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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容县采茶戏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的方法
李华准　曹　昆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100）

摘要：在地大物广的中国流传着许许多多的民间艺术，采茶戏就是其中之一。采茶戏产生于明末，在清朝乾隆年间最为盛行，

采茶戏与秧歌戏并称为我国南北两大戏曲，采茶戏是全国唯一以茶文化内容而发展形成的独立剧种。2006 年，采茶戏被选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艺术表达形式，采茶戏在赣南、桂东南地区广为流传，成为容县当地备受欢迎的

戏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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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容县采茶戏的概况

（一）容县采茶戏的来源

采茶戏于明初由赣南传至桂南地区，在广西南部的玉林、钦

州地区广为流传。采茶戏传至玉林市的容县后，结合容县本地语

言特色及曲调风格，形成容县采茶戏，其内容形式独具一格，成

为桂东南戏剧艺术的瑰宝。据容县文化馆的历史记载，容县的采

茶戏表演明代已形成，在松山镇开始活跃，并以松山镇为中心，

影响力逐渐扩大至整个容县。

（二）容县采茶戏的特点

容县采茶剧所表演的内容大多选择古典小说、故事、传说或

现实生活中有代表性的人和事改编的，用容县方言进行说唱等戏

剧表演的形式展现出来，在不同地区，采茶戏与当地文化相结合，

百花齐放，各具特色。容县的采茶戏，也融合了容县特色文化，

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形式。

1. 在演唱形式上

保持了过去民间采茶歌、采茶舞的一些传统。其特点是一唱

众和：即台上一名演员演唱，其他演员和乐师在演唱到每句句末

时，和唱“啊嗬”“咿哟”之类的帮腔。演唱、帮腔、锣鼓伴奏，

使曲调更婉转，节奏更鲜明，风格独具。主要唱腔是用本地的山歌、

民间小调等。唱腔根据剧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的需求来用，唱词多

是七言韵句、五言韵句，一般以四句一过门，过门用器乐伴奏或

锣鼓伴奏。语言以地方白话，多采用民间语言（即噱头），比兴

丰富，通俗易懂。腔类根据身份、职业而分，又有化子腔、强盗腔、

媒婆腔等。

2. 角色设定方面

容县的采茶戏有明确的“美丑”划分，表演任务被分为“正”“丑”

两类，正角为主角，外表喜人，性格正面化，反之，丑角大多为

不讨喜的反面角色。

3. 在表演步法上

容县并不局限于“矮子步”，在容县采茶戏中，只有矮子此

类角色会使用此步法，其他角色则有其对应的表现形式，女性角

色（夫人、小姐等）用碎步表现，男性角色则选择丁字步。（这

个步法是不是与角色有关，是否可以纳入角色设定的内容中）

4. 表演形式方面

容县的采茶剧不用大舞台，一张八仙桌，几条木凳即可，场

地可大可小，再加上几个打杂的敲锣打鼓即可开场演出。演出中

大都是以风趣、幽默为基础的轻松、活泼的喜剧风格，大量运用

形象化、日语化的生活语言，运用方言中的谚语、歇后语、谐音

和正话反说等方言俚语，既充分展示采茶戏以风趣幽默为基调的

语言特征，也加强和丰富采茶戏的喜剧风格，也易于群众记忆、

吟唱。

二、容县采茶戏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的意义

容县采茶戏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其内容、表现形式大都来

自本土化的素材积累，经过历代传承者、表演者的创作、整理、实践、

传承，形成别具一格的地域特色，容县采茶戏，是容县传统文化

的物质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容县采茶戏自赣南采茶戏传承而来，

融合了容县本地特色，与容县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历史、文

化环境密切相关，从内容创作到表演形式，都蕴含着鲜明且独特

的地域特征和民族风貌，因此，通过中小学教育渠道，不仅有利

于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让传统文化更深入的进入青

少年的学习成长历程。

三、容县采茶戏在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时面临的问题

为传承地方特色戏剧文化，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课程教

学方式，政府及学校均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在学校教育中加入地

方戏剧艺术，是对本土音乐传承及发展的有益探索，但与此同时，

在早期的教育探索中，也存在相应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单一

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未对采茶戏给予太多重视，原因

一方面可认为是教师自身对传统音乐形式传承理念不重视，二是

教师缺乏采茶戏的相关知识素养及实践积累。因此，在具体的教

学过程中，教师难免仅依靠课堂上的知识传授，依靠已有的教本

资料，为学生播放音乐及视频，很少有教师能够当堂示范，更直

观的激发学生兴趣。其次，在采茶戏进校园的过程中，最根本的

目标不是让学生对这一本土音乐形式做简单了解，而是激发其兴

趣。因此，教师除却基本授课形式之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创新

能力，在现有教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应的创新形式，对采茶

戏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深度挖掘。

（二）学生兴趣不足

容县采茶戏的观众多为中老年人，与青少年的实际生活存在

一定差距。大部分学生对本土音乐文化知之甚少，对传统音乐文

化不甚了解。从社交角度来说，人的兴趣爱好与其社交圈存在极

大关系，而学生的生活交际圈很少涉及采茶戏这一本土戏剧，因

此不愿主动接触本土音乐。从教育角度来说，学校及教师在采茶

戏的相关教育中，形式守旧，内容单一，课堂无趣，使得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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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音乐文化不甚认同。

（三）教学过程呆板无趣

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存在一定难度，首先，学生本身对采茶

戏这一类本土音乐不感兴趣，不愿主动去了解采茶戏，其次，学

校大多未举办相应的教师培训，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重视程度不

够，在课程的设置、具体内容的排定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与专业性。

四、如何让容县采茶戏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

“采茶戏进校园”早已开始，2008 年 12 月，江西省教委已

开展“赣南采茶戏进校园”活动，将采茶戏列入校本课程。在中

学音乐教学中，课堂教学多主张通过自主、合作的模式，进行学

习探索，笔者以此为关键词，将容县采茶戏融入中小学校园，传

承本土音乐文化。

（一）开设采茶戏课堂

采茶戏作为地方特色戏剧，在当地校园进行推广有先天优势，

尤其容县采茶戏的语言为本地方言，更容易在中小学生中进行口

口相传。学校有必要开设戏曲课堂，在课堂中，邀请采茶戏传承

人及表演者，展示原汁原味的采茶戏表演，向学生展现采茶戏的

道具、服装、化妆，以亲身经历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采茶戏艺术。

同时，在教学中可举办相关讲座，邀请广西其他地区的采茶戏表

演艺术家前来交流，更专业的传授采茶戏相关知识。在校园中开

设戏曲教学课程，让学生了解戏曲，热爱戏曲，加深对传统戏曲

艺术的体验。从而使学生熟悉传统文化，增强民族信心，同时也

是加快戏曲传播最为有效的途径。

（二）做好容县采茶戏的教材建设

经前文分析可知，对于采茶戏进校园来说，当前最大的难点

是无现有的教本教材，若想做好容县的采茶戏建设，务必需要从

教材出发，进行容县采茶戏的教材建设。

首先，学校可以与容县文化部门达成合作，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收集资料，进行资料筛选，最终完成采茶戏资料库的建设，在资

料库中，教师可随时查阅、浏览采茶戏相关的文本、图像、音响

资料。

其次，学校可集合一批教师，专事教材建设工作，教师通过

资料库的资料基础实现二手资料整理，邀请采茶戏表演者完成相

关的定性资料收集，同时，教师可前往支持“采茶戏进校园”的

相关院校进行交流，完成教材编写的前期调研工作。

最后，教师在既有的二手资料及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开始撰

写适用于容县中小学的本土音乐校本教材，这一教材需要资料翔

实，有丰富的采茶戏相关文本、音乐、影像资料，另外，需要形

式新颖，适合中小学生的学习特点。

（三）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环境，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学校要利用各种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采茶戏进校园活动。比

如，鼓励学生制作采茶戏知识网页；在校园广播里开辟采茶戏板块；

开班队会，办黑板报进行采茶戏知识宣传等来营造采茶戏进校园

的浓厚氛围。通过这些活动开展，让容县采茶戏融入学校教育教

学的方方面面，牢牢扎进每一位学生的心灵深处，让学生对采茶

戏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产生强烈的想要学习地方戏曲的兴趣。

对以容县采茶戏为代表的本土音乐教育的不重视，缺乏对教

师的师资力量培训，使得采茶戏难进校园。为从根本解决这一问

题，教育部门应将本土音乐教育纳入中小学音乐课程大纲，突出

本土音乐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强师资力量建设，定期进行师

资力量培训，不断提高教师在以采茶戏为代表的这一本土音乐文

化的知识水平，使得教师能够亲身参与到教育实践中来，及时顺

应传统教育、本土教育的发展，不断创新教学环节，完善知识体系，

更好的参与到本土音乐教育的建设、教学上来。

（四）鼓励学生进行采茶戏的表演和创作

对于采茶戏这一本土戏剧表演形式，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书

本上，而是要让学生亲自参与到采茶戏的表演、创作中来。教师

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启发学生做出创新式改动，从字词内容，

舞步动作，妆容形态等角度，将传统采茶戏与现代流行文化相结合，

取精华，去糟粕，为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自己的力量。

通过让学生们近距离地接触采茶戏，从而消除学生对于传统戏剧

的偏见，让他们领会到真正传统戏剧的强大魅力，从而增强对本

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

五、容县采茶戏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的影响

（一）丰富中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内容，打造本土特色音乐

课堂。

在音乐课堂上，教师需要做的不仅是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

激发中小学生对本地采茶戏的兴趣。因此，单纯的课本教学已不

能满足教育目的，而是应该通过搜索、积累大量的采茶戏文字及

视频资料，利用多媒体形式进行编排与演示，同时，在音乐素材

的选择上，一定从本地传播度最广的、影响力最大的音乐、表演

及演员入手，由浅入深的进行教学。教学内容确定后，教学方式

也应做进一步的斟酌，通过不同形式的教学，引起学生兴趣，可

举行小组比赛、课后实践等参与式、实践性活动，让学生把学到

的“知识”用起来，从而打造出一门充满“容县特色”音乐课堂。

（二）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在青少年阶段的传承发展

容县采茶戏是容县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容

县采茶戏自赣南采茶戏传承而来，融合了容县本地特色，与容县

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从内容创作

到表演形式，都蕴含着鲜明且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民族风貌，因此，

通过中小学教育渠道，不仅有利于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也让传统文化更深入的进入青少年的学习成长历程。

六、结语

容县采茶戏是赣南采茶戏与壮族特色的融合，结合本地特色

风土人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容县采茶戏艺术。容县采茶戏有其

独特的戏剧形态，在角色设定、表演形式、演唱语言上都具有浓

厚的“容县特色”。“采茶戏进校园”这一决策，是容县采茶戏

突破传承困境的破局之道。教育部门、学校与教师共同发力，让

容县采茶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保护，同时又能适应当

前的时代需求，在容县乃至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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