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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个性推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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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协和学院 计算机学院  山东  济南  250400) 

摘  要：随着后戏剧时代的到来，高校戏曲课程在课堂中要结合戏曲和很多外部条件做出相应的改变，来提高教育的效果。为

了青少年戏曲素养的培养，进行开发戏曲个性推荐系统，打破戏曲课程传统的课堂讲解方式，引入互联网新技术，扩展资源，让学

生多角度欣赏戏曲作品，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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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戏曲经历了从起源、形成到成熟、绚烂和衰落的过程。戏

曲形成以前，可以称作前戏剧时代；戏曲的成熟、辉煌期可以称作

戏剧时代；戏曲步入衰落期后，被逐渐边缘化，则是后戏剧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后戏剧时代。后戏剧时代戏曲的文化特征主

要有三个：一，文化地位的下降，舞台艺术的霸主地位已经丧失，

地位已经从中心移向边缘。二，传播方式逐渐变成多元的，舞台传

播形式以外，网络、电视、等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三，生存方式发

生了很多的变化。 

在《传统戏曲走进地方高校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李文玉作者

针对高校戏曲课程目前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应该如何辅助高校摆脱

传统戏曲此时的困境，使高校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

帮助大学生提高情操，同时提升个人的修养。在《“教育戏剧+”模

式在高校教育中的人文意义及应用初探》中作者尝试通过“教育戏

剧+”模式，把高校教育理念与教育戏剧结合在一起，在学校里面

文科类的专业中使用戏剧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并提出了在很多

活动中比如学校社团等使用戏剧的教育方法，以此来提升学校中学

生的素质和素养。在《中国文化视角下的高校戏曲教学法创新研究》

（张永明，2020 年）中作者探讨研究了中国文化视角下的高校戏曲

教学，提出了目前戏曲的教学在高校中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马上解

决，本文就是通过探讨戏曲教学法中的创新与研究来为解决这个问

题提出一些建议。 

1.2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戏剧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戏剧教育方面也是非常成熟

的。美国《二十世纪末的戏剧与大学》文章中作者指出“高校戏剧

教育重要的是整个课程要按照跨学科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表演的教

学应该和视觉艺术、戏剧、舞蹈、电影和电视的历史结合起来，同

时还要有跨文化的要求”。邦尼·莫然卡的教学观点是很有影响力

的。日本也是非常重视戏剧的，“戏剧社团”非常盛行，在社团中

能让学生们参与到戏剧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在德国，许多州都进行

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跨学科教学也是非常受重视的。同时，德

国教育学士认为，学科的教学和跨学科的教学是互补促进的。 

结合以上，随着后戏剧时代的到来，高校戏曲课程在课堂中要

结合戏曲和很多外部条件做出相应的改变，来提高教育的效果。目

前，戏曲课程作为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

戏曲课程的内容进行改革，发挥出戏曲艺术的价值。二是怎样把戏

曲进行现代化，对戏曲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进行深层次的融合。 

2 系统设计与实现 

戏曲个性推荐系统基于 JSP 技术，采用 B/S 架构、Java 编程语

言 、 MySQL 数 据库 以 及 Tomcat 服 务 器 ，设 计界 面 主要 依靠

HTML/CSS、JavaScript/JQuery 等实现界面的友好交互。整体设计主

要包含两大模块，第一，课程戏曲资源模块，第二，个人戏曲资源

模块。 

研究设计的主要思路如下： 

（1）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对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和传统戏剧

进行研究，要从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来看待戏曲课程，思考如何通

过高校戏曲教育加强文化遗产教育，拓展课堂内容。 

（2）接着，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结果分析目前高校戏

曲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开发出一款以戏曲推荐为主的软件系

统。在系统中引入视频上传、播放、戏曲个性推荐等新媒体技术。 

（3）最后，通过戏曲推荐系统的使用，结合后戏剧时代戏曲

的生存和传播特点，在高校创新教学方法，促进戏曲与大学人文素

质教育的深度融合。 

两大模块的设计既可以满足学生的课堂学习需要，又注重学生

自主创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在课前可通过在线视听或者下载的方式

自行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课上教师可以借助校园电影院、

多媒体教室等，开展影视评论、技术交流、线下活动等,从而让青少

年的戏曲素养教育得以有效实施。而个人戏曲资源模块，侧重于学

生作品的展示，可实现音视频信息展示、个人作品上传、作品在线

剪辑、交流互动等功能，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 

3 结束语 

提出开发戏曲个性化推荐学习系统。将学习资源共享，改变传

统的课堂学习模式，教与学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点对面的讲授，扩

宽了学生获取资源的渠道，从而接受的知识面更加广泛，教学方法

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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