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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背景

昆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说作为他们

学校要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其实他说出了每一个有责

任的音乐教师的心里话。虽然我知道昆曲精致到极处就不免式微。昆

曲是雅文化美学追求的浓缩、代表与象征。而雅文化的衰落也必然导

致昆曲走向衰落。现在的时代条件下也不可能绝大部分的人都喜爱昆

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下移必定会让昆曲遭受灭顶之灾。这种尴尬或

许是无法改变的，但毕竟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人会去追求这种高雅大

美。这一缕馨香自会绵延不绝。源于昆山的昆曲是美的，正所谓“大

好昆山，大美昆曲”。我们玉山镇第一中心小学是江苏省一个艺术特

色学校，承担省级课题“传承昆曲艺术，构建特色校园文化研究”的

任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成立小昆班，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

世界各地演出展示。小昆班由专业苏昆剧团退休教师教授，但绝大部

分的学生只是听说而没有接触。昆曲艺术虽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

面临着重大生存危机，广大群众尤其是中小学生对昆曲缺乏了解，昆

曲市场不断萎缩，因此，培养未来一代又一代昆曲艺术的接班人迫在

眉睫。总是期待着让百年绝唱，弥漫绵延不绝的幽香，在举手投足中

把所有学生期待的眼神照亮。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能发出昆曲的好声音，传承民族文化瑰宝的不只是音乐艺术家，一定

会有你，有我，有我们所有人。昆曲艺术进入小学音乐课堂的深远意

义，让学生了解自己文化传统，通过博大精深的昆曲艺术浸润学生的

艺术心灵，把内在修养、素质文化和艺术心境相统一与融合，对中国

民族文化传承与积累作出贡献。

二、课题理论研究

1.课题研究界定

昆曲：昆曲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它有着独特深厚的东方传统，

具有永恒的魅力。昆曲作为中国最古老、悠久的戏曲艺术之一，有着

丰厚的文学积淀、纯粹的演唱和精湛的表演技法

昆曲艺术：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艺术在文学、戏

剧、音乐、舞蹈甚至美术方面都有极大的关联研究、学习和借鉴价值，

昆曲艺术对后来的京剧和众多的地方戏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被誉为

“百戏之祖”,是中国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包含着中国古代的社会

生活知识,包含着中国人民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美情操,包含着中华

民族的美学思想。昆曲艺术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典，也是世

界文化的经典。

进入小学音乐课堂：如何把昆曲艺术引入课堂，以小学音乐为例，

探讨了在小学生中传承的意义和教学模式的革新。从念白、身段、唱

词等方面着手，实现昆曲、学生、教师之间的共情艺术。大部分人离

昆曲艺术相望甚远，更迫切需要在小学开始进行昆曲艺术修养的普及

和推广，重视培养学生艺术技能的同时培养其昆曲文化涵养与学识才



情。小学生对于新生事物的好奇旺盛，对于知识汲取的速度很快，丰

富的昆曲艺术将会对小学生的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课堂的

实践教学，让昆曲更好的走近学生、走进校园、走入课堂，非常值得

在小学音乐课堂中进行传播和教学研究。

2.研究的目标、方法

研究的目标：

1、以昆曲艺术为契机培养小学生的人文情怀和美育素养。

2、初步了解昆曲，唤起小学生对昆曲学习的兴趣。

3、通过昆曲片段让小学生初步知晓昆曲高低抑扬的语音语调特

征、领略昆曲清丽典雅的唱腔特征、品味昆曲轻灵优美的表演特征。

研究的重点：通过多种实践方法把昆曲艺术引入小学音乐课堂。

让学生知晓小到一哭一笑、一媸一妍、 举手投足，大到人物造型、

舞台布景等。对昆曲艺术一无所知，不懂为何一句话要唱那么久、旋

律要那么绕、走路怎么是那样姿态等，逐步感悟到昆曲的魅力。这种

“落差”就为我们的昆曲教育提供了可能和必要。

研究的方法：

1.本课题以行动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为主。

行动研究法：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边实践，边探索，边检验，边

总结，边完善，把研究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套系统的

有效教学策略体系。

文献研究法：搜集有关资料，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

找到研究新的生长点，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理论依据，并制



定研究目标与实施方案，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修正研究的方向等目的。

2.本课题以经验总结法和调查法为辅。

经验总结法：寻找各种有经验并对昆曲艺术进课堂有一定研究的

事、人、写作。发掘其普遍意义，探求出昆曲艺术进小学音乐课堂中

概念建构的策略、方式，揭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调查法主要调查本课题研究之初课堂教学的现状、师生理解情况

以及对研究过程中、研究之后的状况进行详细跟踪调查，为研究的顺

利进行提供事实性依据。

三、课题研究实践探索

（一）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从故事出发，激发好奇心

在当代，听昆曲的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更喜欢快节奏的流行、

说唱音乐，或者动作、表演比较激烈的摇滚音乐，对昆曲等戏曲表演

并不关心。因此教师在引导小学生学习昆曲的时候，不能操之过急，

直接给学生灌输昆曲的知识；教师可以循序渐进的培养小学生的爱

好，为小学生坚持学习昆曲打下扎实的基础。昆曲中有许多动人的故

事，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了解昆曲中的故事，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然

后导入昆曲的教学。

以《牡丹亭·游园》为例。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这一段的时候，

可以先让学生了解《牡丹亭》的故事。教师可以在教学之前布置任务，

让学生搜集了解《牡丹亭》的故事，也可以在教学时利用多媒体为学

生展示《牡丹亭》的故事片段。像有的学生是直接利用网络搜集资料，



通过资料学生了解到《牡丹亭》讲述的是官家千金杜丽娘对梦中书生

柳梦梅倾心相爱，竟伤情而死，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相

恋，最后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故事。学生在了解了故

事之后，会因为故事的跌宕起伏、剧情离奇而对昆曲《牡丹亭》产生

好奇心。这时候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牡丹亭·游园》，学生会更加热

情和积极，在学习的时候也会更加深入的探究。

2.搜集昆曲资料，了解昆曲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昆曲之前，可以搜集昆曲的资料，在课堂教

学的时候使学生先了解昆曲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教师在引导学生了解

昆曲之前，可以先为学生展示昆曲表演的片段，创设导入情境；在引

导学生了解昆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将昆曲与其他戏曲对比，使学生

对昆曲有初步了解。

比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牡丹亭·游园》的时候，是一边唱一

边出场的，其中还有《游园》的伴奏旋律。教师给学生展示了一个片

段之后，让学生说一说自己唱的是什么，学生回答是昆曲，这时候教

师为学生介绍昆曲。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因为它是我国最古老

的剧种之一，对其他剧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昆曲与古希腊戏剧和印

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但希腊和印度的戏剧都已绝迹，而

昆曲依然在发展。在介绍了昆曲的历史之后，教师为学生展示一段昆

曲的片段，然后再给学生展示其他种类戏曲的片段，像京剧、越剧、

黄梅戏等，让学生进行对比；学生通过对比会发现其中的异同，像昆

曲唱牌子，京剧只有部分会借鉴，但大部分不唱牌子。教师引导学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4%B8%BD%E5%A8%98/21068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F%B3%E6%A2%A6%E6%A2%85/6733691
https://www.baidu.com/s?wd=%E5%8F%A4%E5%B8%8C%E8%85%8A%E6%88%8F%E5%89%A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了解昆曲的历史，会使学生了解到昆曲的灿烂辉煌，进而激发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怀与学习热情，使学生在学习昆曲的时候更加专注认真。

3.通过课堂示范，降低学习难度

昆曲中有许多细节，对动作、唱腔的要求比较高，单纯的理论教

学不仅难以使学生感受到昆曲的魅力，还会降低学生学习昆曲的热

情，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昆曲的时候，需要通过亲身示范，使学

生掌握昆曲表演中的细节。教师做好示范，可以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

离，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在学习时更加专注认真，最终有利

于促进学生掌握动作与唱腔。

昆曲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有些动作必须做到

位才能够展示出其优美；而在唱腔中，每一个字都有其规律，学生在

教师的示范指导下，才可以更好的掌握其中的规律。比如在学习《牡

丹亭·游园》的时候，学生需要学习《游园》中的第一句，感受昆曲

的唱腔特点；另外学生还要学习其中的韵白与身段。教师在引导学生

学习的时候，就可以为学生示范，像兰花指的教学。兰花指需要区分

性别，昆曲中旦角的兰花指有数十种，教师为学生一边演示一边解说，

大拇指与中指指节微贴，虎口自然与手掌合拢，以中指为主要用力点，

带动其余三指指尖上翘的形态。教师通过直观的动作展示，使学生理

解兰花指动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有利于学生更好的掌握昆曲中的动

作。教师示范，使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有可以模仿的模板，有利于降低

学生的学习难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利用网络技术，开展开放式学习



1.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昆曲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展

示一些昆曲的片段，然后对昆曲的故事内容、唱腔动作、细节展示进

行描述和分析。小学生在刚刚接触昆曲的时候一无所知，教师利用这

种形式引导学生学习，可以使学生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在之后的学

习中更加系统化。通过一些经典故事传说改编成简单的昆曲艺术学唱

与表演，在文化课上学习昆曲艺术的咬字吐字，在校园广播中穿插昆

曲的选段，每天身边耳濡目染昆曲艺术。

比如在引导《玉簪记》的时候，教师先为学生描述了《玉簪记》

的故事情节。《玉簪记》讲述的是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的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在宋朝年间，由于靖康之难，开封府丞的女儿陈妙常在金陵

女贞观出家，却遇到了落第书生潘必，潘必是观主的外甥，在被发现

与陈妙常的感情之后被观主逼参加考试，陈妙常知道后赠他一只玉

簪，后来潘必考试通过做官之后与陈妙常结为连理。教师为学生讲述

了故事之后，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了昆曲《玉簪记》的片段，并进

行分析。像《琴挑》中《懒画眉》的曲调淡雅悠闲；其中陈妙常弹琴，

潘必情不自禁那一段展示了爱情中青年人热烈的心情；在《问病》中

《山坡羊》用哭擞的腔调唱出来更显悲切。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

分析，在一些细节处可以停下来让学生仔细观察，还可以通过引导学

生反复聆听使学生感受其中的韵味，大大提高了学生都对昆曲的理

解，提高了学生的昆曲水平。

2.学生描述分析，加强练习



教师在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了如何描述与分析昆曲之后，可以

让学生按照这种系统的知识进行练习。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搜集一些

昆曲的片段，然后上传到多媒体上，进行描述和分析；其他学生则作

为观众进行赏析和聆听，在分析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交流与探讨，说

明自己的见解。

比如有的学生选择了《十五贯》，学生将昆曲《十五贯》上传，

然后描述其中的故事情节。《十五贯》讲述的是熊氏兄弟遭受冤案被

判死刑，在被处刑的前一夜托梦苏州知府，最后平反冤案的故事。学

生在讲述了故事情节之后，开始分析《十五贯》中的一些昆曲表现。

学生首先分析了其中的人物，像娄阿鼠，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反面人物，

其中更是极尽展示了他的狡猾与可笑；然后分析了唱腔，像“对恶人，

理当严惩；若姑息，是非怎明”这一句中，“是非怎明”以重音强调，

表明了官员的刚正不阿。学生模仿教师的方式独立完成描述与分析，

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教师就学生的描述和分析进行点评和指导，使学

生进行补足，进一步促进了学生对昆曲知识的掌握。

3.通过表演形式，表述自己观点

除了上传一些名人表演的昆曲视频片段以外，学生还可以先观看

和了解一些昆曲片段，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模仿，并录制成视频，

上传和分享。在课堂上学生讲解自己每一段的表现和理解，让教师进

行点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深入理解了昆曲故事中的情感，明白

了昆曲唱腔身段对故事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会提高实践能力。

比如学生模仿了《牡丹亭·游园》中的片段。《牡丹亭·游园》



中描述的是少女怀春的心情。学生注重了情绪的刻画，在唱的过程中

配合上动作，展现主人公的心情。像在唱《醉扶归》的时候，在唱到

“恰好三春无人见”的时候学生做出双眉微蹙的表情，作水袖甩动、

抖动的状态，同时腔调上也逐渐减弱，展现出伤春的情感。学生一边

展示自己的表演，一边讲解自己的实践过程中的心得与理解。教师就

学生的表演进行点评，与学生一起讨论一些对剧情的理解与表达形

式。像其中的《绕地游》部分，教师认为学生可以将少女苦闷彷徨的

心情展示的更加明显一些，同时动作可以更加柔软一些，表现出少女

的身段。这种开放式的教学，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可以

使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最终促进了学生昆曲水平的提升。

（三）丰富练习方式，深刻昆曲艺术的学习

1.赏析昆曲魅力，提升审美

学生在学习昆曲之前，可以先赏析昆曲中的故事、唱腔、动作，

感受昆曲中的魅力，品味昆曲中的细腻情感，在赏析的基础上建立审

美，然后进行模仿和斟酌。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赏析昆

曲，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感受昆曲中情感的细腻表达、身段与舞蹈

的结合、音节与声韵的回环流转，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练习。

比如在学习《牡丹亭·游园》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故

事人物情感、背景律动、唱词乐曲、动作身段进行赏析。教师先引导

学生观看了《牡丹亭·游园》的片段，然后让学生说一说自己觉得这

一段哪一部分比较美。有的学生说对其中的兰花指印象深刻，兰花指

使得人物更加秀气和娇美；有的学生其中的唱词比较美，“原来姹紫



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通过情与景的矛盾构建，显示

了杜丽娘对自己生命的感叹与惋惜，具有极大的艺术效果；还有的学

生说其中的背景与故事极为贴切，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在学生赏

析了昆曲中的内容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模仿和练习，通过与视频

片段对比，感受自己的不足，逐渐调整，掌握昆曲中的一些技巧。学

生细细品味，感受昆曲中的魅力，提升了审美能力；通过斟酌与纠正，

坚持练习昆曲中的技巧，最终促进了学生昆曲学习水平的提升。通过

昆曲特有的教学理念，制定能有效帮助学生昆曲艺术进小学音乐课堂

的实践活动、方案、方法与手段。例如选择昆曲艺术知识篇、昆曲艺

术经典篇、昆曲艺术创新篇，根据年龄段划分，难度逐一增加，让学

生亲身体验与感受昆曲的意义和价值，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引导学生汲

取昆曲艺术原汁原味的状态，让学生参与演唱和表演中，在语言、肢

体表现中体验昆曲艺术，在昆曲艺术中体验语言、肢体表现的魅力。

2.设计微课内容，补充练习资料

昆曲中的动作、唱腔并不是学习一遍就可以掌握的，因此教师需

要引导学生加强课下练习。在练习的时候，学生仍旧需要一定的指导，

教师可以设计微课，在微课中展示每一个动作、唱腔，学生在自己练

习时根据微课中的指导进行科学、正确的锻炼，可以提高学生的昆曲

水平。

比如在学习《牡丹亭·游园》的韵白时，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

掌握一些要领，然后要求学生在课下进行练习。在学生练习时教师为

学生提供微课指导。像在“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中，断句是“不



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其中“怎知春色如许”中音调先增强，到

“如”逐渐减弱，“许”字拖长音，另外一些字的发音也与普通话中

的发音有些区别；教师将一句内容拆解，一边讲述每个字的起承转合，

一边进行示范；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加上动作演示。教师为学生

设计微课，使学生在平时练习时不用再局限于教师的现场指导，而是

可以随时应用微课斟酌，揣摩昆曲中的一字一句、一举一动，这样既

方便了学生的平时复习，也使学生在练习昆曲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

理解，最终不仅可以促使学生掌握昆曲中的一些唱腔与动作，还可以

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3.丰富练习方式，评价反思进步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完昆曲片段之后，要布置课后练习，引导学

生在练习中加强对昆曲的掌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将自

己的练习以视频的形式录制下来，这样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练习视频

了解学生对昆曲的掌握情况，还可以对每个学生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通过评价与反思促进学生的进步。

比如学生学习了《皂罗袍》这一段，教师让学生在课下练习，并

将自己的练习视频上传给教师。教师一一检查学生的练习情况，根据

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像有的学生在唱“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这一句

时，习惯性的将“红”字与前后两字连音；有的学生在唱“原来姹紫

嫣红开遍”这一句时的抖腔掌握的不太熟练；还有的学生在唱的时候

有些字的发音不标准。教师结合学生的问题一一分析，并使学生有重

点的练习，可以促进学生对昆曲唱腔的掌握。另外学生在唱的时候自



己难以感觉到其中的错误，将练习过程以视频形式录制下来，可以自

己寻找不足，并进行改正，最终提高学生对昆曲唱腔的掌握。

4.组织实践活动，完成大型昆曲表演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完昆曲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集体合作，进

行大型昆曲表演。学生在准备大型昆曲表演的过程中，需要熟练掌握

昆曲中的强调、念白、故事情节、动作身段；除此之外，故事中的背

景布局也需要学生精心策划。学生在准备大型表演的过程中会得到充

分的锻炼，最终可以促进学生对昆曲的掌握。多增加校内外昆曲艺术

的交流讲座、出去观摩昆曲艺术的表演活动等。也是昆曲艺术传播的

重要内容。

比如学生在学习完《牡丹亭》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表演。教

师先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像导演组、道具组、表演组；而表演组

中每个小组表现的片段也各不相同，像有的是《游园》，有的是《惊

梦》，有的是《离魂》，每个片段中只选取一个或两个经典的部分进行

表演。在分完小组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讨论与交流，设计表演形式，

像有的学生认为在设计背景的时候，可以直接利用多媒体技术投射电

子背景，也有的学生认为在设计背景时应该寻找一些道具材料融入表

演中，使得表演更加贴合。在学生设计完表演形式之后进行排练，在

排练的过程中学生协调同组之间的默契，调整自己的状态，加强动作

与唱腔的练习，最终进行表演。教师组织大型表演活动，使学生在准

备阶段了解了舞台背景的布局，提高了交流与合作能力，得到了充足

的锻炼；学生在上面表演的时候下面还会有一些观众，用来提高表演



的真实性，这种方式使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同时学生在完成表演

之后会获得一定的成就感。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实践表演，既使学生得

到了锻炼，同时又给予了学生信心，最终提高了学生的昆曲水平。

四、课题研究实施效果

1. 通过博大精深的昆曲艺术浸润学生的艺术心灵，把内在修养、

素质文化和艺术心境相统一与融合。让学生学习昆曲过程中不断生长

与强化，使之成为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段宝贵财富，也有可能会有学

生会走上对昆曲的探索之路。

2.撰写昆曲相关教案和论文，让理论的支持丰富昆曲进课堂的实

践操作。让授课教师不断反思和认知昆曲教学内容，不断修正和提高

教学手段。

3.开展多样化的昆曲表演舞台，让学生把所学知识和技能串联起

来，展示给观众。或者去欣赏专业昆曲表演家的演出，让昆曲传统文

化能够在一代代学生中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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