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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速览

戏曲进校园
要跨过哪些坎儿

从12岁起就痴迷京剧的灯市口小学体育老
师董顺利在学校的支持下创办京剧社团。在学
校提出老师“1+N”培养模式的号召下，董顺利
在四至六年级开设一门京剧的校本选修课程，每
20人一个班，每周五下午上课。此后，学校四年
级还先后开设了“京剧国粹艺术混合式课程”“访
观名胜走近国粹”等，由班主任老师和京剧校本
的老师轮流上课，老师们利用京剧微课堂，为孩
子们普及京剧知识。

“高参小”是“北京市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
体育美育发展”项目的简称，由此，不少专业戏曲演
员成为老师，从舞台到教室，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

是场所的转换，更多的是从演员到老师的身份转换。
如何平衡课程的专业性和普及性成为不少老

师在教学实践中面临的挑战。“高参小”项目老师
马笑认为，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不同，在教学中，
内容的适用性、过程的层次性及手段的针对性都
需要同小学教育的特点相结合，进行仔细考量。

戏曲进校园不能停留在校园活动等浅表层面，还
要有真正适合学生身心特点的教材与教学，缺乏系统
的教学设计是目前急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每个成长
阶段的学生都有不同的需求，编写科学的教学材料，设
计合理的教学方案，不仅是为了解决老师的困惑，更是
对学生负责的体现。”“高参小”项目老师白燕说。

入门 需要深浅适宜

授课 避免泛泛而谈

长久 最缺专业师资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五年级
学生张博涵在接触京剧之前以为只要
往脸上涂上各色油彩，便可称为脸
谱。学习了京剧校本课程后，他才知
道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脸谱，其实

“各角有各角的谱”。
观看演出，听专家讲座，京剧、桂剧、豫剧、琼剧

等不少剧种被小朋友们认识。首医大附小曾对在校
一至三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明确表
示喜欢戏曲的学生占比达到88%。

“让学生们喜欢中华文化，这是戏曲进校园活动
最重要的意义。”中国戏曲学院继续教育部主任姚志
强认为，只有进入校本课程，戏曲才算深入教育层面。

在厦门实验中学，京剧班学生每周上十余节专
业京剧课，内容涵盖京剧剧目、戏曲形体、戏曲文化
知识等。针对非京剧班学生，学校开设了社团课或
戏曲文化选修课，并且学校每周五下午定期举办京
剧艺术周末艺苑，同时利用寒暑假组织京剧夏令营
等活动。

“中小学的戏曲课程一定要与专业教育有区
分，以素质教育为目的，课程要注重知识性、专业
性、思想性和趣味性‘四性合一’，让学生了解戏
曲中的各类知识，真正体会戏曲的乐趣。”在北京
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侗看来，中国戏曲生态
除需要专业演员之外，更需要观众。中小学学生
学习戏曲不是为了做演员，而是通过戏曲教学让
他们了解戏曲、热爱戏曲、热爱中华文化，在骨子里
植入民族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张宁 通讯员 陈志强)昨日，“文明家
风、温润河洛”书画展在市文化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9
月15日，市民可免费观展。

该展览由市委宣传部、市创建办等共同主办，共展出
百余幅由市志愿者社区书画院的志愿者们创作的作品。
这些作品全部以好家风、好家训为主题，既有正、草、隶、
篆等多种书体的书法精品，也有花鸟、写意等绘画佳作。

开展前，主办方已把这些书画作品制作成了写真彩
喷版面，从今年4月起在全市城乡多个社区进行巡展，目
前已展出76场，受到书画爱好者的欢迎。

昨日下午，在第十三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
追逐赛决赛中，由洛阳选手乔玉磊和队友杨懿铭（河南）、
岳昊（河南）、李迪（上海）组成的河南联合队以 4 分
16 秒 20获得第六名。此外，在8月30日举行的第十三届
全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中，洛阳运动员
鲍山菊、郭裕芳获得该项目第六名。图为场地自行车
男子团体追逐赛决赛场面，中间选手为乔玉磊。

记者 李冰 通讯员 沈鸿灿 摄 发自天津

8月29日至31日，由市委老干部局主办、市老干部
教育活动中心承办的全市老干部“喜迎党的十九大
展 示老年新风采”文艺会演举行。市直机关和各
县（市）区共选送舞蹈、戏曲、朗诵、器乐等节目80 余个
参加会演，广大老年文艺爱好者精心表演，相互切磋，
喜迎党的十九大。 记者 苏楠 通讯员 张璞 摄

家风书画展免费看

展老年风采 喜迎十九大

洛阳骑手亮相全运会赛场
前不久，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

文化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
施意见》明确提出，2017年，在试点基础上，
有条件的省区市大中小学及中央部委所属
高校争取实现所有学生免费欣赏1场优秀
戏曲演出。2018年，戏曲进校园活动蓬勃开
展，戏曲教育丰富多样，争取实现全国所有
大中小学每个学生每年免费欣赏1场优秀
戏曲演出。2020年，戏曲进校园实现常态
化、机制化、普及化，基本实现全覆盖。

实际上，一些地区和学校很早就已尝
试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先期实践有哪
些探索和经验值得借鉴？又有哪些问题
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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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戏曲进校园”，发展戏曲教育，不仅有利

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进行中国式“美
育”的重要手段。在基础教育阶段，利用优秀传统
文化培养孩子的审美情趣和爱国情怀，是一个长
期的、艰巨的任务。《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
的出台，让人们看到，戏曲育人这条路，需要的不
仅是情怀，更是实实在在的支持与保障。

“戏曲教育，以戏化人，人会有变化，学校校风
也会有变化。最明显的是学生不仅学会了表演，
而且懂礼节、有毅力、有悟性。”中国戏曲学院京剧
研究所所长赵景勃感慨。

赵景勃也有自己的担忧。老师是戏曲教育的

主要执行者，但是目前来看，合格的戏曲老师还
远远不够。赵景勃指出：“目前的师资成本太高，
而且老师们能坚持多长时间还很难说。”

灯市口小学实施的是京剧社团、京剧校本课
程、京剧综合实践课三级培养模式。除了本校老
师，学校还引进东城区“学院日”老师和京剧专业
老师。尽管如此，师资短缺问题仍旧是学校开展
戏曲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

针对师资缺乏的难题，赵景勃建议，可以区为单位，
组织教育教学团队，统一管理，分散教学。“统一管理的
时候，他可以教研，可以搞教材。之后，分开去教学，这样
有收有放。”（据《光明日报》作者：梁曦文 靳晓燕）

昨日，“河洛百姓大舞台”活动9月演出安排及
领票时间出炉，市民可免费领票观看。

9月8日至10日，分别上演《三哭殿》《大祭桩》
《穆桂英下山》，领票时间为9月6日至7日9时至
11时30分、15时至17时30分。

9月15日至17日，分别上演《红娘》《墙头记》
《苦楝花》，领票时间为9月13日至14日9时至11时
30分、15时至17时30分。

9月22日至24日，分别上演《姐妹易嫁》《清风
亭上》《桃花庵》，领票时间为9月20日至21日9时
至11时30分、15时至17时30分。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分别上演《姐妹易嫁》
《三愿意》《秦雪梅》，领票时间为9月27日至28日
9时至11时30分、15时至17时30分。

您可关注微信公众号“lyshuhan”，申请电子订单后，
凭已验证的订单到河洛剧院兑换纸质门票免费观看演出。
具体地址为洛龙区厚载门街与关林路交叉口东南角河洛
剧院南侧领票处。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13698828663，
河洛剧院咨询电话18037991130。（张宁 王施展）

河洛剧院经典戏曲门票免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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