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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京剧的舞台现形式对高校声乐教学模式的借鉴与研究
赵　兵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摘要：京剧是我国的国粹，有着厚重的历史，从形成至今有

着200多年的历史了，在我国的戏曲音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无数艺术人的长期舞台实践，构成了一套

完整的相得益彰格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它作为创造舞台形象的

艺术手段是十分丰富的，而用法是十分严格的，在这些严格的程

式化表演形式的帮助下，成就了京剧舞台艺术在戏曲领域的地位

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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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舞台表现形式

京剧是以音乐、舞蹈、语言、文学等多种艺术形式相融合的

舞台表演形式，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中的四种艺术形式，

同时也是京剧演员的四种基本功，唱是指歌唱，念是指具有音乐

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

之一的“歌”。做是指做功也就是表演，打是指武打与翻跌的技艺，

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

二、当前高校声乐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声乐教育对于我们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一

门课程。当今很多高校学习声乐的学生，在声乐学习和演唱上只

是局限于琴房，更甚至我国在声乐教学上，多数老师都是在解决

声乐的演唱技巧和歌曲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忽视了声乐舞台表

演的艺术形式。这样会使很多学生在课上表现得还算完整，但是

在舞台上就容易不知所措发挥失常，从而暴露出很多的弊端，尤

其是师范类院校，学生们更是缺乏舞台表现力。我认为声乐的教

育不应该千篇一律，而是应该尊重个性的发展。我认为学生们缺

乏舞台表现力的原因有二：一是学生的声乐演唱多数都是在琴房

演唱缺乏登台的经验，所以学生上台时会不知所措引发紧张感；

二是学生没有像培养京剧演员一样的规范化程式化的培养。

三、借鉴的方向

（一）进一步丰富音乐学声乐专业实践教学，完善实践教学

体系。可以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演出团体，实现教学、创编和

表演实践的教学体系，让学生参与其中亲身感受表演的魅力。

（二）把京剧的音乐表现形式创造性应用于声乐课中，使舞

台表演时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步伐都是有严格的程式化。

（三）顺应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培养综合型艺术人才，通

过对京剧的表演形式的研究与创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

还可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也能拓展教师的业务范围。

四、应用与研究的意义

（一）优化课程体制改革

声乐演唱本来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只有在舞台上才能

使声乐本身的魅力表现出来。据了解，目前全国的大部分高校，

尤其是师范类高校，在声乐课教学中过分的千篇一律、课程单一，

多数都是在培养学生的演唱技巧和教学，从而忽视了舞台表演

的重要性。要打破学生在学习中一贯被动的地位，使学生在声

乐教学中真正的成为主体，采用京剧的音乐表现形式，加强学

生的舞台表演，在表演排练的过程中还能培养他们的团结协作

精神，积极参与教学实践并给学生在校外实习前提供大量的课

堂实践。

（二）传承经典曲艺文化

京剧作为国粹在学校的普及率不高，仅仅有部分院校开设了

一些关于戏曲的选修课和鉴赏课，这样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

京剧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现在社会的不主流并不代表他没落了，

也不代表他的表演艺术形式不科学，我们完全可以把京剧的舞台

表现形式创造性地借鉴到我们的声乐教学中，这样对声乐教学的

改革过程是创造型的。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现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的音乐教师，

已经不单单地去教学生演唱歌曲，他们还有去主持晚会、排练小品、

舞蹈编排、舞台情景剧、话剧甚至要去策划一整台的晚会，这必

然是今后中小学发展的趋势，所以为了适应社会人才需要的转变，

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方向上也要做调整。

五、结语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日益深入，学校课程多样化和弘扬传统

民族文化日益强烈，把京剧的表演形式创造性地融入到我们的声

乐课中，不但可以发展和完善我校的声乐的课程体系，也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舞台实践平台，又可以发展和传承我国的优秀戏曲文

化。在声乐教学中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借鉴京剧演唱的表现形式，

打破传统的只教发声技巧的授课形式，用一些程式化的方式去激

发学生的表演，加强学生学习的实践体验，提高学生音乐素养，

但并这不是盲目复制，而是要采取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采取合适

的教学方法，这样可以学习到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这样可以使

我们的声乐教学更加细致。教学方法有章可循，从而提高学生的

演唱和表演水平，又可以完善高校声乐课程的课程体系，还能传

承经典曲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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