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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它的种类丰富多彩，其中一种就是戏
曲音乐。而中国戏曲、希腊悲喜剧和印度梵剧并列为世界上最古
老的三大戏剧，由此可见我们的戏曲文化源远流长。戏曲作为一
种比较独特而又宝贵的文化遗产，它积聚了戏剧、音乐、表演、
杂技等多种艺术手段，历经百年沧桑后，终于形成了以京剧、越
剧、黄梅戏、评剧、豫剧等为代表的各种地方戏曲文化。

1  看待现今戏曲文化的形势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经过汉、唐到宋，才形成比较

完整的戏曲艺术，它的种类繁多，有京剧、昆曲、越剧、豫
剧、黄梅戏、评剧等等。但是放眼观看现今社会，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几乎遗忘了这些草根艺术，越剧流行江浙一带，它唱
腔细腻，形象唯美，可按如今的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越
剧团正在萎缩，同时越剧老艺术家们相继离世，越剧观众群体
倾向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这些传统艺术几乎无人问津，
这一系列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年轻一代积极响应起来。

2  将唯美的越剧融入小学音乐课堂的意义
说到越剧，它作为我国的第二大剧种，虽然没有京剧的雍

容华美，也没有昆曲的典雅精致，但是它的独特魅力却表现得
那么清雅悠扬，婉丽动听。越剧吸取了江南的灵秀之气，其题
材多以“才子佳人”为主，因此越剧的表演画面总是那么唯美典
雅。越剧有多个流派，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都归功
与老一辈的越剧艺术家们得不懈努力。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人热衷于网红流行元素，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戏曲
不偏爱，更别说是唱了。

3  将越剧融入音乐课堂的现状
为了推动地方戏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培养师

生的戏曲素养，提高学生内涵，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柯桥区教
育局实施了“地方戏曲——越剧进校园”活动，其遵循着“一年
普及，二年提高，三年见效”的目标，推动着中小学师生们积极
学习越剧唱腔、传承越剧精髓，普及越剧知识。本次实施活动不
仅将越剧列入了课程计划。同时，把具有绍兴浓厚地方色彩的绍
剧和莲花落也列如其中。

“越剧进校园”活动实施以来，各中小学纷纷响应，在校园内
开设校园广播，成立“越剧名曲欣赏”栏目；组建越剧、曲艺社
团，并邀请名家专家到校指导，把它作为学校特色来抓；开设青
年教师讲坛，吸引广大年轻教师也融入到越剧的学习中来。此次
活动不仅宣扬了越剧，同时也激发了青少年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的情感，还提高了教师的音乐素养和内涵。一系列活动下来，各
大校园的非遗氛围充满校园角落，老师和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都
受到了一定的熏陶与感染，同时在不艺术修养上也有了显著地提
高。看，学生们在戏曲社团个个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一个个都
有模有样地唱起了越剧。听，小越剧迷们正在唱呢，“我家有个小
九妹，聪明伶俐人钦佩······”“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
一朵轻云刚出岫······”“头戴珠冠压鬓齐，身穿百宝锦绣
衣······”那一声声童音，清脆悦耳，唱出了越剧的灵韵秀
气，又不缺乏孩童该有的稚嫩与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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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戏曲作为一种活态存在的剧种，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青年人更多追随的是
流行于当代的艺术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而关注这类草根艺术的人几乎寥寥无几，更别说少年儿童。所以对于将传统的艺术文化推进
音乐课堂，按剧种特色普及戏曲教材，全面推进小学生对戏曲的鉴赏能力；激发学生的艺术潜能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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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音乐老师，我本身也是一个越剧迷，对越剧也是
如痴如醉。当然，在对越剧的教学中，也谈谈一些我的想法：

3.1 观赏越剧图片，试戴越剧道具。在任何学科中，我们
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越剧来说，更是如此。现代科
学技术如此发达，学生对于一些古色古香的图片、道具还是颇感兴
趣。尤其是在给学生观赏一些越剧演员中的头饰，佩花的图片时，
学生会流露出一些喜欢的神色。再加上用一些越剧道具，比如水
袖、帽子等给学生佩戴，学生的兴趣会逐渐加强，表演欲望不断增
强，从而他越长的越剧的兴趣也会不断增加。

3.2 创编游戏环节，学习越剧知识。讲授越剧知识对于小学
生来说，枯燥乏味。如果一味地讲授越剧的起源、发展、流派等，那
等于给学生催眠。所以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穿插一些抢答、表演、
比赛的形式或者像语文学习中的生字卡片一样记录着越剧中的流派及
代表人物，并能附上图片，这样不仅让学生对戏曲知识增加了学习的
兴趣，更能在轻松的游戏环节中学习记忆，效果就会大大提高。

3.3 注重越剧咬字，关注教学重点。向学生教唱越剧，我觉
得不同于音乐课本的歌曲。歌曲注重的是旋律、节奏，但是越剧讲
究的是咬字。越剧使用的是嵊州方言，对于学生来说或许有点困难，
那么我们可以打擂台的方式激励学生大声念出来，且鼓励他们一个
比一个念得要好。而把字咬好了，对于旋律的教唱也事半功倍了。

3.4巧用越剧身段，提高模仿能力。越剧有四功，分别是唱
念做打。对于学生来说，越剧的演唱已经是难点了，在越剧普及
的教学过程中，身段的模仿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学生的模仿能
力还是很强的，如果在学唱的过程中，简单地一些身段动作，不
仅不会打扰唱腔的学习，相反有些时候还能促进唱段中的情绪体
现。这样的学习，更加具有生动性。

3.5 借助有效道具，辅助越剧教学。还有，在越剧教学过程
中，重难点是越剧的小腔，越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柔，学生在学得过
程中，对于这样的特点比较难把握，那么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道具，
比如丝巾等，让学生感受到小腔的特点，再来学唱，效果会好很多。

戏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中国戏曲文
化更是璀璨在黑夜里的一颗夜明珠。如今，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民
族已是历史发展的必要要求，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要
把根留住，就促使着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它的存在。那么，从现在
开始，我们将继续带领着祖国的花朵们去欣赏中国传统戏曲，感
受中国文化，当然，一句戏曲传承并非容易，还有不少困难在向
我们发出挑战。希望我们能整装待发，真正使中国的传统戏曲音
乐走入孩子们的心中，让那一声声越韵长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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