过程中，也可引入《国学讲读》《诗词鉴赏》节目，

逐步丰富广播剧的内容，使学生通过赏析广播剧了解传统文化，

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为学生今后进行广播剧的创作奠定基础，

更好地融入传统文化，提升广播剧的鉴赏价值。

（三）梳理节目资源，构建传统文化“节目带”

广播剧有多种类型，常见的有戏曲、相声、评书、明歌等。

实际创作过程中，要进一步优化节目资源筛选，汇点成面，将各

个节目资源串联起来，构成相应的节目带。

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江苏文艺广播节目中的相关栏目，

如戏曲栏目中的《梨园漫步》，诗词栏目中的《诗词有意思》、

评书栏目中的《晚间书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现传统文化与

广播剧创作的有机结合，使学生深入挖掘广播剧中的传统文化，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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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背景下，多元文化交织，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力

度也越来越高。在此过程中，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当务之急，通

过这种方式，也能使传统文化被赋予新的意义，如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国潮”“国风”类作品。为使学生正确应用传统文化，发

挥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优化广播剧创作模式，可更正以下三个

误区，把握广播剧创作思路：

误区一：认为戏曲、曲艺等节目都是中老年人的“专属”

目前来看，一部分学生对于广播剧创作没有深入的见解，认

为广播剧都服务于老年群体，弱化了对广播剧的关注力度。基于此，

引导学生进行广播剧创作过程中，要让学生了解多元化的广播剧，

结合受众年龄特征进行广播剧创作，实际编排过程中，也要根据

不同受众的收听时间、习惯、需求安排。

误区二： 传统文化的节目就要“传统”，不能太创新

对于广播剧来说，创新尤为关键，通过这种方式也能高度契

合不同受众群体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增强受众的体验。从一定程

度上来看，传统文化是广播剧创作的要点，通过传统文化的引入，

广播剧的内涵也能更加深入，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是理想照进现实，

创作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广播剧作品，增强广播剧作品的感染力。 　 

误区三： 传统文化的内容，只要简单说说、客观介绍一下就

可以

传统文化与广播剧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我们要深度解析广播剧中的传统文化，引领学生从多个角度认识

传统文化。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丰富广播剧的创作思路，如拓

展学生的视野，鼓励学生收听古典诗词节目，深入解析诗文内容，

获得多元化的学习体验。针对部分学生对传统文化重视力度不高，

且认为传统文化与广播剧创作的结合只要简单说说就可以，针对

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更正学生的观念，引入多元化的广播剧，

使学生从多个角度赏析广播剧，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创作，吸引

更多听众的青睐的同时，促进广播剧的传播。

三、中华优秀传统融入广播剧创作教学

（一）增加课堂互动环节，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课堂互动能够实施有效教学，为学生进行广播剧创作提供有

效指引。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广播剧创作教学中，教学过

程中，我们可以引入特定的主题，让学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鼓励学生开拓思路，不拘泥于传统形式，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大

胆表达自己的想法，提高自身的创造能力。

课堂互动过程中，我们也可选取某一广播剧作品让学生鉴赏，

如《大凉山》，该作品为典型的广播剧，该剧组邀请青年演员，

如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奖影帝的富大龙，在剧中，他饰演

的角色为史凉，从北京到大凉山，作为第一书记，他始终坚守自

己的岗位职责。与此同时，该广播剧中，还邀请了老戏骨韩童生，

演绎大凉山彝族老父亲布都一角，创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在演

员独具泪下的表演下，广播剧作品更具表现力，更好地展现大凉

山脱贫攻坚路上的感人情境，深入理解广播剧作品传达的核心内

容，感受梁山儿女帮扶人员共同攻坚克难的决心。鉴赏过程中，

学生也可选取典型的人物形象进行赏析，了解人物身上的性格特

征。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以小组形式共同创作微广播剧剧本，

在课堂上分组表演，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发现剧本创作中的不足之

处，及时更正，深化对广播剧内容的理解，了解广播剧的艺术特征，

逐步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课堂学习化为成果

广播剧的创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讲究循序渐进。为进一步

提升学生的创作能力，要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独立

创作完成广播剧本，将课堂学习化为成果。考虑到创作周期，一

般在结课前一个月安排广播剧创作作业，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完

成。通过上述方式也能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课堂教学过程中，

我们也要备学生引入典型的广播剧例子，让学生深度解析广播剧

的创作理念，挖掘广播剧的核心内容，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把握广

播剧的学习主题，优化细节，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广播剧。

为使学生客观评价自身的作品，最后一节课教学中，我们可

以重点讲述广播剧的创作讲评，罗列出剧本创作中的共性问题，

分析不足之处，做好查缺补漏。实际讲解过程中，还要让学生进

行自我审视，结合广播剧的创作要求进行自我评价，逐步更正广

播剧创作方法，提升学生的创作能力。此外，我们也要鼓励学生

选择优秀的剧本，深度解析剧本内容，了解人物形象，在此基础

上进行排练和表演，深化对广播剧内容的理解，积累更多的创作

经验，为后期进行广播剧创作奠定基础。

以泰山石敢当为例，为使学生汲取广播剧创作思路，在此过

程中，我们可以让学生寻找故事的副线，聚焦某一故事情节进行

编写。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深化对广播剧内容的理解，同时

也能把握作者的核心情感，感受广播剧创作的快乐，使广播剧焕

发活力。

四、结束语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广播剧创作教学要从多

个角度入手，如以传统文化为教育载体，做好思想宣传工作；改

变广播剧创办思路，彰显广播剧的教育功能；梳理节目资源，构

建传统文化“节目带”；增加课堂互动环节，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课堂学习化为成果，使学生积累更多

的广播剧创作经验，以传统文化之力，进一步创新声音表演艺术，

使学生感受广播剧创作快乐的同时，积累更多的创造经验，从多

个角度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根植在受众内心，营造良好

的文化氛围，进而根植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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